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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琴）6月10日，记
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下达重庆市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
（污染治理方向）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3.5684亿元，支持重庆污水处理及资
源化利用、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危险废物
处置等22个项目建设。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
国家为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基础设施
能力建设，“十四五”期间统筹安排污染治
理和节能减碳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资金，
坚持“一钱多用”，积极支持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过程中符合条件的项目。

在污染治理领域，重点支持各地污水

处理、污水资源化利用、城镇生活垃圾分类
和处理、城镇医疗废物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等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在节能减碳领域，重点支持电力、钢
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煤炭、焦化、纺
织、造纸、印染、机械等重点行业节能减碳
改造，重点用能单位和园区能源梯级利用、

能量系统优化等综合能效提升，城镇建筑、
交通、照明、供热等基础设施节能升级改造
与综合能效提升，公共机构节能减碳，重大
绿色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示范推广应用，煤
炭消费减量替代和清洁高效利用，绿色产
业示范基地等项目建设。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称，对于节
能减碳领域支持项目正在积极争取中。据
了解，去年重庆在节能减碳领域获得中央
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4150万元，支持重点
行业节能减碳领域新建和技术改造6个重
点建设项目。

今年中央专项支持重庆污染治理22个项目

□本报记者 赵迎昭

6月10日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题为“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
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在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我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成就显著。

在日前举行的“2022全国十佳文物
藏品修复项目推介活动”中，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和云阳县博物馆共同实施的

“重庆市云阳县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保
护修复项目”获“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
项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重庆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纸质文物保护
修复项目”获“全国优秀文物藏品修复项
目”。

在“2021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
目推介活动”中，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也
曾荣获“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该活动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主
办，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为何重庆文物
藏品修复项目能接连荣获“全国十佳”
呢？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建设文物医院、培养修复人才

文物修复实力实现跃升

“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
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牵挂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

为此，重庆文物修复在基础设施建设
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并取得令
业界瞩目的成果。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幸军说，三峡
文物抢救保护动员了全国的考古力量。
曾有业界专家担心，重庆有没有能力修复
这些出土文物？随着《重庆三峡库区出土
文物2022年度保护修复项目》顺利通过
中期评估，以及接连荣获“全国十佳”，重
庆文物修复实力得到业界专家认可。

在基础设施方面，随着三峡文物科技
保护基地、大足石刻文物医院的建成投
用，重庆文物修复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
提升。此外，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市
属文博机构均设有修复中心，且形成了差
异化发展特色，构建起较为完整的文物修
复体系。

“各文博机构修复技术路线不尽相
同。比如修复瓷器，考古院和三峡馆的技
术路线就不一定一样，但都会遵循文物保
护基本原则。大家更加注重的是什么？

是检测分析，是信息留存，因此文物修复
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幸军说。

在修复人才方面，通过师承制和引进
人才两手抓，以项目聚人才，以人才带项
目，持续为文物修复事业注入活水源泉。
截至目前，全市保护修复专业技术人员达
到165人，其中高级职称40人；全市共有
三峡博物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红岩革
命历史博物馆等8家单位具有可移动文物
修复资质。

“通过师承制、名家指点等方式，我馆
逐渐建立起一支传承有序、门类齐全、具
有全国有影响力的文物修复队伍。”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部副主
任赵雄伟说，该馆非常重视修复人才的
培养与引进，“像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
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三等奖的赵晓
宇、周昱岐两位90后文物修复师就是我
馆自己培养的。”

保护与展示相结合

让文物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更多文物
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
的浓厚社会氛围。”

修复好的文物不能藏起来，而是要活
起来。就拿“重庆市云阳县博物馆馆藏珍
贵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来说，该项目对云
阳县博物馆11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进行
了修复。

修复完成后，这些珍贵文物惊艳亮相
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三峡文物保护成
果展”。“汉辟邪座青铜连枝灯”“汉龙首虎
豹形鎏金青铜带钩”“汉弦纹鎏金带盖三
足青铜卮”等文物展示出古人的审美情
趣，也体现出当代文物修复师的匠心绝
技。目前，云阳县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
中，这些经文物修复师巧手修复的文物，
有望在未来的新馆与观众见面。

“这批修复文物中，36件出土于云阳
丝栗包墓群，这是峡江地区最重要的汉墓
之一。今年11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
云阳县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峡江往事——
云阳丝栗包出土文物特展’将在三峡文物
科技保护基地开展。”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文物修复师毛东珠说，对文物修复师而
言，最大的欣慰就是让这些文物重现生
机，“当在展厅看到它们时，当听到观众的
惊叹声时，我心里超级有成就感。”

“‘十四五’时期，重庆区县公共博物
馆有望实现全覆盖。”幸军说，建设博物馆
新馆，以及不断推出精彩临展，都有助于
文物活起来。 （下转3版）

重庆文物藏品修复项目为何接连荣获“全国十佳”——

培养人才下功夫 活化文物花心思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6月9日，中联重科集团随车起重机智
能制造项目在两江新区龙兴新城开工建设。这也是中联重科布局西
部的首个起重机“灯塔工厂”。

据介绍，由中联重科建设这个“灯塔工厂”总投资16亿元，占地
面积350亩，年规划产能56亿元，每年制造超2万台高性能直臂式
随车吊（即随车起重机）和折臂式随车吊。工厂具有极高的智能化水
平，全厂规划产线22条，共采用各类机器人200余台，平均每15分
钟就能下线1台随车吊。采用智能化立体库存储，物料可通过空中
输送；实现智能设备100%实时数据采集。

“重庆基地将以先进制造工艺为核心，以智能化、国际化、生态化
为目标。”中联重科集团副总裁罗凯说，重庆基地将通过智能物流等
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将先进制造工艺与数据智能分析决策相结
合，能够有效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制造费用、缩短交期，并全面达标排
放。项目建成后，项目单位面积产值、人均产值将达到行业最高水平。

据了解，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平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三一重机（重庆）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获评为2021年全市“灯塔
工厂”揭榜企业。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隆鑫通用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
公司、重庆美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入选2022年重庆市
灯塔工厂种子企业。

重庆将新增一家“灯塔工厂”
中联重科集团随车起重机智能制造项目开工

□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7日在内蒙古调
研边境管控和边防部队建设情况，听取
北部战区、陆军、驻内蒙古边防旅、内蒙
古军区有关情况汇报并发表重要讲
话。全军部队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

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开创
新时代边防工作新局面一系列带根本
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必将激
励广大官兵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为党
和人民守好边、固好防，坚决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北部战区党委专题召开常委会认
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

悟内涵要义，研究贯彻落实具体措施，
表示要牢记习主席关心厚爱和殷切嘱
托，从历史经纬中强化战略思维、辩证
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听党指挥，加强
练兵备战，发挥边防部队在联合作战
体系中的作用，锻造卫国戍边钢铁长
城，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
更大贡献。 （下转3版）

坚决听从号令 努力锻造卫国戍边钢铁长城
——习近平主席在内蒙古调研边境管控和边防部队

建设情况时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黄河“几字弯”，九曲黄河中，苍劲有力的一笔。
乘飞机从北京前往内蒙古巴彦淖尔，自东向

西，航线大致沿着阴山山脉的走向。进入巴彦淖
尔上空，透过舷窗，看到这样的景象：

逶迤而来的黄河，遇阴山山脉转向东流。阴
山高耸，如同巨大的屏风，黄河蜿蜒，就像一条巨
龙。屏风拱卫之下，黄河北岸，巨龙脊背之上，正
是举世闻名的河套平原。

黄河南岸，库布其沙漠横亘绵延，一望无
际。一抹抹醒目的绿，或连点成线，或连片成林，
与漫漫黄沙交织着、较量着……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里书写下壮美的
诗篇。

6月5日，正是世界环境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巴彦淖尔。“沙”，是此行的主题。

记得两年多前，全国两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现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
一个‘沙’字”，总书记娓娓道来，听者耳目一新。

这次来，总书记主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座谈会。在总书记心中，这个会“具有
标志性意义”。

为了开好这次会，总书记把湖、田、林、沙、水
都看齐了：

先去乌梁素海，看湖；再到乌梁素海南岸的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看田；走进临河区国营新华
林场，看林和沙；前往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
中心，看水和渠。

还没到乌梁素海边，就听到了此起彼伏的鸟
鸣声。蓝天映衬碧水，宽阔的湖面上，芦苇摇曳，
飞鸟翔集。

这颗“塞外明珠”，一度因污染蒙尘。总书记
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展板前，当地负责同志报告：最初“就水治
水”，迟迟不见效。遵循总书记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的理念，深刻认识到问题表现在湖里、根子在
岸上，治沙造林、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等多管齐下，成效明显。

乌梁素海边，当地人把“山水林田湖草沙是
生命共同体”印在标牌上，也印刻在心间。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水林田湖”，加“草”，

又加“沙”。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系统观

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
荒漠化土地面积257.3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

积的26.81%，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
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防沙治沙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也正因如此，东西绵延4400多公里的“三北”工程被誉为中国的

“绿色长城”，“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一走进新华林场，就会感受到人和时间的力量。
杨树、柳树、苦豆子、紫穗槐、杨柴……一众乔木灌木，顽强地向

贫瘠的土地扎根，坚韧地向上生长。
深一脚浅一脚，总书记走进正在治理的沙地，久久端详着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栽种的树，颇为感慨：“像‘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这样的
重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干成。”

望向一排屹立在沙丘上的杨树，当地干部说，看得见的是傲然挺
拔的杨树，看不见的是年年反复补种，直到成林后，宛如一道水闸，牢
牢把沙漠固定住。这，是治沙人的韧劲。

走向一丛稠密的杨树，熟悉林草的专家说，为了提高成活率，当
年植树用的是扦插法，治沙人把整捆的树苗插在沙子里，密密麻麻长
在一起，就像一堵绿墙。这，是治沙人的狠劲。

林场里的老职工说，过去人工种树很辛苦，白天黑夜地在沙地里弯
着腰挖坑、栽树、浇水，“种一棵树要磕三个头”。这，是治沙人的干劲。

“三北”工程背后，是多少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到了“三北精神”，并深情讲起他见过的

那些用一辈子去坚守的治沙人：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甘肃八步沙
林场“六老汉”，塞罕坝林场望海楼的护林员夫妇……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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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郭小伟 代梦黎）
6月9日上午，重庆市林业投资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与巫山县政府签署《共同推进巫山
县林业生态暨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在位于三峡库区的巫山县打
造50万亩国家储备林，助推库区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根据协议，重庆林投公司和巫山县将

共同规划建设50万亩国家储备林，重点推
进国土绿化、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森
林资源保护、林业科技推广和创新等工作，

通过大力实施国家储备林及其他林业重点
工程项目，推动集体林地“三权分置”改革，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脆李、柑橘、核桃等）

和林下经济（中药材等）、生态旅游、森林康
养和林产品加工等产业，推动巫山林业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

据介绍，重庆市林业局将在规划计划、
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重庆市
储备林建设探索出更多经验和做法，将国
家储备林项目打造成巫山建设生态优先新
高地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助推器。

助推库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重庆再布局50万亩国家储备林

6月10日晚，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重庆主场活动——非遗购物节·第
八届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老字号博览
会开幕式在长寿举行，传统戏剧、音乐、舞
蹈以及曲艺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倾
情上演，180个非遗和老字号项目展示展
销，充分展示了重庆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魅力。

图为游客在观看非遗展示。
文/记者 韩毅 图/主办方供图

重庆展示180个
非遗和老字号项目

关 注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记 者 手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