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3日上午到黑龍江省考察調研
，首站來到伊春市。習近平十分關心林區全面停止商業性採伐後的產業
轉型發展和職工就業安置情況。他深入上甘嶺林業局林區，實地察看天
然林保護情況；走進林場職工家庭，了解轉崗就業和生活狀況；來到伊
春生態經濟開發區和友好林業局藍莓產業園，了解接續產業發展情況。
他強調，林區轉型發展既要保護好生態，也要保障好民生。

據中通社報道：伊春是中國重點國有
林區，素有 「祖國林都」 「紅松故鄉」美
譽。習近平在考察中，詳細了解林區全面
停伐後的產業接續發展及保障職工就業情
況。他指出，林區轉型發展過程中要採取
措施，搞好幫扶、做好低保工作，確保林
業工人平穩轉型、生產生活有序過渡，同
時要積極培育林業工人掌握新本領、新技
能。 「只要勤勞肯幹，守着綠水青山一定
能收穫金山銀山」。

籲產業轉型注重多元化
在伊春考察調研時，習近平強調，生

態就是資源、生態就是生產力。中國生態
資源總體不佔優勢，對現有生態資源保護
具有戰略意義。伊春森林資源放在全國大
局中就凸顯了這種戰略性。如果僅僅靠山
吃山，很快就坐吃山空了。這裏的生態遭
到破壞，對國家全局會產生影響。國有重
點林區全面停止商業性採伐後，要按照綠
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
銀山的思路，摸索接續產業發展路子。

在伊春友好林業局萬畝藍莓產業園，
習近平走進種植大棚和種植園，詳細詢問
藍莓生長周期、澆灌方式、經濟效益等情
況。他說，發展藍莓產業，要高度重視研
究市場規律，充分調研國內外藍莓產業
發展現狀，防止在產業發展如火如荼時
市場趨於飽和，影響可持續發展。傳統林
業轉型方向主要集中在與農產品有關的產
業上，但要打開思路，不要單打一，注重

多元化。

讚農家菜「看着就好吃」
在上甘嶺林業局，習近平走進紅松林

深處，同正在巡山的護林員進行交流，了
解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他還來到伊春上
甘嶺林業局溪水經營所林場老職工劉養順
家，走進廚房掀起鍋蓋：紅燒魚、燉豆角
、貼餅子，農家飯菜飄香，總書記笑着說
「看着就好吃」。習近平又詢問老房子修

復、水電路改造等一家人的居住生活情況
，了解停伐後林業工人的收入渠道。習近
平表示，看到你們找到一些生產生活的出
路我很高興，大家還要自力更生，找到新
的門路，讓伊春老林區煥發青春活力。

【大公報訊】據新華網報道
：5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到黑龍江省考察調研，從
北京直飛素有 「祖國林都」 「
紅松故鄉」之稱的伊春市。伊
春位於黑龍江東北部，是全國

重點國有林區，林業施業面積
400萬公頃。2013年，在全國率先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採伐。

全面停伐後，黑龍江數萬名從事木材採運
貯等工作的林業職工面臨轉崗分流。他們重新
就業情況怎麼樣？現在生活得如何？總書記念
茲在茲。早在今年3月7日，習近平參加十二屆
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黑龍江代表團審議時，聽取
了伊春林區工人高永代表關於大小興安嶺停伐
轉型情況的發言。總書記關心當地林業工人由

木材採伐就地轉成生態保護工人的難度大不大
，比例有多高。

23日，習近平來到上甘嶺林業局溪水國家
森林公園，實地察看天然林保護情況。他走進
紅松林深處，同正在巡山的護林員進行交流，
了解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

護林員甄長龍曾幹過10多年的伐木工。他
認真回答總書記提出的問題，談了從伐木到護
林角色轉換的感受。總書記說，廣大林業職工
當年從事伐木，支援國家建設，為國家作出重
要貢獻。現在時代不同了，我們要對有限林業
資源實行保護。當年砍是必要的，現在護更是
必要。全面停伐後，林業職工工作生活情況我
很惦記。在過渡階段有不少困難，國家會繼續
給予扶持，通過發展接續產業，開闢更加美好
的前景。

建地下管廊消除馬路拉鏈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24日在武漢考察時強調，
要發展地下管廊，避免城市動輒 「開膛破
肚」，消除 「馬路拉鏈」。

24日上午，李克強來到武漢市中央商
務區地下綜合管廊施工現場，考察城市地
下綜合管廊規劃建設情況。該管廊是武漢
市第一個綜合管廊系統，採用地下綜合管
廊後，所有的管線擴容、維修及維護改造
均在管廊內進行，對路面沒有任何影響，
將有效消除 「馬路拉鏈」等城市通病。

在工程施工現場，李克強強調，要積
極有效拓展城市地下空間。他指出，我們
的城市地上空間高樓林立，發展勢頭很好
，但在地下空間利用的深度廣度上，與發
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

「地下空間不僅是城市的 『裏子』，
更是巨大潛在資源。你們要用好這一資源
，拓展新空間，再造新武漢。」李克強說。

李克強強調，要積極探索PPP模式，
通過完善回報機制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
地下管廊建設，有效避免城市路面動輒 「
開膛破肚」，消除 「馬路拉鏈」。發展地
下管廊是城市品質提升的重要舉措。功在
當代，利在千秋。

此前一天，李克強23日在武漢考察時
，還專程赴武漢鋼鐵（集團）公司（下稱
武鋼）考察企業結構調整和鋼鐵行業化解
過剩產能、脫困發展情況。 「武鋼要把化
解過剩產能作為一個重點來抓，要做成範
例！」李克強考察武鋼時重點強調。

在該公司設備老舊的煉鋼二分廠，隨
着壓減產能，煉鋼車間內的一台轉爐已停
產。據介紹，今年武鋼還將主動退出煉鋼
產能442萬噸。李克強強調，化解過剩產能

過程中，要保證企業多餘人員轉崗不下崗
、轉業不失業，確有困難的人員社保要兜
底。據中國政府網報道，對於債務問題，
李克強要求國家發改委專門派人到武鋼具
體研究，商量採用什麼方式降低槓桿率，
讓債務能夠有所緩解，降低企業財務成本。

「國企的根本出路在於改革！」李克
強強調，現在許多國企搞各種參股，大都
跟主業無關，層級多得有時連企業負責人
自己都說不清楚，要瘦身健體須首先剝離
非主業經營，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把主業
做深做精。李克強最後說，企業特別是央
企，要控制一般產能，不要一哄而上搞同
質化競爭。武鋼要幹別人幹不了的，這樣
才能把主業做深做精，才有核心競爭力。

昔日伐木工 今變護林員

考察龍省 強調生態就是生產力

習近平：林區轉型 民生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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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區轉型發展既要保護好
生態，也要保障好民生。

●生態就是資源，生態就是
生產力。

●傳統林業轉型要打開思路
，不要單打
一，注重
多元化。
（新華網）

林區停伐
護生態

半個多世紀前，由於生產
建設需要大量木材，大小興安嶺全面開發。黑龍江國有重
點林區累計生產木材6.5億立方米，為國家經濟建設作出了巨

大貢獻。可是一伐60年，森林質量嚴重下降，生態功能不斷弱化。
2014年，黑龍江省重點國有林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採伐。

從內地最北的大興安嶺古蓮林場，到小興安嶺南部的馬永順林場
……堆滿木材的貯木場，滿載原木呼嘯奔馳的森林小火車，從此走
進歷史。全面停伐以來，僅伊春市活立木總蓄積量就由2013年的
2.79億立方米增加到2015年的2.92億立方米，有林地面積從322.5萬

公頃增加到382.4萬公頃。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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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金句

▲5月23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黑龍江省伊春市考察調研。他來到伊春上甘嶺
林業局溪水經營所林場老職工劉養順家，讚農家飯菜 「看着就好吃」 新華視點

▲在上甘嶺林業局，
習近平走進紅松林深
處，同護林員進行交
流 新華視點

▲5月24日，李克強來到武漢CBD地下
綜合管廊施工現場，詳細了解工程建設
進展 中新社

▲24日，李克強（右）在貴陽出席大數據產業峰會並與產業巨頭座談 視頻截圖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24日下午在貴陽花溪迎賓
館同出席中國大數據產業峰會暨中國電子
商務創新發展峰會的國內外業界人士舉行
對話會。

來自業界的中外知名企業家、大數據
領域專家學者以及高校、研究機構、傳媒
界等代表100餘人出席。戴爾、思愛普、富
士康、騰訊、印度國家信息技術學院、中
國電子科技集團等企業和機構的負責人圍
繞 「以大數據引領創新驅動，推動實體經
濟轉型升級」的主題，分別就大數據產業
創新合作與可持續發展、先進智能製造、
人才和技能培養、分享經濟等作了發言。
李克強同他們深入互動交流。

李克強表示，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轉
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大數據、雲計算等前
沿技術和分享經濟的蓬勃發展，有利於發
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我們將推動大數
據、 「互聯網＋」等同製造業相融合，改
造和提升傳統產業，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
級，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強指出，中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
換，需要更多發揮人力資源優勢，大力提
倡工匠精神，培養大量既熟悉新經濟又掌
握傳統產業技能的人才，創造更多適應市
場和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推動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為不斷湧現的成長型企業創造
平等競爭的環境。對於新生事物要給予充
分的發展空間，同時做好監管和規範工作

，使其在公平競爭中不斷發展完善。

營造一視同仁營商環境
李克強強調，中國正在推進新一輪更

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我們注重保護知識產
權，尊重和保護商業秘密，加強網絡安全
，致力於為在國內註冊的內外資企業營造
一視同仁的營商環境。中國東西部發展還
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區蘊含巨大的發展潛
力和投資機遇。歡迎外國企業繼續在華拓
展業務，特別是到中西部地區投資興業，

共創共享發展機遇，更好實現互利共贏。
與會發言人表示，信息技術是全球經

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大數據、雲計算、移
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對傳統產業升級、
新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生活進步具有重要促
進作用。各方看好中國經濟的向好勢頭和
長期發展前景，願積極對接 「十三五」規
劃、中國製造2025、 「互聯網＋」等發展
戰略，深入參與中國特別是中西部地區
大數據產業發展合作，同中國市場共同成
長。

與中外信息產業巨頭對話

李克強：讓大數據培育經濟新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