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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时斓娜

受地形地势影响，湖南、广西的一些村寨

曾与世隔绝，那里的人们独守着一份生态奇

景，保持着神秘姿态。而神秘背后，是曾经的

不便、落后和贫穷。

包头至茂名高速公路（以下简称包茂高

速），途经湖南、广西等 7 个省份，与国道、省

道、县乡村道互通，极大改善了周边村镇的经

济水平和人们的生活状态。日前，《工人日

报》记者跟随交通运输部“沿着高速看中国”

采访组前往实地一探究竟。

公路进村寨，天堑变通途

“我们这里以前是神秘，现在是充满魅

力。在家乡工作，我很自豪。”矮寨大桥高速

巡查员龙芙宇说。

“我上学的时候只有一条窄窄的水泥盘

山路，是附近几个县城去往州府吉首的唯一

一条路。”来自湖南湘西花垣县的龙芙宇说，

这条盘山公路虽然只有 6.25 公里长，但异常

崎岖，不堵车时也要半个多小时才能通过，而

堵车时则往往需要五六个小时。

矮寨大桥主跨 1176 米，桥面垂直高度

355米，是包茂高速在湖南境内的一座特大钢

桁梁悬索桥，于 2012 年建成通车。该桥实现

了通行时间从至少半小时到只要 1 分钟的跨

越。2020年，矮寨大桥日均车流量达到 1.4万

台次。

距离矮寨大桥 15公里的十八洞村，是“精

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地处高山峡谷，以

前村民去赶场走的都是泥巴路。如今蜿蜒的

公路直通村寨。“过去我们都见不到外村的

人，现在有城乡公交专线，很多村民自己也有

车开，出村太容易了！”十八洞村竹子寨村民

隆慧说。

广西桂林龙胜县白面瑶寨，是全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也是红军当年长征经过的地

方。“以前路不好，去趟县城得走三四个小

时。”白面瑶寨村民王艳菊说，如今，路修通

了，王艳菊每周都会骑摩托车，花半个多小时

的时间接送在龙胜县城里读书的孩子，顺便

到县城采购。

路通产业兴，客旺村民忙

八山两田水，地无三尺平。泥泞狭窄的

山路曾导致十八洞村的农产品、手工制品很

难运出村子。而今，穿着民族服饰的阿婆阿

姐在伞下售卖着亲手制作的土特产，鲜香爽

辣的湘味菜馆里服务员忙碌不停。“旅游让我

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了。”隆慧说。

与此同时，十八洞村村民依照当地特色，

打造“本土文化+农产特色”产业链，通过组织

刺绣培训、研创品牌矿泉水、电商助农等方式

传播文化、增加收入，古法腊肉、手工香肠等

土特产由便民邮局通过新修的公路发往全国

各地。

“昔日长征路，今日致富路。”龙胜县人大

工委主任周恩平在介绍白面瑶寨时说。依托

公路建设，白面瑶寨把优美而独特的梯田自

然景观及浓郁的瑶族风情开发成经典的旅游

产品，村民也搞起了农家乐旅游。

秦新华是白面瑶寨的致富代表，也是村

中的红色讲解员，在村中从事红色旅游接待

的他对游客客流量的变化有着最直观的感

受：“通高速后，来旅游的旅客成倍增长。之

前一天最多七八百人次，后来一天能有 3000
多人次。”

修路人人夸，造福千万家

得益于白面瑶寨旅游产业的发展，秦新

华年收入最高的时候达到 30余万元。“像我这

种收入的，寨子里还有几家，我们会提取一部

分给寨子的公益基金，用于修缮瑶寨和给村

民分红。”秦新华说。

因为交通封闭经济落后，以前很少有女

孩子愿意嫁到十八洞村。2014 年，十八洞村

40 岁以上的大龄男青年有 46 人。自 2015 年

始，十八洞村举办青年相亲会。“路通了，外村

的女孩子愿意来参加相亲会了，嫁到这里也

不算远嫁了，村里一大半的大龄男青年都解

决了婚恋问题。”隆慧说。

位于广西桂林阳朔县的遇龙河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距离高速路口仅数分钟车程，景区

引导企业积极聘用原住民，解决村民就业问

题。“我们解决了约 3000 名筏工的就业，景区

收入的 30%会用于支付筏工费。‘八九九八’

是筏工在日常问候中常说的话。”遇龙河景区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玉芬解释说，

“就是在问对方今天走了八趟还是九趟，筏工

现在平均一天都能走八九趟，每趟赚 50元，月

收入在 1.2万元以上。”

“村村寨寨通公路，同心共筑小康路。

修好公路人人夸，富了百姓千万家。”百姓

们用朴实的话语表达着对交通发展的由衷

感激。

包茂高速串起湖南、广西多个交通不便的村寨，带动当地发展，改变人们生活状态——

以前是神秘，现在有魅力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4 月

份，生产需求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新兴动能培育壮大，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

复。透视这份经济“账单”，有哪些亮点？

看生产：九成以上行业同比增长
高技术产业增势强劲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6.8%，比 3 月份加快

0.6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2%。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江源表示，4月

份，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7 个行业同比增长，

行业增长面为 90.2%。与 2019 年同月相比，

34 个行业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到 82.9%，

继续保持在八成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装备和高技术产业增势

持续强劲。

4 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分别增长 13.1%、12.7%；从两年平均增

速看，分别增长 11.2%、11.6%，较 3 月份分别

加快 3.0、0.1 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部规上工

业 4.4、4.8个百分点。

“总体看，工业生产延续了稳定恢复的良好

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增多，周边国家疫情形势恶化，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压力凸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风险上升，

工业经济稳定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江源说。

江源表示，下一步，应继续采取有效措

施，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

响，缓解企业成本压力，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

平，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进

一步巩固工业经济稳定恢复的基础，促进供

需动态平衡。

看投资：民间投资活力增强 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

1 至 4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143804亿元，同比增长 19.9%，两年平均增

长 3.9%；4月份环比增长 1.49%。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放管服’改

革的深化激发了市场主体创业创新动力和活

力。”国家统计局投资司首席统计师罗毅飞表

示，1至 4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21.0%；两年

平均增速为2.9%，比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

此外，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8.8%；两年平均增速为 11.8%，比一季度提高

1.9个百分点。社会领域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同比增长 26.3%，两年平均增长 10.6%。其

中，卫生投资增长46.5%，教育投资增长22.1%。

财政资金常态化直达机制落地显效，资

金保障力度持续加强。

罗毅飞分析，截至 4月末，已有超过 2.2万

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下达到使用单位，已组织

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2206 亿元，资金要

素保障不断加强，在惠企利民、推动有效投资

中发挥重要作用。1 至 4 月份，投资到位资金

同比增长 24.2%，高于全部投资 4.3个百分点。

看消费：商品零售稳定恢复 线上
消费保持快速增长

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153 亿

元，同比增长 17.7%，两年平均增长 4.3%；环比

增长 0.32%。市场销售延续恢复态势。

其中，商品零售稳定恢复。国家统计局

贸易外经司统计师张敏介绍，4 月份，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 15.1%，增速虽比上月有所回

落，但与疫情前的 2019年同期相比，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两年平均增长 4.8%，与一季度两年

平均增速持平，商品零售恢复态势总体平稳。

实体店零售持续回升。在实体店零售

中，1至 4月份，限额以上超市、专业店和百货

店两年平均增速分别比 1 至 3 月份加快 0.1、
0.6和 0.8个百分点。

餐饮、旅游等服务消费保持复苏。与疫

情前 2019 年同期相比，4 月份餐饮收入增长

0.8%，而一季度餐饮收入下降 2%。总体来

看，餐饮消费持续恢复。旅游消费方面，清明

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超过 1 亿，按

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44.6%，恢复至疫情前同

期的 94.5%，旅游需求明显释放。

网络购物较快增长。1 至 4 月份，全国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3.1%；两年平均

增长 15.6%，比 1 至 3 月份两年平均增速加快

0.2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4 月份消费市场保持稳定恢

复态势。但同时也要看到，消费市场仍处在

恢复进程中，增长水平尚未完全恢复，部分领

域复苏程度偏低，复苏基础仍有待进一步夯

实。”张敏说。

张敏表示，下阶段，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恢复、疫情防控更加精准有效、扩内需促消

费政策效应不断显现，消费市场将延续稳定

复苏态势。

（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

稳定恢复 活力增强
——从三大视角透视 4月份经济新变化

5 月 18 日，在淮北市濉溪经济开发区一
家空调企业生产车间，工人在流水线上忙碌。

初夏时节，安徽省淮北市濉溪经济开发区
内的空调企业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企业

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近年来，该开发区发挥
产业配套优势，引进空调生产企业入驻，不断
优化服务，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发（万善朝 摄）

空调企业迎产销旺季

本报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王冬梅）由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主办的“中国油气企业甲烷控排联盟

成立大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国石油、中国石

化、中国海油、国家管网、北京燃气、华润燃气

和新奥能源为中国油气企业甲烷控排联盟成

员单位，中国石油为联盟第一届理事长单位。

据了解，联盟成员单位将把绿色低碳发展

理念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采取多种方

式促进联盟企业间、联盟与国内外其他企业在

甲烷排放管控领域技术和经验交流，开展甲烷

排放管控相关标准的研究和推广，推动行业排

放数据的标准化、透明化，定期发布行业报告，

分享中国油气企业甲烷管控的优秀实践。

以联盟成立为契机，各成员单位将共同

开展行动，将甲烷控排纳入碳减排发展规划，

全方位提升甲烷排放管控水平，力争实现

2025年天然气生产过程甲烷平均排放强度降

到 0.25%以下，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并努力于

2035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中国油气企业甲烷控排联盟成立

本报上海5月 18日电 （记者刘静 通讯

员赵纯杰 孙聪）今天，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的

配套建设项目——崇明生态大道，作为花博

会应急机动车专用道提前临时性开放。与此

同时，崇明大道沿线包括“生态眼”双子桥在

内的 9座各具特色的大桥，以及富有崇明特色

的绿化景观，也将给市民游客带来“一路行、

一路景”的生态驾乘体验。

据了解，上海市崇明生态大道位于崇明

区，全长 38公里，该工程连通了区政府所在地

城桥镇和东部陈家镇，是促进岛内循环的重

要东西向通道。“我们特别注重施工生产与绿

色环保同频。”据参建单位中铁十五局崇明生

态大道项目部负责人介绍，在近两年的建设

过程中，从规划到实践都植入了“和谐自然、

绿色施工”的理念。

据悉，上海市崇明生态大道的设计结合了

慢行交通系统、生态景观廊道等先进理念，致力

于打造与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功能定位相符

合的高品质生态公路。生态大道提前临时性开

放也有效地提升了现有陈海公路的通行能力，

为即将举办的花博会做好了迎客准备。

花博会配套建设项目崇明
生态大道提前临时性开放

云南高铁开启鲜花批量运输

本报讯 （记者黄榆 通讯员邓瑜 陈畅）5
月中旬以来，云南鲜花迎来销售旺季，铁路部

门积极对接市场需求，主动联合电商、快递企

业，通过整合高铁运力资源，充分发挥高铁快

捷、准时、高效的运输优势，实现云南鲜花快

速出滇，畅销全国。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助力云南鲜花搭乘高铁动车，以更加绿色

环保、方便快捷的方式，直达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地区和云南周边省份中心城市。铁路

部门采取客、货运输相结合的方式，批量运输

鲜花。客运主要在昆明、昆明南以及洛羊镇

站通过高铁动车组捎带，当天即可运抵北上

广深等城市。另外鲜花通过快速货物列车的

蓄冷式集装箱，运往郑州、武汉等城市方向。

本报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甘皙）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医

保局获悉，为支持和促进北京市分级诊疗，方便群众在社区就

医，近日，北京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联合印发

《关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社区就医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北京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无需事先选择，可以直接到该市定点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近就医，相关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北京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均可将全市所有定点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作为本人门诊首诊医疗机构，办理所需的首诊

转诊服务。

目前，北京市共有 2900 余家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

构，按照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管理规定，除本人

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含 1 家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外，

还有 32 家 A 类定点医疗机构、164 家中医定点医疗机构、160
家专科定点医疗机构无需选择，可直接就医。

为进一步方便广大群众在社区就近就医，促进北京市分级

诊疗建设，上述通知明确全市所有 2200余家定点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作为北京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共同定点医疗

机构，无需选择可以直接就医。如果参保人员因患急症不能到

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可在就近的定点医疗机构急诊

就医或住院治疗，相关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北京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将 对 参 保 人 员 全 面 放 开

本报北京5月 18日电 （记者杨召奎）今天，中国卫

星导航定位协会在京发布《2021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0 年我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4033亿元，较 2019年增长

约 16.9％，产业结构趋于成熟，产业链自主可控。

其中，包括与卫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

芯片、器件、算法、软件、导航数据、终端设备、基础设施等

在内的产业核心产值同比增长约 11％，达到 1295 亿元，

在总体产值中占比为 32.11％，增速略高于去年。由卫星

导航应用和服务所衍生带动形成的关联产值同比增长约

19.9％，达到 2738亿元，在总体产值中占比达到 67.89％。

白皮书显示，当前，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

企事业单位总数量在 1.4 万家左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

50万。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结构趋于成熟，产业链自主可控。产业链大体可以分

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上游是基础产品研制、生产及销

售环节，是产业自主可控的关键，主要包括基础器件、基

础软件、基础数据等；中游是当前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

主要包括各类终端集成产品和系统集成产品研制、生产

及销售等；下游是基于各种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及运营服

务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北斗系统已全面服务于交

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牧渔、城市治理等行业

领域，融入电力、金融、通信等基础设施，广泛进入大众消

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产 业 结 构 趋 于 成 熟

本报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杜鑫）国家减灾委员会秘书

长、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郑国光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国

务院决定于 2020 年至 2022 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普查的主要目标是摸清自然灾害风险底数、把握

自然灾害风险规律、构建自然灾害风险防治的技术支撑体系。

在摸清自然灾害风险底数方面，将全面获取全国地震灾

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森林和草原火

灾等六大类 22 种灾害致灾信息，以及人口、经济、房屋、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等重要承灾体信息，掌握历史

灾害信息，查明区域综合减灾能力。

在把握自然灾害风险规律方面，将客观认识当前全国和

各地区致灾风险水平、承灾体脆弱性水平、灾害综合风险水

平、综合减灾能力和区域多灾种特征，提出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防治区划和防治建议。

在构建自然灾害风险防治的技术支撑体系方面，将建

立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调查评估指标体系，形成分区域、

分类型的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基础数据库，健全风险评

估与灾害防治区划等技术方法体系，形成适应我国国情的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制度体系。普查成果将为我国开

展自然灾害应急处置、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综合灾害风险防

范、自然灾害保险等提供基础科技支撑，也将为我国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布局和功能区划、防范化解重大灾害

风险提供重要科学依据，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国家安全。

我国将摸清自然灾害风险底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