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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过去咱是因海而生，现在要向海图强，做足海
文章。”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伟指着规
划展板兴奋地向记者描绘着企业未来三年的发展
蓝图。
　　早春时节，记者在大连登渔船、进企业、访盐场，
感受“北方明珠”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逐梦蓝海的澎
湃激情。

三产融合，做大做强蓝色产业链

　　大连复州湾，海盐田在晴空的映衬下色彩斑斓。
身处全国四大海盐场之一，大连盐化集团年产海盐
70万吨以上。除了制盐，这家企业还建设了海洋化
工生产基地、打造海盐文化主题公园，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打卡。“大海给了我们无限的发展空间。”刘德
伟说。
　　天正集团大黑石养殖基地内，竹荚鱼、红鳍东方

鲀、云纹石斑鱼等优质鱼类在一排排圆形养殖池中
欢快游弋。工人们正在投食，群鱼欢腾。“每年秋冬
季，我们把鱼从海洋牧场转移到陆地越冬，再过一
阵，它们就可以回到大海了。”集团副总经理刘圣聪
说。这家企业每年养殖各类海水鱼2000余吨，销往
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等海外市场。
　　北纬39度，独特的地理优势，产出的大连海鲜中
外驰名。2022年，大连海水养殖面积695万亩，实现海
水养殖产量208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766亿元。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总数达到28处，海水养殖规模、产
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大连瑞驰集团的产品研发实验室里，香气四溢。
研发人员正在研制各种海鲜预制菜；9万平方米的生
产车间内，身着无菌工作服的工人紧张忙碌。从烟

熏三文鱼到馋嘴烤鱼，从盐烤白虾到鲅鱼水饺，百余
种海鲜预制菜从这里“游”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并远
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2年大连海洋经济总产值达3800亿元，成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创新驱动，打造海洋装备制造集群

　　向海图强，离不开科技支撑。近年来，大连依托
创新驱动，推动海洋装备制造业集群式发展，促进相
关产业向中高端攀升。
　　LNG双燃料动力超大型原油船、智能大型特种
勘探船、300至400英尺自升式钻井平台、大型集装箱
船……大连拥有大连造船等三大船企，建有5个船舶
配套园区，基本形成了集船舶建造、修理及技术研发
等为一体的船舶工业集群。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的船舶和海洋工程产品先后研发成功。
　　黄海之上，300多座高约百米的“大风车”傲然耸
立，巨大的风电机组叶片不停转动。这是并网不久
的中国华能集团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址项目，也是
我国北方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预计年上
网电量可达17.3亿千瓦时。
　　在大连华锐重工铸业有限公司，一批海上风机
前机架铸件产品正在紧张加工，300件大型铸件产品
加工完成后，将通过海运出口法国。公司总经理孙
福俊说：“订单已排产到今年年底，需求出现井喷，我
们都在加班加点地干，今年预计出产高端铸件产品
11.5万吨，产值超14亿元。”
　　通过海洋科技有效带动，大连海洋产业结构正
在进一步优化。大连市科技局局长原驰说，大连将
聚焦海洋技术攻关和未来发展方向，建设高端海洋

科技创新平台，瞄准世界海洋科技前沿，形成一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领先的创新突破成果。

生态优先，守护和谐共生海洋家园

　　在黄海深处的大连市长海县，马达声中，渔民
驾着小船，带着记者驶向深海。黛蓝色的海面上，
浮筏和网箱一字排开，看不到边际。这些密布的
网箱是当地海洋牧场中的智能化深海鱼类生态养
殖网。
　　“海洋牧场避免了近海养殖对海洋生态的破坏，
我们发展海洋经济，首先要保护好海洋生态。”大连
市海洋发展局局长史明强说。
　　大连复州湾，海风阵阵，鸥鸟翔集。
　　岸边绿植和湿地面积不断扩大，多年不见的海
鸟也在这里安家筑巢，越冬觅食。每到周末，许多市
民带着孩子到这里享受滨海时光，很难想象这里曾
被大大小小的养殖圈池切分得支离破碎。
　　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蔡
洪春说，作为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开始，大连启动复州湾生态修复项目，共修复
岸线17.1公里，恢复滨海湿地414.2公顷。
　　目前，大连正深入打好渤海、黄海（大连段）综合
治理攻坚战，2023年底前完成789个入海排污口整治
工作，推动海洋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大连以港立市、因海兴市。未来，大连将立足
现有海洋产业分布，推进定位清晰、优势互补、各具
特色的海洋经济功能区建设， 推动形成‘核心引
领、特色集聚、协同联动’的空间格局，引导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大连市委主要负责人说。
          （新华社大连2月23日电）

　　正月已过，朔风的寒意尚未
退去，连日来的大雪将重庆市城
口县高楠镇的茫茫林海染白。

“雪还在下，地面结冰可不好
办。”给轮胎装上厚实的钢链，高
楠镇方斗村村民李俊开着皮卡
车向他的家驶去。
　　绕过重重弯路，汽车攀爬上
山顶，已到海拔1900米左右。再
往低处走，一块宽阔的坪坝映入
眼帘。数十座石墙瓦板房散落
于河谷，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古
朴而静穆。
　　“这里四周山高，坝底平阔，
形状就像装粮食的斗，所以村子
取名叫‘方斗村’。”李俊说，方斗
村深藏大山，在通往镇上的公路
修通前，村民们自建垛木房和瓦
板房，熏制老腊肉、酿造蜂蜜酒，
过着相对闭塞的生活。
　　不一会儿，70岁的老支书谢
家恩来串门。在村里当了20多
年村支部书记，谈起以前的方斗
村，他举目凝神，望向窗外。
　　“小时候，冬天走路都是光
着脚板，直到起了厚茧，石子都
刺不破。”谢家恩说，20世纪60年
代方斗村开荒种玉米，由于土地
肥力不足，整片整片地绝收，为
了填饱肚子，村里的青壮年不得
不去县城背粮食回来。
　　过去，由于村子没有通往镇上的公路，运送物资都靠村民
肩挑背扛。2006年，高楠镇政府出资修路，谢家恩记得，通车那
天镇上来了十几辆车，村里鞭炮连天，大家都特别高兴。
　　“以前，很多人活到七八十岁，也没有踏出过村子一步，
更不知道汽车长什么样。”谢家恩说，现在村里有30多辆车，开
车去镇上只需要半小时，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和电，日子越
过越美了。
　　火塘烧得正旺，李俊忙完手头上的活，也坐下来烤火。“我
原来在深圳开理发店，前几年发现村里变化很大，返乡经营起
农家乐。”李俊说，去年夏天，最高峰时每天接到20多个电话，最
远的客人来自天津，后来实在接待不下，就把客人带去其他农
家乐，很快全村都满客了。
　　冬天是旅游淡季，李俊卖起了腊肉、岩耳、野生天麻等山
货。他告诉记者，去年经营农家乐和销售山货一共收入15万
元，今年准备新修一栋瓦板房，增加餐饮和民宿接待能力。
　　如今，方斗村走上乡村振兴之路，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
鼓。谢家恩说，村里有7家挂牌经营的农家乐，建起20多亩高山
反季蔬菜大棚，还种了不少中药材，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
农业，去年全村人均增收1万多元。
　　高楠镇党委书记郭孝军介绍，方斗村因保存完好的特色民
居和传统农耕文化，被称为“大巴山最后的原始村落”，2016年
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他说，下一步将着力改善基
础设施，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同时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暮色降临，村子里升起袅袅炊烟，细密的雪花缓缓飘落，李
俊和父亲忙着把自家腊肉装上皮卡车，他要赶在快递站关门
前，把近400斤老腊肉打包发货。
              （新华社重庆2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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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图强”：

辽宁大连着力做好海洋经济文章
新华社记者 曹智 蔡拥军 孙仁斌

　　昆明滇池畔，鸥戏长堤，云南省体育产业大会正在
进行。在“户外运动展区”，“冰雪运动”版块吸引了不
少游客驻足。郭坚强一边摆放着雪镜，一边跟记者畅
聊大海草山国际滑雪场从2018年运营至今的变化。
　　“去年的北京冬奥会，就像一根火柴，彻底点燃了
云南人的滑雪热，像来自西双版纳、德宏等热地方的游
客，为了来我们这里雪场，第一次买了羽绒服。”作为滑
雪场市场部经理的郭坚强感触颇深。
　　这座位于云南会泽县、占地5500亩的滑雪场，因雪
期长、雪质好、规模大，成为云南人冬季旅游新目的地。
　　从开始的门可罗雀，到如今的天天爆满；从第一次
摸雪，到来滑雪过年；从扎堆初级道，到驰骋高级
道……“这几年，云南确实出现了不少本地滑雪发烧
友。”郭坚强感慨道。
　　这个雪季，大海草山已接待游客6万人次，春节更
是日均超过5000人。“云南人对滑雪的热情太高涨了，
毕竟雪少。”郭坚强说。
　　雪道最能看出今昔变化。郭坚强举例说，“刚对外
营业时，雪友们多集中在140米长、坡度为12度的初级
道上。如今，初、中、高级道上全是人。”
　　教练最能反映滑雪热情。“过去我们的教练只有东
北人，如今80多位教练有60位是云南本地人，春节期
间，他们每天都要上十多堂课，从山上下来累得饭都不
想吃。”
　　冬天滑雪、夏天滑草，发展生态旅游，实现四季运

营是大海草山的目标。“我们才刚刚尝到冰雪产业的
甜。”郭坚强说。
　　在大海草山展台旁，是昆明第一家室内专业滑雪
场“热雪奇迹”的展区。那里，正在展出各种单板装备。
　　对于冬天很少看见雪的昆明人来说，室内滑雪场
是个好去处。
　　2021年，于洁从北方来到昆明，负责“昆明热雪奇
迹”的市场营销。刚来时，这个室内滑雪场每天游客只
有少量滑雪爱好者。“这些雪友都是东北人，长期住在
昆明。”
　　如何吸引本地人参与，成了于洁和同事们需要思
考的问题。很快，她们选择了齐头并进两条路——— 推
进滑雪进校园、带动民众来滑雪。
　　通过筹建滑雪竞技校队、打造校园冰雪联赛、开展
雪地校园运动会，“热雪奇迹”很快吸引到了学生群体。
通过发放免费体验券、召开雪地运动会、创办群众冰雪
赛，“热雪奇迹”很快掀起了大众滑雪热。
　　“从客流初期日均不到200人，到如今周末1000多
人，昆明的滑雪人口真的在增长。”于洁欣喜地说，特别
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客流增长了30%。
　　运营至今，“昆明热雪奇迹”已接待了雪友45万人
次，在带动云南冰雪运动普及的同时，亦丰富了云南旅
游市场。“对省内游客而言，不出省就能滑雪；对省外游
客而言，昆明四季如春，还有全季冰雪运动，可以体验
四季畅滑。”于洁说。  （新华社昆明2月23日电）

强信心·开新局

云南也可以四季滑雪了！
——— 雪场从业者眼中的“冰雪热”

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记者 高蕾）记者23
日从中国残联获悉，中国残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
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单
独考试招收残疾考生工作。通知指出，残疾考生单考
单招考试时间原则上安排在每年4至5月期间进行，且
不得与各省（区、市）高考相关考试工作安排冲突。
　　通知要求，各相关高校要在当地省级残联和教
育行政部门、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的指导下，结合本校

实际，科学规范制定残疾考生单考单招考试招生工
作方案，包括报名条件、招生专业、考试科目、考试时
间、考试地点、考试方式和相关要求等，报学校所在
地省级残联、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严禁随意减少考试科目、缩短考试时间、改变考试形
式等违反规定行为。
　　通知强调，各相关高校要参照国家教育考试安
全保密工作规定和有关管理要求，进一步细化完善

安全保密、命题制卷、考试组织、阅卷评分、监督管理
等各环节、全流程管理，确保试题试卷绝对安全、考
试组织严格规范。要结合残疾考生实际，积极为各
类残疾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残疾考生单考单招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
已帮助2万余名残疾人通过单独考试接受高等教育。
这一制度在保障残疾人教育权利、提高残疾人受教
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残疾考生单考单招考试原则上将在每年4至5月期间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