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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十几年前，当听说要在库布其种树时，感觉就是

异想天开；十几年过去后，看到沙地里的绿色多了、气

候好了，才发现库布其沙漠真的变了。原来一年下不

了几滴雨，现在能下十几场雨。”在库布其沙漠种了十

几年树的村民张喜旺说，过去他靠着十几亩薄田，每年

纯收入一两千元，而现在他靠种树、打工，一年收入可

以达到六七万，生活越来越好了。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是我国第七大沙漠，京津冀三

大风沙源之一。近 30年来，经过多方共同努力，为 6000

多平方公里沙漠披上了绿衣。从中探索出的“库布其

模式”，实现了生态、产业、民生共赢，成为世界治沙舞

台的中国名片，对加快我国荒漠化治理，实现绿色发展

中国梦，具有示范和推广意义。

记者采访时发现，经过治理后的库布其沙漠生态

状况已经明显改善，1.86 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上已有

1／3披上了绿装，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

沙尘暴次数明显减少，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剩余荒漠

化面积已被有效控制。

而治理过程中实践出的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产

业化拉动、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的“生态、产业、民生”共

赢模式，被称为“库布其模式”，其从“输血”到“造血”的

机制，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

“沙漠治理不能急功近利，持之以恒很重要，要做

好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准备。”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

说，库布其模式的核心在于创新和产业化，创新是灵

魂，多年来，亿利集团不仅吸纳了最先进的技术，还进

行体制机制创新，找到“生态、产业、民生”的利益平衡

点，让产业化治沙的模式可持续、可推广。

国家林业局数据显示，治理后的库布其沙漠沙尘

天气减少 95％，生物种类增长近 10倍，年降雨量由治理

前不足 70 毫米增长到 300 多毫米，沙丘高度整体下降

了 50％。沙漠中药、生物肥料、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等

产业不断壮大，10多万沙区群众从中获益，人均年收入

由过去不足 2000 元增长到近 1 万多元，部分甚至达到

30000多元。

库布其只是我国推进沙漠治理、实现绿色发展版

图的一隅。

在北京，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和平原造林工程推

进，近 5 年来，北京市沙化土地面积减少了 37.26 万亩，

全市境内沙化土地基本被绿荫覆盖，累计实施造林营

林 690多万亩。

在内蒙古，过去 5 年共治理 4300 多万亩沙化土地，

目前近 8000万亩农田、1.5亿亩基本草牧场受到林网的

保护，另有 2.6 亿亩风沙危害面积和 1.5 亿亩水土流失

面积得到初步治理，每年入黄河泥沙减少 1.1亿吨。

在广东，“十二五”以来，已初步治理 150 万亩沙化

土地，占沙化土地总面积的 90.7％。此外，还完成沿海

沙区防护林人工造林 66.27 万亩，封山育林 119.42 万

亩，森林碳汇重点生态工程人工造林 52万亩，沿海生态

景观林带 1121公里。

在青海，得益于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

工程，过去 5年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5.4万公顷，年均减少

1.1万公顷。

在 新 疆 ，每 年 综 合 治 理 沙 化 土 地 面 积 超 过 690

万亩。

……

多年来，国家不断加力生态建设，“三北”防护林、

国家退化林改造、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沙漠治理

和生态经济示范工程，在通往绿色中国梦的道路上砥

砺前行。

内蒙古林业科学院原副院长姚洪林表示，沙漠治

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保护的重中

之重。这对于守住耕地红线，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国

家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建设绿水青

山，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举措。

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多年来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让绿色中国梦渐趋渐近。过去 5 年来，我

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000 万公顷，实现了沙

化面积和沙化程度的“双减少”，极大地改善了生态和

民生，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而新的生态建设任务为绿色中国快马加鞭。

2013 年，为期十年、总投资近 878 亿元的京津风沙

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开始实施，并将范围扩展至 6个省

市地区。同年启动的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助试点，由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6亿元，在内蒙古、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 7 个省区 53 个县开展沙化土地封禁

保护试点。

2015 年 4月 25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50％以

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国家林业局治沙办国际处处长贾晓霞认为，绿色

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修复退化土地是补赤字，

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绿色

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形成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共同

参与的绿色发展。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27日电）

库布其模式引领绿色中国梦
——我国不断创新沙漠治理机制取得显著成效

新华社记者 王 龙

科技日报南宁7月27日电（记者

江东洲）GDP增长8％；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月上扬；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增长 17.8％，高于规模以上

工业增速9.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

自 2003 年以来首次快于二产……记

者从 27日召开的广西全区年中工作

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面对新世纪以

来最难经济开局，广西在科学研判的

基础上坚持精准发力、综合施策，有效

遏制了经济下滑势头，经济运行出现

稳中向好趋势，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不

断加速，深化改革带来的动力活力也

持续释放。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

自治区主席陈武出席会议并讲话。

精准施策形势向好。面对异常严

峻的经济形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政府“快、准、实”精准施策稳增长。在

去年出台稳增长“38条”的基础上，今年

4月及时召开稳增长工作会议，精准出

台“48条”措施，各级各部门迅速贯彻并

狠抓落实，政策效应逐步显现。结构优

化质量提高。在保持稳增长底线的同

时，广西强化投资有效性、推动现代服

务业发展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9％，自2003年以来首次快于二产，

三次产业结构继续优化。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增长17.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增速9.7个百分点。深化改革带来持续

动力。广西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

要活力，持续推进行政体制、财税体制、

金融服务等各领域改革，为经济增长和

转型升级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会议提出，下半年，广西将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进一步推出增

投资、促消费、强融资、畅物流、降电

价、减负担等实招硬招，努力保持经

济发展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着重

要千方百计增投资促消费扩出口，让

“三驾马车”协同发力；下真功夫硬功夫转方式调结构促

升级，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以促进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为主战场，加大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持续深

入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活力；坚决打好

扶贫开发攻坚战，努力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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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7日电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标识。

该标识以数字“70”符号，时间“1945－2015”，和

平 鸽 ，组 成“V”字 的 长 城 图 案 为 设 计 元 素 。 数 字

“70”与时间“1945－2015”共同组成的标志性符号，

衬以长城图案组成展现胜利的“V”字，体现对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庆祝，亦

代表中华民族组成的钢铁长城，共同抗敌。图案上

方为五只象征和平与希望的和平鸽由远及近展翅飞

翔，表现对历史的纪念、对和平的向往，也象征五大

洲人民团结一心，在血与火的洗礼后重生，携手前

行，共创美好未来。飞翔的和平鸽也表达了全国各

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承载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使命飞向未来。

该标识将广泛用于各地各部门举办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的环

境布置和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用品的制作。

国新办发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

该标识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的唯一指定标识。

一、使用范围
该标识用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及其他有关活动。

1.用于纪念活动环境布置和请柬、证件、须知、签

到簿等用品的制作。

2.用于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的背景板、标牌、彩

旗、遮阳伞、遮阳帽、手提袋、文化衫等的制作。

3.用于新闻报道专题专栏、专题网页和宣传品、宣

传折页、宣传标语、公益广告、招贴画等的制作。

二、制作样式
各地各部门本着形式多样、方便佩戴的原则，制作

纪念活动标识即时贴、胸牌、臂章等，供群众佩戴留念。

三、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纪念活动标识应当严肃、庄重，不得任意修

改、变形或变色，不能因放大或缩小破坏纪念活动标识

的完整性。

2.纪念活动标识不得用于制作商标或其他任何商

业性用途；以纪念活动标识为元素制作的用品，不得作

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3.纪 念 活 动 标 识 不 得 用 于 私 人 庆 典 和 吊 唁 活

动。

4.以纪念活动标识为元素制作的用品，需与纪念

活动主题密切相关，不得乱用、滥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5年 7月 27日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使用说明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7日电 （记

者瞿剑）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在 27

日召开的上半年全国能源形势发布

会上表示，在新常态下，国家积极主

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国民经济在二

季度出现了积极变化，能源领域一些

数据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些变化；一些

能耗低、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能源消

费较快增长，新的能源消费热点和亮

点不断涌现。

刘琦介绍，能源消费新亮点主要

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清洁能源比重

进一步提高。上半年全国非化石能源

发电量同比增长16.0%，非化石能源发

电量约占全国发电量的22.9%，比去年

同期提高 3.0个百分点。二、用电增长

动力从二产向三产转变的趋势更加明

显。上半年，二产用电量约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 72.3%，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

点。三产用电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2.8%，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点。上半

年 1.3%的全社会用电增速中，三产上

拉了 1.0 个百分点，居民上拉了 0.6 个

百分点，而二产下拉了 0.3 个百分点，

三产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3%。三、高端装备制造业和轻工业

带动制造业用电回升。上半年制造业

用电累计同比增长 0.1%，增速较 1—5

月提高 0.2 个百分点。制造业中的交

通运输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和轻工业

中的医药、工艺品、食品及纺织业 5个

行业，以占全社会 10.4%的用电量，合

计上拉用电增速 0.5个百分点，对全社

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8.1%。四、

实体经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向

好。上半年国网经营区大工业用户业

扩报装申请新增容量累计同比增长

2.3%，增速较 1—5 月提高 4.6 个百分

点，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首次实现正增

长。大工业用电需求预期持续好转，显示实体经济对未

来经济增长的信心增强。

刘琦预计,下半年能源需求较上半年将有所回升，

全年能源消费将保持中低速增长，能源供需仍将延续

总体宽松的格局。预计全年用电量将达 5.7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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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日，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节节攀升，“热
情”高涨。中央气象台27日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
色预警：预计28日白天，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甘
肃中西部、陕西关中、四川东部、重庆、华北南部、
黄淮西部、江淮、江汉、江南中东部等地有 35℃以
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局地可达37—39℃。图为7月
27日，江苏连云港赣榆区街头，人们做好防晒措施
在高温中出行。 新华社发（司伟摄）

（上接第一版）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机遇挑战并存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攻关和产业应用虽然起步较

晚，但发展势头良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字识别、

语音识别、中文信息处理、智能监控、生物特征识别、工

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智能科技成果已进入广泛的

实际应用。

2014 年，我国市场的工业机器人销量猛增 54％，

达到 5.6 万台。2014 年我国智能语音交互产业规模

达到 100 亿元；指纹、人脸、虹膜识别等产业规模达

100 亿元。同时，我国已经拥有一支人工智能研发队

伍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设施齐全的研发机构，研发

产出数量和质量也有了很大提升。很多企业也积极

布局，如百度的“百度大脑”计划、科大讯飞“超脑计

划”等。

一些与会专家表示，尽管我国在一些人工智能关

键技术尤其是核心算法方面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但

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

差距。比如高精尖零部件、技术工业、工业设计、大型

智能系统、大规模应用系统以及基础平台等。

同时我国人工智能的整体应用水平还相对较低。

以机器人为例，2014年我国销售的 5.6万台机器人只有

1.6万台来自本土供应商，并且大部分是低端机器人，其

他则来自海外供应商。并且我国“机器人密度”仅为德

国日本等国的十分之一。

“智能+X”或将成为创新时尚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蓬勃发展，已成为诸多

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创业投资的热门方向。谷

歌、IBM 等国际巨头纷纷抢滩布局人工智能产业链，力

图掌握人工智能时代的主动权。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对传统行业产生重大颠

覆性影响，‘智能+X’将成为创新时尚。人工智能将在

国防、医疗、工业、农业、金融、商业、教育、公共安全等

领域取得广泛应用，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引发产

业结构的深刻变革。”谭铁牛说。

“近几年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呈现爆发式的增

长趋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院士表示，

“‘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等对人工智能技术提

出了重大需求，发展智能产业和智慧经济需要人工智

能技术的持续创新。”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际巨头在人工智能技术上还没有

完全形成垄断。我国完全有可能利用市场需求优势、用户数

据优势等，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掌握主动权。

专家同时指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还面临着

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数据共享等

挑战。应对人工智能的市场准入方面建立更加宽松的

政策环境，不断提升信息化水平以支撑智能化发展，引

进培养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同时对人工智

能技术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也应加强研究，建立健全

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上接第一版）
据介绍，作为首个在华落户的国际农业研究机构，

建成后的亚太中心将集成中国和国际马铃薯中心的科

技、人才、资源、网络、信息等优势，打造一个拥有国际

先进设施和人才的区域性自主创新平台，进一步提升

我国马铃薯产业研发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及

亚太地区马铃薯产业健康、均衡发展。

“借力亚太中心的落户，延庆将重点在种薯研发、

产品交易、举办会展和人才培训方面进行谋划和发展，

健全马铃薯种薯多元化体系，打造一个集绿色生态、产

业研发、科技创新于一体的马铃薯‘种源之都’。”延庆

县政协副主席陈合安告诉记者。

“有好的品种，我们可以率先拿来繁育推广；研究

人才的集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近

水楼台先得月”的李延明和希森公司也对这个“国际范

儿”的邻居充满了期待。

京冀携手：“互联网+”激活全产业链

“来延庆吃顿土豆宴吧……”

这样的邀约其实并不遥远。7月 20日，延庆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祁金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马铃薯大

会期间，将专门设置“马铃薯主食厨房”，设立现场演示

区、互动品尝区、科普展示区 3个区域，制作展示烘焙食

品、蒸制面食、健康饮品等 6 大类、100 多个品种的马铃

薯主食产品，让参会代表、社会大众零距离体验互动。

“你可能会吃到土豆寿司、土豆曲奇、土豆面包，没

准儿还有土豆豆浆、土豆冰淇淋……”指着一张张色香

味俱全的图片，李延明为记者提前“揭秘”了希森公司

为此次“薯业盛会”主食厨房准备的食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色香味美的马铃薯主食，种子

和加工制作来源于延庆，生产种植却很可能是在张家口。

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延庆和张

家口此次一同承办了世界马铃薯大会。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山水相连，两地有着良好的

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家

口地区的马铃薯种植、加工是产业发展之基，延庆的微

型种薯研发、新品种繁育是产业腾飞之翼。”延庆县委

书记李志军如是分析。

在他看来，多年来逐渐形成“要打破一亩三分地”

的共识，正为两地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协同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会议期间，延庆和张家口还将签

定《马铃薯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马铃薯品种选

育推广、科技协作攻关、人才交流培训、产业协同发展、

创新合作模式等方面进行合作。

不容忽视的是，尽管跨地域的研发与生产链条正

日益紧密，由于缺乏相应的价格保护机制，各地频频发

生的马铃薯滞销事件却常让人心寒。

“互联网+”的时代热潮下，如何让从种植到收获，

从市场到餐桌的产业链条更加有序更加科学？

此次世界马铃薯大会期间，也将给出全新的答

案——

由北京恒德嘉汇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马铃薯

交易中心将落户延庆，搭建集信息服务、交易定价、物

流配送为一体的产业互联网服务平台，力图通过专业

化服务，吸引各类主体参与到马铃薯产业发展中来，服

务马铃薯全产业链。

“ 别 拿 土 豆 不 当 干 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