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8月， 总部位于深圳的
民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迎来第
5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比
亚迪的发展 ， 离不开深圳市场
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的
沃土。” 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
传福说。

被誉为 “创新之城 ” 的深
圳， 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唱
主角 。 数据显示 ， 上半年深圳
GDP同比增长6.3%， 其 中 民 营
经济占深圳GDP比重约六成，
是深圳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
量。

位于深圳市的卫光生物是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 “广东
省蛋白质 （多肽） 分离纯化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 等研发平
台。 “深圳是一片创新创业的热
土 ， 政府各方面的支持力度很
大。 深圳税务部门坚持送政策、
送服务上门， 及时辅导我们享受
留 抵 退 税 、 研 发 费 用 加 计 扣
除 等 政策 ， 并为企业量身定制
政策套餐， 第一时间辅导企业享
受税费红利。” 卫光生物董事长
张战说。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
税务局了解到， 深圳全市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超2.3万家 ， 国家
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443
家 ， 年平均研发经费3339.19万
元， 研发强度为7.63%， 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同时， 深圳每年近
2.2万户纳税人享受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

从企业 “不找市长找市场”，
到 政 府 “我 为 企 业 找 市 场 ” ，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 的认识
在深圳不断深化。 今年以来， 深
圳 政 府 部 门 积 极 支 持 民 营 企
业 “补链 ” 需求 ， 助推 “跨界 ”
供 给 ， 坚 定 发 展 预 期 ， 在 全
市 范 围内开展 “万名干部助企
行 ” “我为企业找市场 ” 等行
动。

在深圳市坪山区， 深圳市尚
水 智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深 圳
市 华 美兴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仅相距10分钟车程， 但彼此并无
业务往来。 坪山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 主 要 负 责 人 在 走 访 调 研 过
程 中 了解到 ， 尚水智能主营储
能产品、 华美兴泰从事智能装备
制 造 ， 双 方 不 乏 合 作 点 ， 随
即 主 动牵线搭桥 ， 让这两家企
业实现精准匹配， 达成亿元级合
作。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余锡权说， “我为企业找市场”
行动针对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
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 从强化
企业主体地位、 推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出发，
为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创造
新空间、 提供新平台、 打造新路
径。

8月中旬， 深圳市印发 《关
于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的
若干措施 》， 从放宽市场准入 、
保护合法权益、 清理拖欠企业账
款、 加强企业融资支持等方面，

提出20条精准有力举措， 助力民
营经济发展。

深圳去年已连续出台助企纾
困、 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联动生
产端促消费 、 工业稳增长提质
量 、 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等 5个
“30条” 系列政策， 为各类经营
主体减负1596亿元。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
长胡小剑说， 深圳市出台一系列
惠企政策， 加强服务民营企业。
目前， 深圳已逐步构建 “纵向到
底 、 横向到边 ” 的企业服务机
制， 一批惠企政策正稳步落地实
施。

多年来， 深圳坚持把营商环
境改革作为 “一号改革工程” 来
抓。 2019年， 深圳设立 “企业家
日”。 依托 “企业家日”， 深圳将
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参加的 “深
圳企业家座谈会” 作为一项固定
的制度安排， 打造高层次政企沟
通协商平台 ， 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

深圳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李勇
说 ， 深圳现有 近 240万 家 民 营
企业 ， 民营经济是深圳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基础 ， 是深 圳 加 快
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
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 大 都 市 的
重要力量 。 今年 ， 深圳计划出
台实施营商环境 6.0版改 革 政
策， 以各类经营主体需求为 导
向 ， 全面对照营商环境评价最
新标准推进新一轮改革。

据新华社

近期， 新华社 “新华视点”
记者全程参与了由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牵头组织的
2023年江源综合科考活动， 发现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青藏
高原腹地的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正
在发生一系列变化。

长江三源： 整体水质优
良， 向下游输送大量水资源

记者看到， 长江三源中， 正
源沱沱河水流湍急， 水色土黄；
南源当曲水量充沛， 河水清澈；
北源楚玛尔河河水偏红， 像是大
地的血脉 ， 在宽阔的河床中流
淌。

长江科学院水环境研究所副
所长赵良元介绍， 沱沱河以冰川
融水补给为主， 汛期沿途携带大
量泥沙 ， 较为浑浊 ； 当曲以降
水 、 冰雪融水及地下水补给为
主 ， 经过大面积的湿地调蓄过
滤， 河水清澈； 楚玛尔河流经含
铁丰富的岩层， 河水偏红。

“长江三源河水呈现不同特
征， 但水质整体优良。” 赵良元
说。

青海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 近年来， 长江源区水质一直
保持在Ⅰ类至Ⅱ类的优良状况。

长江源区河流不仅水质好，
而且水量大。 据青海省水利厅统
计， 2018年至2022年间， 长江从
青海出境输送到下游的年平均水
资源总量达259.95亿立方米。 按
照国家统计局2022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载 “我国人
均年用水量425立方米”， 输水量
相当于6100多万人一年的用水
量。

科考队员告诉记者， 长江源
区地处高寒自然环境， 径流水温
低、 流速大， 有机物、 营养盐等
污染物种类较少且浓度较低。

同时， 长江源区本身人类活
动强度低， 水环境质量受人类活
动影响程度低， 加上国家不断加
强这一地区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 带动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
强， 水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为长江源区以下的人们提供永
续、 清洁之水。

河流水系： 径流增加河
床摆动， 对路桥管线基础设
施安全带来挑战

在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处的囊
极巴陇， 像长发麻花辫一样的辫
状河道呈现在科考队员眼前 ，
河水宽浅游荡交织， 沙洲林立，
多汊并行， 河道最宽处超过3千
米。

像囊极巴陇一样， 沱沱河、
楚玛尔河下游、 当曲下游及其支
流布曲、 尕尔曲， 以及长江干流
通天河上游河段， 均以辫状河道
为主 ， 河水游荡在宽阔的河道
里。

“规模庞大的辫状水系， 是
长江源区河流的一个突出特点。”
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说。

据介绍， 在青藏高原上， 江
源河床下多是冻土， 河水很难向
下侵蚀。 加上两岸没有山体形成
自然约束， 也不像平原地区修建
堤防、 护岸等水利工程， 长江源
地区河流水量大、 水流快时， 河
道冲刷以横向变形为主， 因此河
床呈现千变万化的 “辫状 ” 形
态。

直门达水文站扼守长江源区
干流通天河出口。 据水利部发布
的2022年 《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直门达水文站记录过去近10年的
年平均径流量为167亿立方米 、
年输沙量为 1200万吨 ， 分别比
1967年至2000年的多年平均值高
出24.6%、 20%， 显示长江源区河
流整体径流量和含沙量呈现明显
增加态势。

不久前， 通天河直门达河段
还遭遇特大洪水， 部分道路受灾
水毁严重 ， 一些路段被交通管
制、 牧民被转移安置。

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副所
长周银军表示， 长江源区辫状河
道出现径流量和输沙量显著增加
时， 河流辫状强度与横向扩张持
续增强， 将对河床附近公路、 桥
梁、 输油和通信管线等基础设施
安全造成一定威胁。

高寒草地： 碧草如茵生
机盎然， 快速升温或引发草
地退化

记者行进在平均海拔超过
4500米的长江源区， 看到很多地
方植被茂盛， 碧草如茵， 牛羊成
群， 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高原
生态景观。

来自长江科学院的科考队员
任斐鹏博士告诉记者， 经现场调
查显示， 长江源区广泛分布的高
寒草甸植被以高原嵩草和矮嵩草
等抗寒、 耐旱的莎草科植物为优
势种， 植株通常比较矮小， 多低
于20厘米。

为适应高原低温、 干旱、 土
壤贫瘠以及大风等极端生存环
境， 不少长江源区植物呈现密集

排列和贴地生长的外貌特征， 犹
如 “抱团取暖”。 这种低矮的形
态特征不仅增强了植物对极端的
气候和养分条件的适应力， 而且
能够增强植物抗倒伏的能力。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 长江
源区近年来气温升高 ， 降水增
多。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 《2022年
全国生态气象公报》 显示， 包括
长江在内的三江源地区， 2000年
至2022年降水量平均每10年增加
30毫米， 年平均气温平均每10年
增加0.4摄氏度 。 这期间 ， 三江
源地区91.2%的区域植被生态质
量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 快速升温过程中
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变化引起了
科考队员的关注。 研究显示， 持
续升温突破 “临界点” 后， 或将
打破原有生态系统平衡， 导致植
被退化， 草地畜牧生产力下降，
也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任斐鹏和队友孙宝洋近年来
在长江源区持续开展 “高寒草甸
生态系统模拟增温实验 ”。 研究
发现， 当增温幅度达到或大于3
摄氏度时，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发
生明显变化。

“小幅度的增温， 明显促进
了植物生产力的提高。 但当升温
幅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 草地生
物多样性和物种密度发生了明显
变化。” 任斐鹏说， “未来还需
要进一步加强观测， 提高生态系
统退化风险早期预警能力”。

野生动物： 数量持续增
加，部分地区遭遇“人熊冲突”

海拔5200多米的岗加曲巴冰

川脚下， 科考队员刘晗蹚入冰川
融化的寒冷河水中采集水生生物
样本。 不一会儿， 他就收获了一
条体长5厘米左右的高原鳅样本。

近年来， 科考队员深入人迹
罕至的长江三源， 开启长江源鱼
类栖息地研究和保护， 逐步揭开
小头裸裂尻鱼等关键鱼种的越
冬、 繁殖机理， 在长江南源记录
到了第六种鱼类———斯氏高原
鳅。

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 不仅鱼类等水生物种数量明
显增加， 得益于政府和民间力量
守护， 以及一些牧民放下牧鞭成
为生态管护员， 雪豹、 藏羚羊、
野牦牛、 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
同样明显增加。

科考途中， 记者不时遇到藏
野驴悠然漫步 、 藏原羚追逐嬉
戏， 偶尔还能看到狼群围猎藏野
驴等生死对决场景。

长期从事三江源生态与高原
农牧业研究的专家赵新全介绍，
近年来， 青藏高原野生动物栖息
环境明显改善， 关键物种种群数
量与20年前相比增加2至3倍， 藏
羚羊由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增
至近7万只， 藏野驴恢复至3.6万
只。

记者了解到， 随着珍稀野生
动物保护力度加大， 部分地区棕
熊数量急剧增加。 一些偏远地区
出现棕熊闯入牧民家、 破坏牧民
财产的现象， 并对人身安全造成
很大威胁， 每年6月至8月是棕熊
肇事高发期。 专家和当地政府正
对存在的 “熊患” 问题开展深入
调查， 探索可行性解决之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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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给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带来系列变化

深圳多举措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8月30

日 ， 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 搭建
国 家 层 面 老 有 所 为 平 台 ， 挖
潜 退 休教师资源优势 ， 发挥其
有益补充、 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 学习型大国， 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表
示 ， 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
教育领域将迎来教师的退休高
峰。 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有力之举， 行动计划总结了 “中
小学银龄讲学计划” “高校银龄
教师支援西部计划 ” 的试点经
验 ， 明确提出经过三年左右时
间， 银龄教师服务各级各类教育
的工作体系基本健全， 开放灵活
的线上线下支教方式不断完善，
全国银龄教师队伍总量达12万人
左右。

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包含
五大行动， 包括： 银龄教师支持
普通高等教育行动聚焦服务国家
战略需求 ， 重点支持有发展潜
力、 有优势特色学科的普通高等
学校和民族地区新建或急需提升
发展水平的普通高等学校。 银龄
教师支持职业教育行动聚焦深化
产教融合， 重点支持具有地方产
业重大需求、 需进一步提升办学
条件的职业院校。 银龄教师支持
基础教育行动聚焦基础教育提质
扩优， 在现有中小学银龄讲学计
划基础上进行优化升级。 银龄教
师支持终身教育行动聚焦建强师
资队伍 ， 支持各级老年教育机
构、 社区教育机构、 开放教育机
构提升发展水平。 银龄教师支持
民办教育行动聚焦各级各类民办
学校发展， 重点支持急需高素质
教师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
职业院校。

三年后全国银龄教师总量达12万人左右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为弘
扬非遗传统文化 ， 建设美丽乡
村， 经过一年的研发设计， 民生
银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卡———
滑县非遗文化木版年画主题卡于
近日正式推出。

该卡首次采用民生银行定点
帮扶县———河南省滑县国家级非
遗木版年画为版面， 卡面以华夏
神农氏为主形象， 形象地描绘出

农耕文化和民族风情， 展现了中
华传统美术工艺， 是金融机构助
力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

该主 题 卡 采 用 3D打 印 等
多种现代工艺， 还原木版年画的
雕 刻 触 感 ， 将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技 艺完美融合 。 该卡还享受
中国银联乡村振兴主题卡专属权
益， 为持卡人提供不定期的优惠
活动。

民生银行推出滑县非遗文化木版年画主题信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