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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3日电
（记者谢希瑶） 记者近日从国新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10%；中国云计算市场规
模达6165亿元，增长35.5%；数据生
产总量达32.85泽字节，增长22.4%。
稳健增长的数字经济，为数字贸易
改革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据介绍，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数

字服务为核心、数字订购与数字交付
为主要特征的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
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发展的新
增长点。2023年以来，中国的数字贸
易快速发展。2024年上半年，中国可
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到
了1.42万亿元，增长3.7%，创历史新
高；跨境电商进出口1.22万亿元，增
长10.5%，也达历史新高，对贸易高质
量发展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中国数字贸易竞争
实力显著提升。“云端经济”生态逐
步形成，催生出众包、云外包、平台
分包等服务外包新业态新模式。
2023年，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达 1513.6 亿美元，自主研发游戏海
外销售收入达166.7亿美元，多款头
部游戏在海外广受认可，长期位居
下载榜前列。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
模突破40亿元。

中国数字经济稳健增长
为数字贸易夯实基础

脏、乱、差的老旧小区蝶变净、暖、美的幸福家园；闲置
废弃的锅炉房变身社区书屋和食堂；陌生的老邻居变成互
助友爱的新朋友……这些发生在百姓身边的变化，是辽宁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一份份民生蓝图变成一
幅幅幸福实景的真实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辽宁考察，居民
家中话家常、老旧小区问冷暖、社区服务看变化……与社区
居民亲切交流，对社区工作者谆谆嘱托，人民始终是习近平
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之大者”。

牢记殷殷嘱托，辽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
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民
生保障工作实现跨越发展，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让
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

百姓更安居
2022 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

道牡丹社区考察时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
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要聚
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
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

谈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变化，牡丹社区居民感触
颇深。

9月 22日，记者在牡丹社区看到，蓝天映衬红墙，花草
环抱楼宇，居民们在“牡丹亭”内休憩聊天。“道路更为平坦，
楼体加了保温，悬空线缆入地，水电气暖换新，现在咱们的
老旧小区处处透露出新模样。”大家交流着老旧小区改造后
的幸福生活新体验。

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党委书记王晖正在沟通
儿童游乐园建设事宜，场地已平整，即将安装滑梯等游乐
设施，月底将建成开放。王晖说：“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持续补齐
社区短板。”

排水不畅、安全隐患等问题是牡丹社区的短板。去年
起，社区改造了地下排水管网，新铺了雨水管线。“今年夏
天，经过几场强降雨，园区都没积水。”王晖介绍，今年，这里
还安装了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在方便居民充电的同时，杜
绝了私扯电线带来的消防隐患。

老旧小区改造后，不仅颜值高，更富有文化内涵。
21米高的大福字下，既有2000户居民的巨型“全家福”，也有居民共同书写

的“千福榜”，走在沈阳市沈河区滨河街道多福社区，处处流淌着“福”文化的魅
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11年前总书记对社区工作提出的要求。”多福社
区党委书记樊月说。11年间，小区历经三次改造，如今，楼体粉饰一新，“多福八
景”重新修缮，社区养老中心、社区食堂、健康馆也一应俱全。

2019年至2023年，我省已累计改造老旧小区5230个，惠及居民236.9万户，
改造规模居全国前列。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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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播发通讯

习近平总书记的家国情

··乡间喜丰收乡间喜丰收

我叫赵欣冉，是鞍山市公安局立
山分局双山派出所副所长，我们一家
祖孙三代都是警察。

小时候，爷爷和父亲身着警服的
样子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爷爷赵宗
达1949年从部队转业，成为新中国的
第一代人民警察。听爷爷说，他在民
警、刑警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见证
了人民公安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离
休后，爷爷最舍不得那套摘掉领章肩
章的警服，总是将其洗得干干净净。

紧随爷爷的脚步，1969 年，我的
父亲赵松林也穿上了警服。

小时候，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总是模
模糊糊的。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担任鞍
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曙光派出所指导
员后，更是很少在家，即便节假日也经
常放下碗筷就匆匆离去。1993年12月
1日，这种“模糊”变成了清晰的烙印。
父亲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可那天夜
里，他路遇持刀抢劫的歹徒，大喊一声

“我是警察！”想都没想就赤手空拳地冲

了上去，与歹徒英勇搏斗后壮烈牺牲。
父亲葬礼那天，已离休 4 年的爷

爷找出警服，颤抖着双手认真系好纽
扣，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忍住没掉下
一滴。爷爷端端正正地向父亲的遗体
敬礼，一旁的我早已哭成泪人。警察，
究竟是一份怎样的职业，让父亲如此
执着，甚至愿意付出生命？从那时起，
一个念头在我心底升起——我也要当
警察！要成为和爷爷、父亲一样的人！

1996年，我从警校毕业，之后一直
扎根基层。在寒来暑往、早出晚归中，
我捧回了“鞍山杰出女警”“窗口服务先
进个人”等证书。领导夸我是派出所
的业务骨干，同志们说我是为群众排
忧解难的“专家”，很多年轻民警把我
当作榜样。从警28年，我经历了公安
业务的飞跃变迁，与现在户政服务“网
上办、一次办、就近办、跨省办”的便利
不同，当年为群众办理第一代居民身
份证时，需要人工核对、编号，工序复
杂，就怕出现纰漏。（下转第二版）

祖孙三代跨越75年的从警接力

“打塔”小队，出发！10月4日
6 时，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二
棚甸子镇横道川村打松塔小队准
时登船，开往浑江水库江心岛松
树林，开始了一天的“打塔”工作。

“今年松塔正赶上‘大年’，丰
收了！”和村民们一起登船的村

“两委”负责人于开全高兴地说。
横道川村位于桓龙湖畔，素

有“小江南”之称，森林覆盖率达
87%。去年，村“两委”积极响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森林资
源和水资源，瞄准作为东北地区
珍贵果材兼用树种之一的红松
树，在村库区江心岛购买了132亩
树龄30多年的红松林作为村集体
经济产业，大力发展红松子产业。

走进红松林，村民车成友戴
好专业工具，几下就爬上20多米
高的松树开始“打塔”。随着铁杆
敲打，松塔不停地往下掉，捡松塔
的村民猫腰把松塔装进袋子，安
静的红松林一下子热闹起来。

虽然背着松塔很累，但大家
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于开全
介绍，松塔每斤价格在 5 元至 7
元。村里今年可采摘松塔4000多
斤，为村集体增收2万多元。松塔
丰收不仅为村里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收入，更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村民通过管护红松林、打松
塔获得收入。村集体通过组织采
摘、收购、销售等环节增加收入，
并通过分红、改善基础设施等方
式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是一举
两得的好事儿。”于开全说。

“未来，我们村继续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挖
掘森林资源的潜力，推动松塔产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于开全
信心满满地说。

小松塔带来
好“钱”景
本报记者 王铁军

10 月 4 日，阜新市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大固本镇大固本村玉米
单产提升工程智能化控制示范田
里，收割机往来穿梭，一辆辆运粮
车满载着玉米棒离开现场。

“今年又是个大丰收年！”通达
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亮喜笑
颜开，“合作社实施了玉米单产提
升工程，过去种玉米，每亩地保苗
数在4000株左右。今年采用大垄

双行种植，水肥一体化浅埋式滴
灌，每亩地保苗数5500株左右。很
多地块单产测出2100斤以上，每亩
地提升300斤到400斤。”

马亮介绍，示范田优选了高
产密植新品种，应用了精细整地、
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综
合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这些因
素共同推动了玉米产量的突破。

2023 年，阜新市彰武县作为

全国19个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县之
一，承担了“国家玉米单产提升工
程”项目。通过构建以稳定的农
田供水系统和滴灌水肥精准施用
系统为基础、以玉米密植高产精
准调控技术模式为支撑的产量提
升体系，带动实现玉米大范围大
幅度均衡增产。当年，彰武县项
目区亩均增产680斤以上，平均单
产水平提升64%以上。

2024年，阜新市开展百万亩农
业单产提升攻坚行动，将玉米、大
豆单产提升实施面积扩大到109.4
万亩，打造精品区16个。加快“五
良”系统集成、“三主”融合，攻克技
术难题，探索出绿色、高产高效、可
持续发展的生产技术集成模式。
这个秋天，越来越多的像马亮一样
的种植户正通过玉米、大豆单产提
升工程，实现产量提升、收入倍增。

单产提升工程助农民收入倍增
本报记者 田 甜

花生成熟、硕果飘香。国庆
节假期，铁岭市昌图县七家子镇、
付家镇、古榆树镇的田间，成片的
花生等待着丰收。

“今年，我们的高产试验田又
迎来了大丰收，辽集花4号、改良
308 品种表现依旧突出，今年亩
产还能超过千斤，这都是科学种
田的功劳。”站在田间，昌图县鑫
旺家庭农场的齐保卫笑着说。

近年来，昌图县将花生主产
区 38 万亩花生田规划为国家现
代农业（花生）全产业链标准化示
范基地，建立16个花生高产试验

田，并邀请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
原院长曹敏建牵头成立辽宁绿丰
花生研究所。这些年，研究所杂
交培育出花生 118、辽集花 4 号、
花生 998 等十余个籽粒饱满、高
产优质的花生原种，并对传统品
种进行改良。

在推广新品种的同时，研究所
还将先进技术带进试验田。“在研
究所支持下，我们今年选择了优良
品种，实施了种子包衣早播、新型
农机具宽窄行定穴播种、配方施
肥、统防统治等技术。”齐保卫说。

去年，绿丰花生研究所选育

的品种创下佳绩，多个品种亩产
超过千斤。今年试验田又传来丰
收喜讯，七家子镇七家子村和付
家镇大地村种植的辽集花 4 号、
曲家店镇王药铺村种植的改良
308，百亩试验田亩产分别达到
1072斤、1038斤和1054斤。

“花生亩产破千斤，按照往年
价格，每亩收入可达3500元，纯收
入超过1700元，效益十分可观。”
曹敏建表示，他们将通过高产试
验田的辐射带动作用，指导更多
农民开展规范化生产，进一
步推动花生全产业链发展。

“良种+良技”花生亩产破千斤
本报记者 王晓波

国庆节假期，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古城子村百亩辣椒田迎来
大丰收，村民在田间忙碌，筹备采收。据介绍，辣椒采收后，可为当地
村民增收近百万元。 陈树斗 本报特约记者 杨 兵 摄

辣椒红 日子火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国庆
节假期，全省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样、
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加大优质产品
和服务供给，做大做优“山海有情 天
辽地宁”旅游品牌，持续拉升辽宁文旅
市场人气热度。携程、美团等多家平
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日至4日，我
省旅游接待规模位列全国前十，文旅
消费规模位列全国第十一位。

据统计，截至10月4日15时，国庆
节假期第四天全省共接待游客855.8万
人次，同比增长12.3%，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53.1亿元，同比增长13.2%；国庆节
假期前4天全省共接待游客3266.8万人
次，同比增长19.8%，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217.9亿元，同比增长21.6%。

全省7家5A级旅游景区4日当天接
待游客22.31万人次，同比增长5.0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949.08万元，同比
增长0.63%；前4天累计接待游客75.08
万人次，同比增长16.86%，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6457.16万元，同比增长11.9%。
连日的好天气让本溪枫叶红得愈

发绚烂。本溪市重点景区均迎来今年
以来最大游客量，关山湖风景区在原
有野人谷等互动表演持续火爆的基础
上，引进国内首家150米“空中魔网”；
天龙洞开展满族快闪秀、满族婚礼迎
亲仪式，让游客感受满族特色魅力。

在锦州，以“畅游山海 欢庆华诞”
为主题的古塔游园会及“古塔好市”非
遗、美食、文创市集精彩呈现，古塔光影
秀、水幕音乐喷泉等让人流连忘返。北
镇第二届闾山旅游节精彩开幕，登山
赛、巡演秀令游客目不暇接，沉浸式体
验“镇山福地 丰饶北镇”。

阜新推出精选线路，带大家领略
海棠山的红叶盛宴、乌兰木图山的秋
日壮景、黄家沟的丰收喜悦与德力格
尔草原的辽阔无垠。查海遗址距今已
有 8000 多年历史，被誉为“中华第一
龙”的“石堆塑龙”，吸引了众多游客。

我省旅游接待规模位列全国前十

过去看病，需要带着各种就诊
卡，想挂专家号，天不亮就得到医院
排队。如今，坐在家里打开医院公
众号，就能分时段精准预约专家号，
等时间快到了再去医院就诊、付费、
取报告……整个就医过程，一部手
机搞定。

全新的就医场景，得益于智慧
医疗的加快推进，更得益于健康辽

宁建设“加速跑”。
健康是幸福之基。为让人民群

众就医更便捷，健康更有“医”靠，我
省大力推动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
展，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
聚焦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布局工程、
公共卫生能力提升工程、中医中药
强省工程、特殊人群健康保障工程、

数字健康智慧医疗工程五大工程，
“强基层、建高地、优服务、转作风”，
蹄疾步稳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升百姓健康获得感。

百姓看病最希望的是在“家门
口”就能看好，为此，我省以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优化乡村
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加强县域内资
源整合和优化配置，改善基层基础
设施条件，构建起优质高效的新型
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织密织牢
健康服务网底，提升县域综合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如今，全省 46 个县

（县级市、有条件的市辖区）均已开
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百姓小病小痛
不用再跑大医院，就近就能享受优
质医疗资源。

为进一步提升疑难危重症诊治
能力，近年来，我省致力于打造全国
医疗卫生高地。按照国家规划部
署，积极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
国家综合类医学中心，遴选确定8个
省级综合类区域医疗中心。清单
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实施健康辽
宁重点项目113个，带动全省医疗服
务能力均衡发展。（下转第二版）

看病更便捷 健康有“医”靠
本报记者 王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