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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交通进入快速发展
的历史最好时期，一条条团结线、幸福路在雪
域高原延伸，不断创造交通奇迹，宛如高原人
民走向幸福生活的“金色哈达”。

天路十年快速延伸

“提起通麦，过去很多老司机都提心吊
胆。”多次跑川藏线的司机平措说。

治通麦，除天险，成为过往人员的最大
期盼。

2012年，总投资近15亿元的通麦段整治改
建工程正式启动。2016年工程通车后，全长14
公里的通麦天险成为历史，整个通行时间由过
去的2个多小时缩短到20分钟。

新时代西藏之变，路之变很有代表性：
2014年，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

路建成通车。
2019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特长公路隧道

——米拉山隧道建成，标志着全长约 400 公里
的林芝至拉萨高等级公路全线通车。

2021年，拉萨至林芝铁路建成通车，雪域
高原进入复兴号时代，标志着复兴号列车实现
31个省区市全覆盖。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徐文强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西藏交通运输事业
发展最快最好的十年。

——自 2012 年至今年 6 月底，西藏累计完
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3399.49亿元。仅“十
三五”期间，西藏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就占
全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1/3。

——公路总里程由6.52万公里增至12.07万
公里；高等级 （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由38公里
增至 1105 公里；公路密度由 5.31 公里/百平方
公里增至9.78公里/百平方公里。

天路带来美好生活

生活在高山峡谷的百姓，对于路有着特殊
的感情与记忆。

59岁的向嘎，曾多年当背夫，对于家乡墨
脱的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藏在大山里的墨
脱，2013年之前不通公路，重要的物资只能人
背马驮运进来。

“一次往返需要7天。有一次，有人突发重病，
我和另外10多个背夫轮流背着病人出墨脱，路上
还要翻越多雄拉雪山，很是辛苦。”向嘎回忆说。

从20世纪60年代起，政府多次投资修建通
往墨脱的公路。但因地质结构复杂、自然灾害
频发等因素，公路屡建屡毁。2013 年 10 月 31
日，全长117公里的墨脱公路终于贯通运营。

向嘎从此不再当背夫，途中辛酸皆成过
往。墨脱通车后，不少背夫购买了货车、皮
卡、挖掘机等，从事运输或建筑行业，职业转
变带来更高收入。

墨脱县委书记魏长旗说，公路修通极大方
便了墨脱人民的出行就医就学，保障了当地民
生和建设需要的物资。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牧区群众告别了“晴
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出行窘境，一些极
难抵达的偏远村落，修通了沥青路、水泥路，
高原人民出行更加便捷。

2021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
西藏那曲至拉萨高速全线通车，拉萨到那曲的
通行时间从原来的6个多小时缩减为3个小时。

“这两年很多家庭都买了小汽车与皮卡车，
我们喜欢开车去拉萨。”那曲市牧民仓典说，周
末可以带父母孩子到拉萨购物、看电影，还可
以把自家的牦牛肉运到拉萨销售，一天时间往
返自由。

天路催生发展变革

“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在网上买的，不仅更
便宜，也更‘有范儿’。”27岁的村民旦增指着
身上的灯芯绒工装裤和脚上的马丁靴笑着说。

旦增的家乡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珠穆朗
玛峰脚下的日喀则市定结县陈塘镇。受地理位
置影响，这个中尼边境小镇曾很长一段时间不
通公路。

2017 年底，通往陈塘镇的公路建成通车，
汽车第一次驶入陈塘镇。2020 年，总投资 7.18
亿元的省道 514 线萨尔至陈塘段改扩建工程竣
工，物流卡车每周都会抵达陈塘，催生了这里
的网购热情。

天路纵横，连接的不只是万水千山，还带动
了物流产业兴起。如今，西藏电子商务行业发展
迅猛，网店、网购人员数量及消费额均呈快速增
长趋势，许多特产借助电商平台走出高原。

数据显示，2021 年西藏网上零售额实现
189.7 亿元，同比增长 61.1%，增速居全国第
一。拉萨西站货物到发量由2006年的30多万吨
增至2021年的600多万吨。

“近年来主要发送的货物品类有啤酒、矿泉
水等，主要到达货物品类有食品、建材、钢
铁、水泥、石油等。”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
司拉萨西站技术员秦进元在此工作了 13 年。

“刚到拉萨西站时，车站周边很荒凉，如今西站
周边到处可见高楼大厦，很多当地村民依靠物
流业发家致富。”

（据新华社拉萨 8 月 11 日电 记者林建
杨、张京品、吕秋平、刘洪明、刘颍）

下图：复兴号列车行驶在西藏林芝市朗县
境内。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白田田、谢樱） 记者
从 5 日举行的“中国这十年·湖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
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
区 崛 起 和 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中 彰 显 新 担 当 ，
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湖南省委书记张庆伟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3 次到湖南考察调研，
对湖南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湖南发展指明了
方向、擘画了蓝图。

张庆伟介绍，湖南推动脱贫致富实现新跨

越。全省 682万建档立卡贫困户、6920个贫困
村、51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十八洞村成为
精准脱贫的靓丽名片。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2.13万元、0.74万元增加
到2021年的4.49万元、1.83万元。

10年来，湖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2年
的 2.1万亿元跃升至 2021年的 4.6万亿元。推动
高质量发展，打造“三个高地”：着力打造国家重
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全省工业增加值达1.4万亿
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到27.7%，形
成 3 个万亿级、14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一批新
兴优势产业链；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
技创新高地，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超过1万
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着力打造内陆

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进出口总额由 2012 年的
1385.7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5972.8亿元。

10年来，湖南立足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
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抓住国家支持中西部地
区发展的重大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布
局，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
体的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

发布会上，湖南省省长毛伟明说，10 年
间，湖南深入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等，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得到有力提升。2021年全省森林覆盖
率 为 59.97% ， 国 考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达
97.3%，空气优良率达91%。

湖南高质量发展闯新路中国这十年

西 藏 ： 十 年 天 堑 变 通 途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
者罗鑫） 在2022北京 （国际） 运河
文化节上，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
杰介绍，大运河北京段文化带建设
成果丰硕，大运河考古再获新发
现。2021年以来，北京市文物局组
织在大运河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开展
考古发掘项目 102 项，发掘面积约
10万平方米。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及其周边的
考古工作廓清了路县故城南城门的
形制和保存状况；考古工作人员清
理出一定数量的东汉时期的木、竹
简牍，这在北京地区汉代遗址考古
中属于首次发现。”陈名杰说。

陈名杰表示，近一年来，大运
河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实施各类文物

保护工程 126 项。万寿寺东路考古
新发现建筑遗存，进行了保护和环
境整治。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在前
期文物腾退、村庄搬迁的基础上，
进行了系统的环境整治、修缮保
护、资源数字化及档案管理等工
作，将于今年10月左右正式开放。

“一批博物馆点亮大运河文化
带。截至 2022 年 7 月底，大运河沿线
七区共有备案博物馆165家，2021年
以来新增备案博物馆 10 家。北京大
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式
定名，2023年底向公众开放。路县故
城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顺利完成，
正在开展二期绿化工程；路县故城保
护展示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预计2024年实现开馆。”陈名杰说。

据新华社兰州8月11日电（记
者张文静） 距今约5500年前，黄土
高原西部旱作农业主要种植粮食作
物出现从黍到粟的转换。这说明，
当时的史前人类已经开始从事以粟
为主的旱作农业。这项新研究由兰
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马敏敏副教授
团队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者
合作完成。

马敏敏介绍，粟作农业的起源
与发展，是支撑我国北方新石器文
化发展和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最
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我国黄土高
原是粟作农业发展强化和扩散的关
键地区之一，其史前时代农业发展
和生产生活方式时空变化的过程是
广受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学术界
普遍认为，距今 1 万年左右，粟黍
在我国北方得到驯化和利用。在黄

土高原中东部，粟黍农业在距今
7000年至6000年成为人类的主要生
产方式；距今6000年之前主要种植
黍，距今6000年之后开始主要种植
粟。集约化的粟黍农业在黄土高原
西部出现较晚，大地湾遗址骨骼稳
定同位素证据表明，该地区距今约
5900年粟黍农业才得到强化。由于
缺少粟黍遗存直接测年证据，黄土
高原西部种植结构转变的时间和过
程还不清楚。

对此，马敏敏团队在黄土高原
西部开展了植物考古和骨骼稳定同
位素分析等研究。基于在黄土高原
西部圪垯川遗址开展的碳十四测年
和植物考古研究，结合考古学和古
环境证据，团队系统梳理了新石器
时代粟黍农业发展和强化的过程及
其影响因素。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果丰硕

5500年前

黄土高原西部史前人类开始主要种植粟

时下，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黄杨镇群裕社区辣椒种植示范基地的黄
杨小米辣迎来采摘期，村民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收。

图为村民把刚采摘的小米辣装车。 李 艳摄 （人民视觉）

“真没想到，森林吸收的二氧化
碳也能用来贷款了。”拿到中国农业
银行浙江分行发放的首笔“林业碳汇
贷”，中南百草原集团董事长崔世豪
感叹不已。

近年来，从强化服务创新到完善
机制保障，从构筑管理体系到聚焦重
点领域，农业银行不断提升绿色金融
服务能力，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资金
支持，为实现“双碳”目标、共建美

丽中国贡献力量。截至 2022 年 6 月
末，农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 2.3万
亿元，累计发放符合人民银行要求的
碳减排贷款超600亿元，带动减少碳
排放约 1300 万吨；年内承销绿色债
券24期，募集资金299.5亿元。

引导企业从“衢融通”金融超市
发起线上申请，实地核实企业煤、
气、电等能耗数据，推送线上审查审
批……仅用了8小时，农行浙江衢州

分行就完成信贷审批，为江山市双氧
水有限公司创新发放了500万元的工
业“减碳贷”。

浙江衢州市创新建立工业企业碳
账户体系，对工业企业按照红、黄、
浅绿、深绿四色碳排放等级贴标，引
导金融机构提供差别化金融支持政
策。据介绍，农行衢州分行聚焦绿色
制造、清洁能源、碳减排技术等产
业，通过降低传统产业的准入门槛、

调整利率、提高审批额度等方式，支
持企业转型升级。

农业银行强化服务创新，积极搭
建绿色信贷产品序列。据农业银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农业银行已经构
建了涵盖绿色信贷、绿色投行、绿色
消费、碳金融、创新型业务等在内的
多层次、立体化业务体系。

在卓旺山矿山，废弃尾矿正逐渐
复绿。卓旺山矿山位于湖北红安县，生
态环境一度遭到严重破坏。2021 年，
湖北省正式实施绿色矿山建设三年行
动，对在采矿山、废弃矿山等分层分类
加快推进复绿。农业银行红安县支行
向负责该项目的金圆矿业有限公司发
放“生态修复贷”，两笔共计5000万元，
为生态修复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本报北京8月11日电（记者韩
鑫）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近日发布 7
月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
据显示，7 月份，中国中小企业发
展指数为 88.3。对样本企业开工率
的调查显示，开工率在 75%—100%
的企业占 43.70%，比上月上升 1.75
个百分点；开工率小于 75%的占
47.75% ， 比 上 月 下 降 2.60 个 百 分
点，企业复工达产保持向好态势。

分行业看，交通运输邮政仓储
业和批发零售业指数分别上升0.1点
和0.2点，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指数
持平。其中，建筑业、交通运输邮
政仓储业和批发零售业指数已连续
3个月上升。

从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来看，当
前中小企业运行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成本压力有所下降。随着国际

市场需求收缩，大宗商品价格高位
回落，原材料成本有所下降，但仍
处于高位。7 月份，成本指数为
113.2，比上月下降 0.5 点，降幅最
大。所调查的8个行业中，4个行业
的人工成本有所上升。

资金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央行加
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实施力度，
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
贷会贷长效机制，普惠小微贷款同比
明显增加。7月份，资金指数为100.8，
处于景气临界值100以上。

企业效益呈企稳迹象。由于能
源、金属等价格有所回调，成本上
升的势头有所缓解，企业盈利状况
呈止跌企稳迹象。7 月份，效益指
数为73.5，与上月持平。所调查的8
个行业中，4 个行业效益指数上
升、1个行业持平。

7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8.3

企业复工达产保持向好态势

农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2.3万亿元

金融服务助力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郁静娴

重庆市黔江区在公路两旁栽植枫树、银杏树、樱花、黄槐、栾树等
风景树，将乡村旅游路打造成生态路，带动沿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图
为8月11日，游客驾车行驶在黔江区的旅游路上。

杨 敏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