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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开发区
管理制度改革。”这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发
挥开发区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

开发区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多年来，开
发区建设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同时，一些地区的开发区建设也出现统筹规划不够科学合
理、功能定位不够清晰、与属地行政区职责关系尚未理顺、
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导致部分开发区出现重复建
设、资源浪费、投资效益不高、存在债务隐患等经济风险。
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
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

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以发展模式创新为主线，加快建设全国统筹、权责
清晰、规范高效的开发区管理制度，推进开发区产业转型升
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转型、协调平衡发展，努力把开
发区建设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引领区。

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需要抓好以下7个方面。
一是健全开发区管理体制。加强党对开发区工作的领导，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开发区
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理顺开发区和属地
行政区关系，具备条件的开发区逐步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
能，交由属地政府承担。制定完善开发区权责清单，开发
区确实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经济管理权限依照法定程序
下放给开发区。健全开发区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开发区监
督管理体制。二是强化开发区基础管理。完善开发区审
批、规划、管理、建设、运营、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审核公告
管理，动态调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建立健全开
发区滚动开发机制。有序推进政企分离、管运分开，支持
开发区探索“管委会+公司”等运营模式。健全开发区统计
制度，做好开发区信息采集和统计工作。三是优化开发区
区域布局。加强开发区发展统筹规划，做好开发区发展规
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科学确定开发区的区域布局、
发展方向。推动开发区整合优化，开展各类产业园区专项
治理整顿，清理违规设立的园区。建立健全开发区产业转
移利益共享机制，支持区域之间合作共建开发区、开办“区
中园”，实现互利共赢。四是完善开发区功能定位。因地
制宜确定开发区主导产业，着力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平
台，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大创新基础设施投入、提升产学
研协同效率，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开展清洁生
产评价认证和审核，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支持开发区创建
生态工业园区，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五是规范开发区
招商引资行为。鼓励开发区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规范化、专
业化水平，创新招商引资方式。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要求，
严禁在招商引资中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切实防范恶性竞争和廉政风险。
六是促进开发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用地管理，完善
开发区土地集约节约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健全开发区用地“增存挂钩”机制，鼓
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规范有序实施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加强土地
综合治理，推进工业用地供应方式由以出让为主向租赁、出让并重转变。七是
优化开发区人财物管理。推进机构改革，探索实行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合署
办公，减少开发区管理层级，支持开发区与行政事业单位之间人才流动。健全
开发区公共资产、负债登记、规范管理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支持开发区盘活
存量资产，有序化解债务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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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来一场
“华服秀”，到甘肃省博物馆一睹“马
踏飞燕”的风采，去云南乡村感受

“诗和远方”，赴广西南宁尽享夜市
的“烟火气”……这个国庆假期，体
验“小而美”的文艺游、追求“松弛
感”的微旅行，在西部地区文旅市场
受到游客追捧。

记者走访陕西、甘肃、云南、广
西等地发现，“深度文化体验”正成
为旅游关键词，文旅融合出新出彩，
为游客解锁多样选择。

秋日傍晚，挂在仿唐建筑檐角
上的夕阳，已一缕一缕地收尽。华
灯初上，在一片流光溢彩中，大唐芙
蓉园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

园内雕梁画栋的建筑在光影交
错间熠熠生辉，紫云楼、仕女馆、彩
霞长廊等打卡点，簇拥着众多身着
精美华服的游客，纷纷用相机定格
下美丽瞬间。

“大家身穿华服，游走在‘盛唐
气象’之中，不时还有‘贺知章’‘上
官婉儿’等华服大巡游的扮演者擦
肩而过，我仿佛感觉自己‘穿越’
了。”来自北京的郭女士说，历史和

文化被这样具象化地感知，这种身
临其境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

国庆假期，大唐芙蓉园发出华
服之邀，10月 1日当天面向每一位
身着华服的游客免费开放。“连日
来，园内游客天天爆满，东仓鼓乐、
南北狮舞等非遗表演，‘梦回大唐’
等精彩演出深受游客喜爱。”大唐芙
蓉园工作人员魏贝说。

人头攒动的大唐芙蓉园折射出
陕西旅游市场的火热。数据显示，仅
10月 1日一天，陕西重点监测的51
个旅游景区就接待游客 41.17 万人
次，同比增长18.65%；旅游经营收入
2741.65万元，同比增长38.37%。

当文物的厚重与文创产品的精
妙相互碰撞，博物馆成为许多游客
打卡的热门选择。在甘肃省博物
馆，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所在的展
厅被游客围了个水泄不通。

15岁的李瑾豪来自四川成都，
对历史文化兴趣浓厚，借着假期他
和父母决定“跟着课本去旅行”。“近
距离观摩这件东汉青铜佳作，铜马
飞奔的气势以及昂扬的精气神，不
由让我想起古诗中大漠孤烟、塞外

边关的意境。”他说。
围绕“马踏飞燕”，甘肃省博物

馆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热
捧。铜奔马或是化身玩偶，绿茸茸
的马欢脱地踏在一只燕子身上，憨
态可掬；亦或是被制作成清甜可口
的饼干，让游客啧啧称赞……“这款
铜奔马毛绒文创玩偶很出圈，我买
了几件准备送给同学，相信他们一
定会喜欢。”李瑾豪说。

美景在远方，也在身边。今年
国庆假期，市内游及城市周边的“微
度假”“乡村游”广受欢迎。在云南
昆明滇池边的海晏村码头，邂逅一
场日落的浪漫，成为不少游客的新
选择。“在这里我体会到了‘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情
画意，美景搭配周边惬意的旅游氛
围让人很放松。”游客汪女士倚坐在
一个小院二楼的窗边，悠闲地享受
下午茶。

近年来，得益于良好的生态基
础，海晏村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
保存较完整的古渔村落，在滇池落
日美景的映衬下“颜值”持续提升。
不少昆明市民将这里比作家门口的

“诗和远方”，选择国庆假期徒步至
此，享受夕阳下的“松弛感”。

四川人缪朋灼经营的海晏湾小院
离码头不远，最近几天生意红火，适
合观景的二楼包厢和三楼露台一座难
求。“凡是到我家小院的游客，下午茶
和落日晚餐是‘标配’。”他说。

昆明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乡村旅游受到欢迎，为满足游客个
性化和多样性需求，昆明通过生态建
设和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滇池旅游黄
金岸线，一批可游、可观、可玩、可品的
山水田园乡村旅游目的地正在形成。

在广西南宁，不少游客以夜间漫
步、品味美食等“微旅行”的方式，畅
游“夜南宁”。灯光秀、美食市集、歌
舞表演……夜幕降临，南宁市良庆区
的“南宁之夜”街区拉开夜市帷幕。
彩灯闪耀下，人们穿梭于各式各样的
店铺间，一些游客还拿出手机现场直
播，分享南方夜市的“烟火气”。

“夜游南宁，是一种领略风土人情
的别样选择，可以更好地读懂这座城
市的底蕴与温度。”广西社科院社会
学研究所所长姚华说。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解 锁 文 旅 消 费 新 体 验
——国庆假期西部文旅热观察

新华社记者 王泽昊 文静 严勇

缤纷假日
国庆假期，恰逢金秋时节，人们选

择多种方式出游赏景、放松休闲，共享
缤纷假日。

◀这是 10 月 6 日，人们在云南昆
明福保半岛·大地丰收艺术节上观看
一个大型草帽。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这是 10 月 5 日晚，在江苏无锡
太湖鼋头渚举办的水上音乐烟花大会
上，游客在观赏烟花表演。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天津 10月 6日电（记者
周润健）“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
黄。”北京时间10月8日3时00分将
迎来寒露节气。北方已入深秋，虽蝉
噤荷残，但菊花盛开，霜染红叶，别
有一番秋日美景，而此时的南方刚刚
入秋不久，红黄夹杂、俏丽多姿。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
七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五个节
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王来华介绍，二十四节气中带

“露”字的节气有两个，一个是秋分
节气前的白露，另一个就是秋分节
气后的寒露。白露是炎热到凉爽的
开始，寒露却是凉爽到寒冷的转折，
这三个节气相连，记录了一段夏季
与秋季交替的冷暖变化。

寒露过后，日照减少得更多，热
气慢慢褪去，寒气渐渐增加，昼夜温
差变得更大，北方的空气也随之干
燥起来。今年寒露节气当天的农历
时间是九月初六。王来华说，古人
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将寒露分为
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
为蛤，三候菊有黄华。其中，“菊有
黄华”强调了九月菊花开放，白、红、
黄、紫，颜色相间；直、卷、挑、乱，姿

态各异。正因为“菊有黄华”，深秋照
样是生机勃勃的，于是，农历九月又
有了一个雅致的名字——菊月。

菊花，被中华文化赋予了丰富的
象征意义，体现着坚韧、高洁、超然、
逸致等多个品质特征。文人墨客大都
爱种菊、赏菊、咏菊、画菊，留下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佳句，最为人们所熟知
的便是陶渊明的那句“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此外还有“不是花中
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园林尽扫
西风去，惟有黄花不负秋”等，佳句连
篇，不胜枚举。

10月 11日，农历九月初九，将迎
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重阳节。
王来华表示，今年的重阳节赶在了寒
露节气内。“九九重阳”寓意吉祥，自古
以来，民间便有重阳秋游、赏菊、登高、
祭祖等习俗。后来，重阳节又添加了
敬老、尊老的美意，大家纷纷把重阳节
看作尊老节，登高赏秋，敬老感恩。

“开门忽惊叹，秋色已如许”。寒
露时节，从北到南，由西向东，秋色或
深或浅，浓淡不一，千种姿态，百般变
化。在秋色中漫步，感受大自然的馈
赠，正所谓“阅尽满眼秋色，最是人间
值得”。

8日3时00分寒露：

开门忽惊叹，秋色已如许

（上接第一版）尼玛旺堆说：“别
人能欣赏到风景，我一直在爬山。
刚开始没有感觉到爬山的快乐，但
是登顶后，感觉很酷。这次自己能
登顶，很多向导给予了我专业指导，
更是得到家人的支持，才使我成功
登顶。特别是向导旺堆次仁，他给
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极大的帮
助，在此非常感谢他。”

尼玛旺堆提到的旺堆次仁是他
此次的登山向导。旺堆次仁曾攀登
过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
登山经验丰富，为尼玛旺堆全程提
供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

旺堆次仁说：“2021年，我和尼
玛旺堆就商量着要以洛堆峰为起
点，去攀爬更高的山峰，今天终于实
现了，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洛堆峰位于拉萨市当雄县羊八

井镇西南部，攀登沿线没有特别险峻
的冰岩雪坡，攀登难度系数相对较
低、安全性较高、接近性较好，是初级
登山者攀登雪山的理想之地。来自香
港的登山爱好者连洁莹是第十次进
藏，却是第一次在西藏攀登雪山。

“第一次在西藏登山，虽然觉得
累，但也非常高兴，景色实在是太漂
亮了。我们是在早上7点开始爬山，
天还没亮的时候，有点搞不清方向，
幸好向导在，跟着他们的步伐一步一
步爬。同时我也证明了自己能在西
藏攀登海拔 6000 米的雪山。”连洁
莹说。

本届登山大会还举行了登山户外
运动文化交流会、观看登山户外电影
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的
系列登山文化活动，进一步促进了体
育文化融合发展。

（上接第一版）因横跨多个纬度
和海拔高度，中铁二十局承建的秘
鲁安第斯国家公路沿线分布着多种
多样的物种。如何在建设一条高质
量公路的同时，呵护好安第斯山脉
的原生态环境，是王汉涛和同事们
的必答题。

“不能因施工让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去年12月起，王汉涛带领同
事向累计上万名项目员工和沿线居
民普及森林保护知识。为保护沿线
原生树林，他与秘方员工一道将红
线范围内的树木一一做好标记，采
用先进移栽技术实施“迁移”，待施
工结束后再将它们移回原位悉心
照料。

中国企业对环保承诺的坚定守
护，换来了项目所在的瓦努科省林
业局连续三年的三封感谢信。信中
写道，中国企业是有责任和担当的
国际承包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
环保承诺，为秘鲁培养大批技术工
人，更为安第斯山脉森林保护作出
巨大贡献。

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
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中国建设者
踊跃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努
力帮助项目所在国走出一条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之
路，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积极贡献
力量。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市区
以南的沙漠腹地，上海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承建的迪拜马克图姆太
阳能公园五期900兆瓦光伏项目引

人注目。国庆期间，项目经理助理
方志超和往常一样，上午 9时准时
开启一天的现场巡检，一丝不苟监
测每一项运行指标，确保电站各发
电单元平稳高效运行。

推广绿色发展理念，用中国技
术打造沙漠“能源绿洲”是方志超的
职业梦想。4年前，刚刚完婚的他来
到此地，眼前还只有一望无垠的沙
丘。他与阿方技术人员一道扎根沙
漠、反复试验，对 13万根光伏支架
基桩完成桩长、桩型优化。2022年
3月，在电话里听到女儿从国内传来
的第一声啼哭时，方志超还在一线
全力保障项目区块并网发电前的系
统调试。

“女儿出生时没有陪在家人身
边，我挺愧疚。能见证中企在迪拜
承建的第一座大型光伏电站从蓝图
变为现实，我又很骄傲。”方志超说，

“今年国庆，我依然无法回国陪伴女
儿。但项目也像我的孩子一样，看
着‘绿色电能’安全稳定输出，一切
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强大的技术实力、过硬的工程
质量、负责的职业态度，这是项目外
方业主、执行总监穆罕默德·迪纳尔
对中方建设者的由衷评价。

新时代以来，中国建设者积极
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广泛开
展生态治理国际合作，扎实推动改
善生态环境，为“全球南方”共同发
展开拓新思路、注入新动力。

亲密如一家 诠释命运与
共情怀

3日清晨，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尼亚比胡项目负责人李冰依
然坚守岗位，开着皮卡车巡线检
查。这是他在卢旺达项目一线度过
的第八个国庆节。在他眼中，坚守
和奉献，就是送给祖国母亲最好的
生日礼物。

去年5月初，卢旺达西方省遭遇
强降雨并引发洪灾，中国路桥卢旺
达办事处迅速成立青年突击队赶赴
灾区救援，抢通长 48公里、灾区与
外界相连的唯一交通要道。暴雨
中，李冰和突击队员冒着塌方和洪
水上涨危险，奋战30多个小时修通
道路，让救援物资和人员及时抵达
受灾村庄。李冰谈起那次惊心动魄
的抢险救灾经历时说，当时洪水淹
没了好几处村庄并冲毁了道路，遇
难人数达到 130人。“灾情当前，我
们必须行动起来！”

“危急时刻，中国公司伸出援
手，这令我深受感动。我很幸运在
中企工作，我爱我的公司！”受灾当
地员工塞特动情地表达谢意。

作为最早进入卢旺达的中国企
业之一，中国路桥扎根卢旺达半个世
纪，“有困难，找路桥”成为当地百姓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每一次灾
难和危机面前，这句承诺从未落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

于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日益深入人心，身在海外的中国建设
者们书写着一个个与当地携手互助、
亲如一家的感人故事，成就一段段风
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动人佳话。

在中马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
项目——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简称

“马东铁”）项目上，承建方中国交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刘洋早已把马
来西亚看作第二故乡。国庆期间，刘
洋奔忙在一线，组织开展各项安全检
查，确保施工安全无虞。

严保安全，是刘洋坚守的工作准
则。去年12月，马来西亚登嘉楼州遭
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中交马东铁项目第三分部接到当地政
府部门紧急求助后，由分部负责人刘
洋牵头，迅速成立由中方和本地员工
共同组成的中马协作救援团队，第一
时间调派人员和装载机、重型卡车等
投入救灾一线，成功将200余名受困
人员和大量生活物资转移至临时避难
所，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当地居民生命
财产安全。

马 东 铁 项 目 建 设 已 完 成 超 过
70%。迎着曙光，刘洋畅想着这条现代
化铁路建成后穿过沃野、掠过海岸、连
接起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美妙景象。
他说，那时的自己或许已奔赴另一片山
海，但这条铁路承载的中马两国人民心
心相通的美好回忆将留存在心底。

一条路，一湾港，一片林，一份情
……在中国海外建设者的汗水浸润
下，万丈高楼平地起，跨越山海心连
心，诠释着命运与共的行动与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跨 越 山 海 家 国 情 深

（上接第一版）期间，统计部门
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开展经济数据
收集、分析、纳统等工作。王强向工
作人员敬献哈达，送去问候，并详细
了解统计数据采集、纳统等工作。
强调，统计部门是重要的经济部门，

工作人员要切实强化重要经济指标
调查监测、分析研判和纳统工作，为
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数
据支撑。

十月的拉萨虽已秋意渐浓，放
眼眺望拉萨南北山造林绿化工程

却依然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
来到造林点，王强亲切看望慰问
一线工作人员，向大家致以问候
和敬意。王强强调，植树就是植
富、造林就是造福，要以主人翁的
精神用心用情把树木造好、管好，

切实把拉萨建成“青山拥南北、绿
水绕古城”的园林城市；要抓落实、
想问题、找规律，不断总结造林经
验，因地制宜选育树种、科学规范
施工、精心精细管护；要把握当前
与长远，把造林与产业融合起来，
让生态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
群众。

市领导洛色一同调研慰问。

王强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并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