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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党旗旗

断路断网不断精神
停水停电不停斗志

羊城晚报记者 高焓 通讯员 粤组

“富也广东，穷也广东。”作为
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广东也有

“偏科”的烦恼：城乡区域发展不平
衡不协调是广东的基本省情，也是
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

但这一现象正在改善。新中
国成立75年来，广东农业农村现代
化加快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广东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农民
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数据显示，
2023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5万元，比1949年增长451.2
倍，年均实际增长 5.9%；城乡收入

比为2.36，这也是继2020年首次降
到 2.5 以下之后，广东城乡收入比
首次降到2.4以下。

所谓城乡收入比，即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缩小城乡差
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其中最
重要的评判指标之一就是城乡收
入比。从2013年到2023年，广东城
乡收入比从2.67降到2.36。具体来
看，除了201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平外，其
余10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均跑赢了城镇居民。

这背后，是广东加快补齐城乡
区域发展不平衡短板、奏响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协奏曲”的不懈努力。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
围绕区域协调发展，广东先后提
出聚焦城乡融合发展的“粤东西
北地区振兴发展战略”和“一核一
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聚焦乡村振
兴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通过持续推进珠三角城市对
口帮扶苏区老区发展、粤东粤西粤
北地区基础设施联通及国家级贫困
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广东让城
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有效增
强了全省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如今，“百千万工程”加力提
速，县域城镇化试点稳步推进，全
省有17个区、2个县市、112个镇分

别上榜全国百强区、百强县、千强
镇。新一轮省内对口帮扶协作的
结对关系首次实现珠三角6市对全
省57个县（市）及粤东、粤西、粤北
市辖区全覆盖，更多珠三角地区产
业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转移，城乡
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

唱和如一，宫商协调。推动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
质量迈进，广东精心谋划了任务书
和时间表：到2025年，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到2027年，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展望2035
年，全省城乡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你听，一首首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协奏曲”，正在广东大地欢
快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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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协奏曲”广东再谱发展新篇章

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建交75周年
中俄关系正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俄建交75
周年。75年来，中俄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
程。如今，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2023
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这也意味着两国
领导人定下的“到 2024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超过
2000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对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切
尔诺乌索夫·亚历山大（以下简称“切尔诺乌索夫”）
进行了专访。他表示，今年俄中贸易将达到新的历
史最高水平。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切尔诺
乌索夫还特意用中文向中国人民送上祝福。

羊城晚报：今年是中俄建
交 75 周年。您如何评价当下
的中俄关系？在过去一年里，
中俄关系在哪些方面取得了
重要进展？

切尔诺乌索夫：今年是两
国 建 立 外 交 关 系 75 周 年 。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
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次日（1949 年 10 月
2 日），俄罗斯所合法继承的苏
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并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
关系的国家。

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并持续向前发展。当前俄中
关系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
针对第三方的性质，不受国际
风云变幻影响，基于两国和两
国人民广泛共同的根本利益。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为 中 俄 关 系 的 发 展 把 舵 领
航。今年 5月，普京就任新一
届俄罗斯联邦总统后，将中国
选定为首次国外访问地，这证
明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我们
很期待习近平主席今年来访
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

两国政府总理也保持积
极的交流。今年 8 月 20 日至
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
问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理米舒
斯京共同主持俄中政府总理
第二十九次定期会晤。

过去一年里，我注意到俄
中在区域间和城市间的合作
显著增长。让我特别高兴的
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地区代
表，包括州长，访问中国南方
各省份，并在各个领域建立联
系。可以说，我们的双边往来
保持着全年持续不断的发展，
而且比以前更加积极。

羊城晚报：去年中俄贸易
额 创 纪 录 达 到 2400 亿 美 元 。
在能源、农产品等传统合作领
域基础上，您认为未来两国有
望在哪些方面继续加强合作？

切尔诺乌索夫：俄中积极
协作、合作扩大的一个证明是
双边贸易的增长。去年俄中贸
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这意味
着两国领导人定下的“到2024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超过 2000
亿美元”的目标提前实现。

在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
压力下，俄中经贸合作仍然稳
步发展。今年 1 月至 8 月，两
国之间的贸易额与 2023 年同

期相比增长了近 2％。这表
明，今年年底，俄中贸易可以
达到新的历史最高水平。其
中，广东占俄中贸易总额的
8%以上，为双边贸易增长作
出重要贡献。

中俄能源合作已形成多层
次合作格局并具有战略性质。
目前，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石
油供应者。未来，随着“西伯利
亚力量”天然气管道（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全力运行和“远
东”管道投入运行，俄罗斯将成
为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

两国在能源贸易领域取
得了重大实际成果。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在
民用核能方面进行高科技协
作，在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
电站建造了俄罗斯设计的动
力机组。未来，两国在可再生
能源、氢能、储能等领域的合
作潜力巨大。

同时，俄中在一系列创新
行业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比
如在航空领域，建设国际月球
科研站等。我认为，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世界级物流中心
的背景下，两国在电子商务领
域的合作前景也很广阔，两国
企业应当在仓储、物流等领域
多多交流经验。

羊城晚报：今年是“中俄文化
年”的开启之年，9月13日至15日
举办的广东旅博会也设立了中俄
文化年特别展区。在您看来，中
国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为俄
罗斯游客提供了哪些便利？

切尔诺乌索夫：俄罗斯和中
国举行专题年已经成为一个良
好的传统。之前两国成功举行
了国家年、俄语和汉语年、科技
创新年、青年友好交流年、体育
交流年。两国领导人特别重视
文化交流，宣布2024-2025年为

“俄中文化年”。俄罗斯联邦政
府批准的“俄中文化年”活动形
式多样，在广东省安排了来自俄
罗斯的剧院、芭蕾舞团和歌舞团
的表演。我们希望在当地政府
的积极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俄罗
斯艺术团来到广州，让双方人民
进一步了解彼此丰富的文化和
传统，巩固友谊。

旅游业在加深两国睦邻友
好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海南省是最受俄罗斯公民欢迎
的旅游目的地之一。2023 年，

有超过1.6万名俄罗斯游客到访
海南；今年上半年有近5万名俄
罗斯游客到海南旅游。广州和
深圳的144小时免签入境政策，
海南的 30 天免签入境政策，以
及这些地方和俄罗斯的直飞航
班增加，众多举措让更多俄罗斯
人有机会到中国的南方城市享
受异国景色。

羊城晚报：对于想去俄罗斯
的中国游客，您有什么建议或推
荐的目的地？

切尔诺乌索夫：中国游客到
访俄罗斯，我首先推荐的是莫斯
科和圣彼得堡。当然，俄罗斯还
有很多美丽的地方，比如可以看
到北极光的北极地区、高加索地
区、阿尔泰地区以及堪察加半岛
的火山。此前在广州举行的广
东旅博会上，有圣彼得堡、摩尔
曼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地区的代
表参加，他们向广州市民和其他
展会参加者介绍了当地的旅游
和文化潜力。我们期待更多中
国游客来访俄罗斯，欢迎大家到
俄罗斯游玩。

羊城晚报：广东与俄罗斯在
青年交流方面有哪些亮点？

切尔诺乌索夫：我们留意
到，中国青年对俄罗斯高等教育
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俄罗斯青年
也向往到中国包括广东省接受高
等教育。目前，俄罗斯的文学、艺
术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尤其受
到中国学生的欢迎。俄罗斯学生
来到广东读书，大多数会选择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习汉语。

在两国元首支持下创建的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双方在
教育领域合作的旗舰项目，已经
成功运作 7年。目前，有 200多
名俄罗斯教师在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学工作，学校开设了文学、
生物学、化学、经济学、计算数学
和控制论、物理数学等 10 个学
院，有超过2500名学生，其中有
俄罗斯学生约250名。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不仅

是一个高素质人才的“熔炉”，更
是一个促进多层次合作、发展青
年交流的平台。今年春天，第
58届中学生门捷列夫国际奥林
匹克化学竞赛在该校举行，来自
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几十个国
家的中学生参加了竞赛。学生
们不仅学习了新知识，还交到了
新朋友。此外，今年 9 月 28 日
还在广东湛江举行了中俄武术
散打对抗赛。

羊城晚报：作为学习中文的
过来人，您对国际友人学习中文
有哪些建议？

切尔诺乌索夫：为了理解汉
语的特点，我认为有必要研究中
国的历史和文化。要学好汉语，
少不了每天勤奋地练习。俄中
往来不断深化，我相信，即使在
当下这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
时代，懂俄语和汉语的高素质人
才仍然会十分抢手。

中俄关系：区域间合作显著增长

贸易合作：期待与大湾区加深电子商务领域合作

文旅碰撞：更多俄罗斯人享受南国风情

教育交流：中俄双语人才十分抢手

汕尾市平东镇是著名的革
命老区“九龙峒”所在地，常住人
口约 1.2 万，经济发展以农业为
主，同时坐拥海丰古八景之一

“南门吊涧”、南门山森林公园、
海陆丰中心县委党训班旧址等
文旅资源。这个具有深厚革命
历史底蕴的地方，如今正以崭新
的面貌展现着现代特色产业的
活力。

在平东村委会新村公平水
库边，500亩咖啡树郁郁葱葱，咖
啡果挂满枝头，一片生机勃勃的
景象。这片咖啡林所在的地方，
在上个世纪 50年代还是一个普
通村落。如今，经过水库建设移
民、退桉还林等，这里不仅种上

了咖啡树，还配套种上了樟树、
沉香等林木及金钻凤梨、香水柠
檬、南华李、芒果等果树，形成了
特色种植产业。

“我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在汕
尾种出了咖啡豆。”项明祥于
2001年来到汕尾，一眼就相中了
平东镇的天气条 件和环境优
势。此后，他成为汕尾“新乡
贤”，走上创业之路。

咖 啡 幼 苗 的 成 长 并 非 易
事。项明祥经过深入研究发现，
咖啡树喜静风、高温，且生长季
需充足水分。为此，他尝试在咖
啡苗旁配套种香水柠檬、南华李
及芒果等果树。果树树木高大，
可削减风速提供静风环境，又可
为咖啡提供避荫环境，不仅提高
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和产值，

还丰富了农作物种类，增强了山
坡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经过多年的努力，项明祥成
功培育出阿拉比卡和瑰夏两种
优质咖啡豆。然而，由于平东镇
当时缺乏咖啡豆加工企业，咖啡
豆的销售成了难题。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平东镇政府给予大力
支持，帮助项明祥在咖啡种植基
地内开办咖啡研学工坊，并注册

“汕美湖畔咖啡”商标，通过互联
网等渠道扩大品牌影响力。

平东镇政府还以湖畔咖啡
为切入点抢抓机遇，探索“林下
经济”发展模式，并利用农用地
整理项目实施退桉 750亩，改造
种植咖啡等经济作物，年产值可
达 1500 万元。深受年轻人喜爱
的咖啡也成了平东镇吸引游客的

记忆点，当地在建设“知青记忆·
生态小镇”的过程中，特地将湖畔
咖啡种植基地与双墩村 10公里
田园观光路线结合，打造网红打
卡点。

在做好“店小二”式服务的
同时，平东镇积极鼓励农户开展
咖啡及凤梨种植，通过推动茅陂
村金钻凤梨“一村一品”产业化
发展，在湖畔咖啡种植基地内建
成了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此
外，平东镇还牵头推动该示范基
地新建冷库 400立方米，用于带
动农户凤梨产品冷藏保鲜；购置
热轴烘干机 2台，用于带动农户
凤梨产品烘干加工。

平东镇浓郁的咖啡香气与
金钻凤梨甜味，正慢慢传出汕
尾，飘向全国。

汕尾市平东镇：

革命老区飘出“咖啡香”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雨

广东拥有4000多公里漫长
的海岸线，丰富的海洋资源给
广东人带来各种美味海鲜，也
造就了广东全国领先的海洋渔
业规模。今年6月底，位于珠海
桂山蜘洲岛海域的“格盛 1号”
交付投产，这是广东又一座半
潜桁架式养殖平台，也被称为
海洋牧场。

海洋牧场养的是什么鱼？
怎么养？近日，来自利比里亚
的留学生 Jacob C Brown（中
文 名 ：王 伟 ）登 上“ 格 盛 1
号”，深度探访了现代化远海
养殖平台。

亲身体验海洋牧场

从珠海香洲港出发，经过
约 70分钟的水上航程，王伟终
于到达“格盛 1号”。养殖平台
运营负责人苏政带王伟参观了
整座海洋牧场。

“格盛1号”平台长86米、宽

32米、高16.5 米，工作吃水10.5
米，养殖水体 3万立方米以上。

“这里养的是什么鱼？”王伟问
道。“目前‘格盛1号’主要养殖章
红鱼和金鲳鱼。”苏政回答说。

看着网箱里游来游去的章
红鱼，王伟跃跃欲试，想尝试喂
养。海洋牧场的工作人员搬来
鱼食，王伟用铁锹将鱼食撒入网
箱。在一片哗啦啦的嘈杂声中，
鱼儿们立刻将食物横扫一空。

“这些鱼养得真好。海洋
牧场养鱼有什么优势？”王伟
问。苏政表示，海洋牧场是远
海养殖，相较近海或内陆鱼塘，
远海水质优良，特别是溶氧量
高，十分适宜章红鱼和金鲳鱼
的养殖。

作为广东最新的半潜桁架
式深远海养殖平台，“格盛1号”
是“澎湖号”（中国首座半潜式
波浪能养殖旅游平台）的升级
版，具有经济性高、养殖水体大
等特点，养殖容量相当于 2 个

“澎湖号”。同时，“格盛1号”配
备了绿色能源发电、网络通信、
饲料储存与冷藏、无人机无人船
自动投喂、环境监测、水下视频
监控等现代化渔业生产系统。
苏政指着通道上方的光伏板告
诉王伟：“这些光伏板每天可发
电 500 度，能够满足日常所需。
我们还配备了海水淡化机，为
工作人员提供日常用水。”

期待把技术引入非洲

目前，广东的现代化海洋

牧场建设初具规模，已累计建
成 重 力 式 深 水 网 箱 超 5000
个，下水投产 9 个大型桁架式
网箱养殖平台，其中就包括“格
盛1号”。

8月送来的章红鱼鱼苗，如
今一尾鱼已长到 4斤至 4.5 斤。

“到明年 3月，一尾鱼重量可达
7 斤至 10 斤，预估市场价每斤
五六十元。”苏政跟王伟算了一
笔经济账，“以平台一年最少
50 万斤鱼来算，高品质的鱼利
润每斤可达 20元，那么一年就
超千万元，不用几年就能收回
成本。”

在“格盛 1 号”的参观让王
伟感受颇深。“我感受到水产养
殖不容易，同时也发现高科技
与我们日常餐桌的距离并不遥
远。”他说，“中国有14亿人口，
要让这么多人吃得饱还要吃得
好非常不容易。现在，中国正
利 用 现 代 科 技 在 海 里 种‘ 粮
食’，向海洋要蛋白质。这也是
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王伟的祖国是西非国家利
比里亚，拥有 600 多公里海岸
线。他说：“如果把海洋牧场
引 入 非 洲 ，会 改 变 很 多 人 的
命运。”

实际上，中国多年来已经为
56个非洲国家培训了 3180 多
名 高 级 渔 业 技 术 和 管 理 人
才，并先后派出 40 多位专家
赴 10 多个非洲国家担任渔业
和 水 产 养 殖 方 面 的 专 家 顾
问，为当地水产养殖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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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小伙参观海洋牧场盛赞中国技术——

“若把这项技术引入非洲
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广东
援藏干部叶敏坚：

【画外音】

接 受 采 访
时 恰 逢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年，借此机
会，我祝愿中国
人民，特别是广
州 市 民 ，幸 福 、
平安。

脚踏泥泞、搬石开路，越过
泥石流、穿过蚂蟥区、跨过塌方
点……叶敏坚如今是佛山市商
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回想起在
墨脱援藏的3年，无论再难他都
和同事们一起“顶硬上”。

2019年 6月，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关键之年，叶敏坚作为第九
批援藏干部来到全国最后一个
通公路的县——墨脱。由于雪
崩、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墨脱扎
墨公路一度中断，作为墨脱县
委常务副书记的叶敏坚提出

“断路断网不断精神，停水停电
不停斗志”，成功推动一批立长
远、补短板、惠民生的重点援藏
项目建设。

产业升级
激活当地“造血”功能

叶 敏坚的进藏路 并不顺
利。他刚到墨脱时，正赶上当地
的雨季，路不好走。他曾在采访
中说，没想到交通保障会如此困
难，也意识到从这里走出一条致
富路，有多么不容易。风雨兼程，
他用一个多月走遍墨脱的七乡一
镇，且此后坚持每周下乡调研。

如何通过产业激发墨脱的
造血能力？叶敏坚根据墨脱的
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创新性提
出“三香一链”农旅融合发展思
路，希望通过打造雅江稻香、茶
香、果香旅游经济带和雅江特色
农业产品珍珠链，推动墨脱产业
提质升级。

在调研中，叶敏坚发现墨脱
特别适合种广东茶。于是，他以
广东茶园计划为抓手，引种凤凰
单丛茶 3500 亩，并引入广东龙
头企业进行加工，引进华南农业
大学在墨脱建立茶叶科研教学
基地、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提
高墨脱茶产品的附加值。

如今，茶产业已成为墨脱的
支柱产业。2021年，墨脱采摘茶
青 45.14 万斤，促进农牧民增收
1157 万元，实现户均增收 8287
元、人均增收1859元；茶园开发
区群众通过参与茶园建设实现劳
务增收1.6亿元，户均增收6.92万
余元、人均增收1.57万余元。

为拓宽墨脱农产品的销路，
叶敏坚主动争取广东省援藏工
作队和佛山市支持，在佛山市中
心开设广东省第一家“林芝源”
终端门店，积极促成墨脱县与佛
山中南农产品交易市场合作，并
组织企业赴广东参加展销会，帮
助墨脱茶叶、石锅、香橼等特色
农产品“走出去”。

在水产养殖方面，墨脱还填

补了西藏的产业空白。2020年
9月，在佛山援藏工作组牵线搭
桥下，广东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与
墨脱县政府签订水产养殖合作
框架协议，为墨脱免费提供标准
化技术支持及服务，帮助墨脱试
点工厂化水产养殖。2021 年 5
月，墨脱县工厂化水产养殖试点
项目投产；2023 年 4月，该水产
养殖基地二期项目建设完工并
投入使用。目前，基地鱼虾年产
量达 10 万斤，不仅让当地人就
近吃上新鲜鱼虾，更带动附近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民生提质
老人在“家门口”就医
“墨脱县地处偏远、交通不

便，雨季断路断网是常事，去林
芝市区就医十分困难。”如何提
升墨脱当地的医疗能力和水平，
是叶敏坚关心的大事。

为积极推动墨脱县人民医
院创“二甲”，墨脱县工作组累计
投入1100多万元提升医院软硬
件水平，并新建中医科、疼痛科、
病案室等科室，2020年7月顺利
通过林芝市组织的“创二甲”初
评。背崩乡卫生院异地重建项
目 2021 年底投入使用，有效加
强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对患有眼疾的白卓玛老人
来说，不必颠簸前往林芝就诊，
省了不少心。2019年，叶敏坚与
70岁的白卓玛结对帮扶。得知
白卓玛老人患有眼疾后，叶敏坚
安排援藏医生陪同老人到林芝
市人民医院找专家治疗。后来，
得益于墨脱当地医疗水平的提
升，老人的日常治疗与检查都可
就近完成。三年间，叶敏坚七次
翻山越岭登门看望老人，成为老
人最信任最感激的“广东亲戚”。

教育关系着墨脱的未来。
在援藏期间，叶敏坚选派 16 名
墨脱骨干教师到佛山名校跟岗
学习，邀请 20 多名佛山名师到
墨脱送教送学。推动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佛山大
学”）签订合作共建协议，建立佛
山高校对口帮扶墨脱长效机制。

援藏期间，叶敏坚曾患上急
性肺水肿，继发了高血压病，至
今他仍需长期服药控制血压。
但如今，看到墨脱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叶敏坚和
同事很欣慰。三年来，他荣获西
藏自治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西
藏自治区第九批援藏先进个人、
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优秀
共产党员，工作组成员先后多次
获得林芝与佛山的多项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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