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郭濤 兩會報道）現代化產業體系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

基礎，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位於古絲綢之路的鎖匙之地和黃金路段的甘肅，擁有豐富的風能和太陽能資源，近年

來，甘肅省「追光」「乘風」「逐綠」，立足豐富的清潔能源資源，大力發展新能源產

業，深度融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和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跑出發展「加速度」。

「2,500萬隴原兒女正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滿懷豪情、信心百倍地苦幹實

幹。」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委書記胡昌升表示，甘肅將以更大勇氣和

決心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構建具有甘肅特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努力成為西部地區高質

量發展的「排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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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內陸黃河上游的甘肅，橫跨黃土高原、青
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在很多人的傳統印象

裏，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長期落後於東南部地
區，然而在剛剛過去的2024年，甘肅省卻出乎意
料地交上了一份讓人驚訝的成績單。「2024年，
甘肅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5.8%、增速居全國第3
位，有8項主要經濟指標增速排名全國前3位。」
在胡昌升看來，這既是甘肅多年來一步一個腳印
奮鬥而成的結果，也為未來加快高質量發展注入
強大動能。

風能太陽能開發量居全國前列
「甘肅地域遼闊，自然風光優美，黃土高原、廣

袤草原、茫茫戈壁、潔白冰川構成了一幅雄渾壯麗
的畫卷，宛若一柄玉如意。」全國人大代表、甘肅
省省長任振鶴兩會期間接受中外媒體採訪時表示，
「玉如意」既是甘肅的地理形態，也是甘肅的形象
內涵，更是甘肅的財富之源。據悉，甘肅目前發現
各類礦產190多種，鎳、鈷、鉑等14種礦產儲量居
全國首位，風能、太陽能技術可開發量分別居全國

第4、第5位，花牛蘋果、馬鈴薯、中藥材、玉
米、蔬菜等作物種植面積和產量均居全國前列，甘
肅還是全國知名的當歸之鄉、黃芪之鄉、黨參之
鄉。

挖掘優勢深度融入新發展格局
豐富的自然資源，再加上2024年的亮麗成績，

以及「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等國家政策疊
加，也讓很多人對2025年甘肅的發展充滿期待。
「甘肅經濟體量較小，與東中部省份還有很大差
距。」雖然對差距有着清醒的認識，但胡昌升和
任振鶴卻表示有信心和底氣把國家所需與甘肅所
能結合起來，在全國大局中把握發展的功能定
位，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挖掘和放大自身資源
優勢，深度融入新發展格局和全國統一大市場。

打造全國區域性現代製造業基地
據介紹，下一步甘肅省將更好地發揮礦產資源

優勢，把能找的找出來，把找到的用起來，促進
石化冶金等產業向前走一步、向深延一層，打造

全國區域性現代製造業基地，重振老工業基地雄
風。此外，還將更好地發揮風光資源優勢，以河
西走廊為重點區域，大力發展風電、光伏、儲
能，加快建設特高壓外送通道，建設全國重要的
新能源及新能源裝備製造基地，把隴原綠電送到
大江南北。此外，圍繞特色資源優勢，甘肅將做
好「土特產」文章，推動「牛羊菜果薯藥糧種」
全產業鏈發展，真正把「土疙瘩」變成「金蛋
蛋」，加快全國現代寒旱特色農業先行基地建
設，推動農業增效益、農民增收入、農村增活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兩會報道）
「如今在三江源，像這樣的『生命鳥巢』有
5,000 多個。」3月6日上午， 十四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青海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活動，
全國人大代表、青海省委書記吳曉軍在回答
中外媒體提問時，用一組動物種群數量持續
增長的詳實數據，展示了三江源生物多樣性
日益豐富、生態環境保持持續向好的態勢。
吳曉軍指出，從防鳥驅鳥，到愛鳥護鳥，
「生命鳥巢」是青海生態保護和生物多樣性
保護的一個縮影。 三江之源、中華水塔是青
海的，更是全國的、世界的，青海將堅決扛
起使命責任，守護好這裏的生靈草木、萬水
千山，夯實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基石。

鳥兒住進了精緻「裝修房」
三江源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
河、瀾滄江的發源地。三大江河起源於同一
區域的地理奇觀，在這裏向世人驚艷呈現。
作為中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高原生物種
質資源庫，其保護價值對全國乃至全球都意
義重大。
「『生命鳥巢』起源於青海三江源。」據
吳曉軍介紹，鳥兒喜歡在樹上築巢，雖然三
江源有廣闊的草原，但因為高寒缺氧很難長
出樹木，特別是大樹不多。這裏生活的約300
種鳥類，經常在電線杆上、電網鐵塔上停
歇、棲息，極易造成電擊傷亡，甚至引發電
網跳閘，存在安全風險。過去，人們通常通
過安裝驅鳥器等辦法，避免鳥類停留，但現
在當地的各族幹部群眾和電網職工順應自
然，想出了新辦法。他們在電線杆和塔上的
安全區域主動搭建人工鳥巢，為鳥類建設舒
適、安全且精緻的 「房子」，既保障了鳥的
安全，也確保了電網的安全。

生物多樣性豐富 千湖美景重現
如今在三江源，像這樣的「生命鳥巢」已
有5,000多個。吳曉軍表示，從防鳥驅鳥，到
愛鳥護鳥，正是在這種生態保護理念引領

下，三江源生物多樣性日益豐富。「大家可
能注意到，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青海雪豹
數量已經超過 1,200 多隻。」吳曉軍進一步解
釋說，雪豹是青藏高原的「旗艦」動物，一
隻雪豹下端的生物鏈是200多隻岩羊，而支撐
這些岩羊需要100平方公里的草原，這是一個
完整的生態鏈。雪豹數量持續的恢復和增
加，意味着三江源國家公園的建設和保護，
使得整個生態系統正全面持續好轉。
除了雪豹，目前青海藏野驢的數量超過1.3
萬隻，棕熊的數量超過6,000隻，青海特有物
種普氏原羚數量由保護初期的不足300隻恢復
到現在的3,400多隻，青海湖各種鳥類已超60
多萬隻、裸鯉由2002年的2,500多噸恢復到現
在的12萬多噸。「如今，千湖美景重現三江
源頭，『中華水塔』更加堅固豐沛，全省有
14.6萬牧民放下牧鞭吃上『生態飯』，成為生
態管護員和監測員。」吳曉軍笑着告訴大
家，由於生態管護員中的很多人離自然界
近，對動植物了解多，因而現在他們拿起相
機成了攝影師，記錄下眼中最美的自然，許
多作品在國際上獲獎。他們拍攝動物展示的
是生態，體現的卻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感
情。

讓遊客體驗到最本真的生態之美
良好的生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也為青海打

造國際生態旅遊目的地打下良好的基礎。全國
人大代表、青海省省長羅東川在開放團組活動
上表示，青海的眾多「大地密碼」正在轉化為
青海的生態旅遊「密鑰」，面向未來，青海生
態旅遊發展既映照生態未來，又投向浩瀚宇
宙，聚焦生態旅遊集約化、低碳化、綠色化，
實施國際化標準景區建設工程，讓遊客體驗到
最本真、最稀缺的生態之美。
羅東川亦用體驗「三個海拔」向海內外朋
友發出邀請：在2,260米的西寧老街，喝碗熬
茶聽河湟往事；在3,810米的青海湖畔，與斑
頭雁共舞；在6,178米的玉珠峰頂，觸摸雲端
之上的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慧 兩會報道）身為
高等教育工作者，全國人大代表、江西師範大
學音樂學院教授鄔成香在兩會期間，分享心之
所盼。她說：「沒有一流的高等教育體系，就
不會有一流的創新型經濟體系，欠發達地區亟
需高等教育提供優質人才保證和強大智力支
持。」
她以江西為例，以國家「雙一流」為代表的

高等教育水平已然成為影響制約江西高質量發
展的重大瓶頸和關鍵堵點。江西是革命老區，
也是多個國家重大戰略的集聚之地和疊加區
域，2024年GDP位居全國第15位，人口數量
列全國第13位，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然而，在
前兩輪國家「雙一流」建設中，江西省僅有一
個學科進入一流學科建設名單，佔全國第二輪
國家「雙一流」入選學科的1/433（尚未包含
北大、清華自主確定建設的近百個「雙一流」
學科），是全國九個僅有一個國家一流學科的
省份之一。由此可見，高等教育水平嚴重滯後
於江西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對此，鄔成香懇請國家和教育部結合實際，
進一步開展高等教育資源布局優化工作：
一是對僅有一個國家一流學科的九個省份出
台專項支持政策，單列建設指標，推動其中多

數省份建設兩所及以上國家「雙一流」建設學
科高校。
二是在高等教育相對薄弱省份，遴選培育一

批國家「雙一流」學科，作為後備力量和第二
梯隊進行扶持建設。
三是鑒於江西的歷史貢獻和現實需要，在第

三輪國家「雙一流」建設學科遴選中，對江西
給予遴選標準政策傾斜，支持江西新增建設三
至五個國家「雙一流」學科，更好支撐服務江
西經濟社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兩會報道）國
務院總理李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提出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生物製造
等未來產業」等部署。在此背景下，全國人大
代表、飛鶴乳業董事長冷友斌於兩會期間提交
「乳業科技創新」建議，呼籲以核心技術攻堅
破解行業瓶頸，彰顯民族乳企與國家戰略同頻
共振的使命擔當。

強化政策引導建立原料創新體系
針對政府工作報告「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
性」的要求，冷友斌直指行業痛點，「中國乳
清蛋白、乳鐵蛋白等關鍵原料進口依賴度高，
鮮奶供需波動制約深加工發展」。他建議，強
化政策引導建立原料創新體系，完善質量標準
與監管，並推動高校定向培養專業人才。
作為乳業領軍企業，飛鶴乳業一直致力於攻

克乳品功能性原料的「卡脖子」難題。冷友斌
表示，飛鶴通過低溫萃取和酶解技術，從鮮奶
中直接提取乳清蛋白、乳糖等功能性原料，生
產更接近中國母乳比例的配方奶粉。與進口原
料相比，這種「鮮萃」方式不僅保障了營養的
完整性，還避免了長途運輸帶來的活性損失。
此外，飛鶴積極響應《「健康中國2030」規劃
綱要》，布局全生命周期定製營養產品，滿足
全齡段人群精準營養需求。
「堅守實業方能基業長青。」冷友斌在民營

企業座談會上表示。飛鶴以63年安全生產零事
故、國家抽檢合格率100%的紀錄，連續六年穩
居國內嬰配粉市場首位。面對三億老齡人口健
康需求，企業推出老年骨健康奶粉等20款新
品，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的「精準營養矩
陣」。
飛鶴乳業始建於1962年，從黑龍江齊齊哈

爾起步，是中國最早的奶粉企業之一。飛鶴
充分挖掘中國母乳中的活性營養成分並將
其精準還原，目前多個領域的科技成果正
實現有效轉化，並陸續應用在產品中。冷友
斌表示，「我們將持續用營養傳遞愛，為消
費者提供更全面、更精準的『全齡營養支
持』」。

教育界代表：助欠發達地區增建「雙一流」學科

乳業界代表：科技創新破行業瓶頸

甘肅主要經濟指標增速
●全省生產總值1.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5.8%，增速居

全國第3位

●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6.6%，增速居全國第2位

●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7.6%，增速居全國第3位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0.8%，增速居全國第2位

●外貿進出口額增長25.2%，增速居全國第1位

●全體居民、城鎮居民、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
增長6.4%、5%、7.4%，增速均居全國第3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青海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全國人大代表、飛鶴乳業董事長冷友斌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師範大學音樂學院教授
鄔成香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慧 攝

●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委書記胡昌升表示，甘肅將以更大勇氣和決心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構建具有甘肅特色
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圖為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甘肅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