
29岁的杨条女最近有了新身份——
甘肃省兰州新区西岔镇新康村村委会副
主任，她最忙碌的事就是为搬迁而来的

“娘家人”讲解新康村的“新生活”。

甘肃省地质灾害多发易发，甘南藏
族自治州舟曲县是全国山体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最为发育的地区之一。
无法“安居”的噩梦，年复一年地纠缠着
地质灾害隐患点上数万名群众，其中便
包括杨条女和她的乡亲。“大部分积蓄
都投在了房子里，但年年修年年毁，心
也凉了。”她说。

记者从甘肃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
从2021年起，甘肃省启动地质灾害避
险搬迁工程，从源头上根除自然灾害对
群众的威胁，实现避灾减灾、民生改善、
生态恢复的多赢。许多祖祖辈辈生活

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上的舟曲县群众，走
出山高沟深的老家，奔向一马平川、阡
陌纵横的新家，成为工程的最早受益
者。

坐落在秦王川上的兰州新区是西
北首个国家级新区，也是甘肃省灾后重
建易地搬迁和生态移民安置的主要承
接地。杨条女一家5口人分到了面积
96平方米的新房，宽敞明亮、水电暖齐
全的三室一厅。“终于能够睡个踏实觉
了。”她说。

近年来，兰州新区经济高速增长，
产业发展日新月异，搬迁群众由此看到
了安居乐业的希望。

26岁的刘发红很早便离开了舟曲
老家，远赴广东打工，孤身在外的生活
倍感艰辛。去年9月，她听闻村民即将
搬到兰州新区，便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
法。

去年冬天，刘发红从兰州中川国际

机场花半小时车程就到了家门口。在
帮扶干部的支持下，她的家居店在新康
村顺利开张。店铺虽小，沙发、衣柜、冰
箱、电视等家居用品却一应俱全。

“兰州新区发展前景大，新康村又
正值装修旺季。现在，我们每月能赚2
万多元，已经从单纯卖家具、家电，发展
到做全屋定制。”刘发红说，她希望能继
续拓展业务、扩大店面。

“目前搬到新区的舟曲群众已超
5000人，通过与各类务工项目互联互
通，社区已帮助2000多名劳动力就近、
就地就业或外出务工。”舟曲县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第一临时党支部书记那有
布说。

那有布至今还记得去年冬天大家
为村子起名的情形：村民们你一言我一
语，反复讨论了大半个月，最终选中“新
康村”。移民至新区，奔向康庄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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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决心主动做“减法”，成为全国第
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坚定信心努
力做“增量”，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擘画的“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
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
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
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宏
伟蓝图，北京在“增减”之中，推动深刻
转型，实现创新引领，努力把为人民造
福的事情办好办实，不断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实现减量发展

北京西直门外大街136号，曾是北
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动物园批发
市场，在北京城市中心存在超过30年，
北京人称之为“动批”。

如今，“动批”所在地已变身为国家
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和探索金融科技创
新试点机制的园区，截至目前累计引进
重点金融科技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等
152家。按照规划，2025年，这里将成
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军企业集聚地。

2005年开始在“动批”经营服装生
意的张文凯，如今还经常会回“老地方”
看看。“当年‘动批’确实热闹，不过人
多、车堵、环境杂乱，安全隐患和风险让
人想起来都后怕。现在这里大变样儿
了。”张文凯说。

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大城市
病”曾深深困扰着这座特大城市。“动
批”蝶变，成为首都十年间转变发展模
式的一个生动写照。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
国家战略。2014年，北京进入以疏解
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新阶段；2017年，《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获批，为
城市发展描绘新蓝图。

十年来，北京“壮士断腕”“刀刃向
内”，“瘦身健体”“提质升级”，累计退出
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约3000家，疏解

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
1000个；拆除违法建设超3亿平方米，
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10平方公里。“十
三五”期间，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
2014年下降15%的目标。减量发展成
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

经过整治，“燕京小八景”之一的
“银锭观山”美景重现；首钢园从工业遗
址变身奥运园区和科幻产业园区，成为
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地标和网红打卡地。

以高质量的“增量”
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南路，
记者通过应用软件呼叫自动驾驶车辆，
3分钟后，一辆轿车驶来停靠在路边。
等候交通信号灯、超车、并线，车辆全程
自动行驶。

依托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
区，北京2021年设立国内首个智能网
联汽车政策先行区，已进行了无人配送
车上路、高速公路测试、无人化测试，目
前累计安全测试里程接近300万公里。

近年来，北京通过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两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
新需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叠
加效应，高质量的“增量”持续提升高质
量发展水平。

“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北京
经济发展驱动力加速变化。”清华大学
教授陈劲说。数字是最好的佐证，北京
日增科技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110家
增至2021年的27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从2012年的0.33万家增至2021年
的2.76万家。

从支持国际品牌全球旗舰店或全
新概念店落地，到持续推动王府井、方
庄等重点商圈改造升级，再到推动环球
影城主题公园等标志性大项目开张，

“北京消费”全球吸引力不断提升。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框架有序拉

开：每年保持千亿元以上投资强度；中
国人民大学东校区、人大附中、北京小
学等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导入；北京友谊
医院、东直门医院等医疗机构通州院区
陆续开诊；东郊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
林公园开园迎客。未来五年，通州区将
高标准建成行政办公区二期，运河商务
区起步区，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

三大公共建筑，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等重大工程，推动城市副中心框架基本
成型。

努力以“绣花一样精细”的城市管理
提升人民幸福感

“增减”之中推动高质量发展，最终
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2019年，北京市以群众诉求为
“哨”，推动政府职能部门向基层报到、
向一线报到、向群众报到，形成以
12345热线为主渠道，各区、街道乡镇、
社区村和各部门各单位闻诉而动、接诉
即办的为民服务体系。近3年来，北京
接诉即办共受理5199万件民意诉求。

在此基础上，北京从市民反映的问
题中选取高频共性难点，如老楼加装电
梯、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等群众“急难
愁盼”，形成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常态
化工作机制。

“我们楼里60岁以上老人占到
80%以上，出门看病、接送孩子很不方
便，早就盼着装电梯，如今‘电梯梦’终
于实现了。”家住丰台区建欣苑东区社
区的巩建勋说。

仅2022年上半年，北京新开工老
楼加装电梯799部，解决5.7万套住房

“房产证办理难”问题，新建电动自行车
集中充电设施接口16.5万个……一件
件实事，温暖人心。

与此同时，北京不断推进老城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城市留住
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2013年，北京市启动专项行动治
理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2017年，启动
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
动；2021年，新修订的《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实施，同年《北京市“十
四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
划》获批，明确了加强历史水系保护与
恢复工作等重点任务。从核心区到城
六区，从城市副中心到平原新城、生态
涵养区，在疏解整治、城市更新中，北京
古都的面貌、市民的生活环境日新月
异。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
京坚持首善标准，立足首都核心功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奋力谱写新篇章。 据新华社

吉林延边：
桑黄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仲夏时节，在吉林省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和龙市八家子镇，道路两
旁矗立的“桑黄小镇”展示牌格外醒
目。一栋栋桑黄大棚里，整齐摆放
的深棕色菌段上，长着形似人耳的
金黄色桑黄。

桑黄，又称“森林黄金”，这种因
寄生于腐烂桑树而得名的真菌，以
其重要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备受追
捧。近年来，延边地区的广大农民
将桑黄从森林“请”进了大棚。温
度、湿度、菌袋配方……经专家指
导，在一次次试验之后，终于成功栽
培出了“森林黄金”。

八家子镇党委副书记王世明介
绍，八家子镇地处海兰江中游，平岗
平原上段，区位优势较好，环境无污
染，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具有发展农
业特色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桑
黄繁育生长的黄金地带。

“像这样的新兴产业，后续产
业链有巨大发展空间。如果把桑
黄产业做大做强，会拉动全镇的
经济发展。”王世明介绍，“但是，
由于之前缺少发展资金，该项目
一度被搁置。”

2018年，随着东西部扶贫协
作的开展，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与和龙市结成帮扶对子，桑黄项
目迎来了发展机遇。八家子镇获
得宁波援建帮扶资金1765万元，
流转该镇南沟村、河南村35公顷
土地，种植71.8万袋桑黄，桑黄产
业正式启动。

据介绍，桑黄种植项目实行
八家子镇出“土地+劳力”、东西部
扶贫协作出资金、当地科技公司
出技术的开发模式，实现了资金、
技术、种植、后期加工、市场营销
的一条龙产业链条 ，保障项目全
程无忧。

王世明告诉记者，贫困人口
年龄大、体弱多病、没技术等问
题，是当年挡在八家子镇致富路
上的一座大山。如今有了桑黄种
植基地，村民们有了劳动致富的
新机遇。

“年纪大了也没啥活儿干，一
年家里收入只有3000多元，还不
够我老伴吃药钱。”回忆起以前的
日子，年近7旬的南沟村村民徐明
福直摇头。

徐明福曾是八家子镇1368名
贫困人口中的一员。如今，他在
桑黄基地负责大棚的通风、喷水
工作。“工作不累，还能照顾家里，
一年到手1万多元。年底还有分
红，日子是越过越有盼头。”他说。

目前，桑黄基地产业收益已
经扩容覆盖到6个行政村，通过向
脱贫户流转租赁土地、参与运营
就业、利润统筹分配三种方式，有
效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增收。

近年来，和龙市先后投资2.2
亿元，建设桑黄大棚1300栋，年销
售收入2.6亿元，使6700多名脱贫
户通过桑黄产业分红增加收入，
并吸纳500多名脱贫户就业，走出
了一条“育桑黄、木生金”的乡村
振兴之路。 据新华社

崭新的家园 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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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向着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迈进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