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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观察

新华社贵阳 9 月 16 日电（记
者 郑明鸿 施钱贵 ） 提质升级的
运动赛道蜿蜒盘桓于群峰之间，
放眼望去， 不时可以看见骑自行
车或跑步的游客。 赛道沿途的农
家乐、民宿和民房等，与稻田、绿
树交相辉映。 这是记者日前在贵
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

义市万峰林街道看到的场景。
万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罗亚军介绍，20 余公里
长的跑道将沿途 11 个村和社区
连接在一起， 并将沿线的业态融
入到赛道里。

贵州省山地运动资源丰富 ，
举办各类体育赛事和打造户外运

动基地等， 为贵州的乡村发展汇
聚了人气、注入了活力。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笃

山镇安龙国家山地户外运动示范

公园，游客可以体验攀岩、越野、
皮划艇、登山和徒步等户外运动。
当前，村里已有 10 多家农家乐和
民宿开业，黑木耳、腊肉和包谷饭
等土特产受到游客的青睐。

遵义市余庆县松烟镇二龙村

位于贵州省北部，2008 年以来，该
村已举办了 13 届山地自行车赛。
经过 10 多年的培育和打造，逐步

打响了“骑游小镇”的品牌，先后建成了骑游广
场、足球场、攀岩基地等，并入选了 2022 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二龙村党支部书记陈小庆介绍，当地依托
山地茶园和田园风光， 吸引游客前来观光、骑
游，年均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山地自行车赛
给村里带来了游客，茶叶等特产很好卖。 ”村民
李天忠说。

在贵州黔南州荔波县，当地政府依托喀斯
特地貌，引入社会资源打造了三层洞户外运动
基地，为游客提供丛林徒步、攀岩和洞穴探险
等体验项目。 2019 年 7 月投入运营以来，该基
地每天可接待游客四五十人，旺季时可达两三
百人，带动了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还给当地
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乡村篮球大赛的走红，让黔东南州台江县
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去年 7 月以来，借助乡
村篮球大赛游客流量， 当地创建了 2 个 AAAA
级景区，提升改造了多个 AAA级景点，一批闲
置低效旅游项目被盘活，餐饮、商超、民宿等产
业发展势头迅猛。

在台江县台盘村，全村建成几十个固定门
面、移动摊位、体验中心，给当地民族手工艺品
消费带来新的机遇。 在乡村篮球大赛球场旁边
的文创产品店内，村宝宝、66 号篮球服、篮球、
钥匙扣等文创产品销量大增。

据统计， 在乡村篮球大赛带动下，2022 年
下半年，台江县接待游客 91.02 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9.87 亿元。 2023 年上半年，台江县
共接待游客 117.83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8.54%，
旅游综合收入 13.19 亿元，同比增长 80.68%。

除了给村里汇聚人气、带来财气 ，拉动赛
事举办地餐饮、住宿和其他消费的增长，各类
体育活动的开展，还改变了村民的精神面貌。

今年 5 月以来，“村超”的走红，让贵州省黔
东南州榕江县声名远播，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到
榕江看‘村超’”成了不少人的选项。不少当地村民指
出，“村超” 的走红， 让他们对当地的发展更有信心
了。

新华社兰州 9 月 16 日电 （记
者 张文静 王铭禹） 由黄河流域科
学数据开放共享联盟打造的黄河

数据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开展服务，
助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

黄河流域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联盟于 2022 年底由中国科学院西
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黄河水利
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等国内

70 余家单位启动建设， 联盟以黄
河数据中心建设为抓手，通过建立
数据、计算与服务一体化的数据共
享平台，推进黄河流域科学数据实
现从被动共享到主动共享转变，为
黄河流域科学数据共享与应用提

供服务新模式。
目前，黄河数据中心已开展了

黄河流域科学分级分类、体系化科
学数据收集加工、 专题数据产品制
备， 初步构建了黄河流域水土气生

等自然科学数据、 人文社会经济数
据、各类研究模型资源，将有效支持
水土流失与治理、 河道安全与洪水
灾害分析、岸线生态保障修复、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新旧动能转换，以及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研究和决策

需要。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研究员 、国家冰川冻土
沙漠科学数据中心主任张耀南

介绍 ，接下来 ，黄河数据中心将
用区块链 、 计算分析服务等数
据安全技术 ， 在保障数据贡献
者各方权益的前提下 ， 探寻解
决数据安全 、 数据确权等长期
困扰数据流通利用的难题 ；通
过联盟的纽带作用 ， 共同打造
黄河流域大数据走廊， 促进黄河
流域东中西数据创新合作和数字

经济的互动融合发展。

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记
者徐壮 ） 记者 15 日从教育部获
悉 ，教育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
行、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
决定调整完善助学贷款有关政策。
根据通知，自 2023 年秋季学期起，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
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
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 1.2 万元
提高至不超过 1.6 万元； 全日制研
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

超过 1.6 万元提高至不超过 2 万
元。

国家助学贷款是利用财政金

融手段完善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

策体系的一项重要措施。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累计发放助学贷款 4000
多亿元，惠及 2000 多万学生，有力
支持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促进了教育公平。
教育部财务司负责人表示，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学费、基本生
活费等就学成本有所上升，学生及
其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和贷款需

求增加，需要进一步释放助学贷款
政策红利， 更好满足学生贷款需
求、减轻学生还款压力，助力学生
完成学业、更好就业。

通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有

针对性地开发完善手续便捷、风险
可控的研究生信用助学贷款产品，
并在贷款额度、利率、期限、还款方
式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

据介绍，2023 年已经提交贷款
申请或者签订借款合同的学生，可
根据实际需求，在新的额度范围内
向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申请增

加贷款金额。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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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奔波于水泥森林的人，难
免会滋生对自然山水的向往。城市
绿地就是在水泥森林间营造出的

一方山水，美化这方城市山水需用
心植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
行动起来，从种树开始，种出属于
大家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绘出
美丽中国的更新画卷。

城市的绿水青山不同于自然

山水，没有山川壮阔的形式，而追
求复得返自然的精神。让城市再现
绿水青山，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
其间， 是城市绿色发展的方向，也
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近年来
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有的城市绿
化出现走偏苗头， 对此需及时纠
正，尊重规律和自然，让城市再现
绿水青山。

城市增绿，山河添彩，做好绿
化这篇大文章需因地制宜，适地适
绿。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风格，这
与山水间的绿植紧密相连。有的城
市有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的气象，
有的城市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
风韵。凝心绘绿成就城市的绿水青
山，近年来城市里鸟语花香的口袋
公园、小微绿地、滨河步道，就是一笔
笔描画出的家门口绿色山水空间。

一方山川江河孕育一方风物，
达到生态、景观、文化协调统一，离
不开科学充分利用适当的乡土植

物。 比如有些地方适合种杨柳树，
同时要注意把针阔林比例结合好，

使之更符合生物链、 生态链要求。
城市中的青山绿水不能走偏，更换
贪洋求贵的树种，过度追求“四季
有花”、搞“形象工程”，这既破坏生
态，也造成巨大浪费。 有些不适合
本地的植物，在投入大量人力财力
后，或许能有一时花开似锦，却不
得长久绿荫如盖。 山川孕育、草木
生长有自己的规律， 江河两岸、湖
库周边要优先选用抗逆性强、根系
发达、固土能力强、防护性能好的
树种草种；在水热条件好、土层深
厚地区要优先选用生长快、 产量
高、 抗病虫害的优良珍贵用材树
种；而在居民区周边要兼顾群众健
康因素，避免选用易致人体过敏的
树种草种。

绿水长流，青山不老 ，通过积
极造绿，城市在时刻更新。 让城市
时时散发生机活力不能靠一次“大
树进城”，也不能靠一时“网红”树
种，而是人与自然在城市山水中融
于一体。 城市绿化的最终目标，就
是让人能步入山水之间，能观赏花
鸟之美，能在河畔运动休闲，能在
林间凝神沉思。

城市再现绿水青山，是以高品
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每个人都
在用行动塑造着现代化城市，城市
也在塑造着每天的生活。 一棵树，
一丛花，好的生活就掩映在绿肥红
瘦之间。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 黄河入晋第一村忻州市偏
关县老牛湾村，又迎来了忙碌的季节。 村民郭文生全
家一边忙着秋收，一边为游客准备可口的饭菜。

近些年，郭文生将自家的窑洞翻修一新，开起了
客栈，还新盖了 30 多间客房。“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
玩的游客住得满满当当。”郭文生说，他靠着旅游脱贫
致富，现在年收入有 10 多万元。

“老牛湾既有大河奔流的壮丽景观， 也是长城与
黄河‘握手’的地方。”老牛湾村党支部书记吕志国说，
来这里可以乘船游览黄河，也可以登临长城。 这几年
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 “旅游
饭”。“村里大大小小的农家乐开了 30 多家，规模大的
年收入 20 多万元，规模小的一年也能赚六七万元。 ”
吕志国说。

老牛湾村的生动实践，是山西黄河沿岸发展旅游
增收致富的一个缩影。 在山西，老牛湾、壶口瀑布、碛
口古镇等各具特色的景点让人流连忘返，沿河的好风
景正在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好钱景”。

壶口瀑布是黄河的标志性景点。 每天清晨，山西
省临汾市吉县壶口瀑布景区就迎来熙熙攘攘的游客，
30 多名“本地摄影师”也开启了忙碌的一天，他们背
着专业设备忙着为游客寻找最佳拍摄地。

今年 51 岁的吕桂明是其中一名农民摄影师。 他
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1999 年来到壶口瀑布景区，给
游客拍照。 他见证了这里旅游业的壮大，壶口瀑布也
“见证”了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近年来，山西将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与长城、太行
一号旅游公路一起，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抓
手。其中，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全长 1238 公里，由主线、
支线和连接线构成的路网里程达 4176 公里， 连接沿
线 65 个 A 级及以上景区和 153 个非 A 级重要旅游

资源点，成为一条能够纵览山西沿黄风光的景观路。
吕梁市石楼县辛关镇前山村位于黄河一号旅游

公路边上。 村党支部书记马晋杰说，村里围绕黄河文
化、黄土风貌，目前已建成观景台、窑洞民宿等设施，
还引进黄河索道、旅游汽艇、采摘园等项目，重点发展
乡村旅游。

黄河旅游文化资源的不断挖掘，也吸引着人们返
乡创业。 临县的碛口古镇曾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渡
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有着“九曲黄河第
一镇”的美誉。 在碛口古镇，有不少返乡创业的年轻
人。 80 后张晋保是地地道道的临县人，近些年他以碛
口古镇为背景， 通过直播销售杂粮， 一年销售额近
600 万元。

自 2021 年 12 月黄河岸边的后土祠被确定为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之后， 周边的旅游业态一直在
不断地丰富完善。

三白瓜、凉粉河捞、猪肉拌菜、炸桑叶……下午两
点多，距离后土祠几百米的“脽上人家”民宿客栈的生
意依然很红火，当地特色饭菜颇受外地游客欢迎。

经营客栈的王晓哲告诉记者，她在后土祠附近的
一个村庄出生，大专毕业后曾在深圳、西安等地从事
酒店管理相关工作。去年，她返回家乡，负责管理她姑
姑创办的这家民宿客栈。 “我们的客栈住宿房间有 33
间，最多能同时容纳近 300 人就餐，很受游客们的欢
迎。 ”王晓哲说。

谈到回乡工作的原因，王晓哲说，家乡环境好，工
作惬意， 最重要的是沿黄河景区的基础设施日渐完善，
黄河流域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风景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内

外游客前来游览。 “我相信这里的旅游业一定会发展得
越来越好。 ”王晓哲说。

新华社太原 9 月 17 日电

好风景变好日子
新华社记者 魏飚 王学涛

———山西沿黄旅游一线见闻

9 月 17 日，滦州市滦城街道百信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田间使用机械设备收获花生。
近年来，河北省滦州市引导农民利用土质疏松、透水透气性好的沙质土壤优势，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种植高油酸花生，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据介绍，目前该市花生播种面积 20 多万亩，年产值达
4.8 亿元。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滦州：小花生成为富民产业“金豆子”

用心植绿 再现城市绿水青山
新华社记者 王亚宏

黄 河 数 据 中 心 上 线
助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

台前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后方支行经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濮阳监管分局核准，
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台前德商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后方支行

简称：台前德商村镇银行后
方支行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

行授权的业务。

批准日期：2023 年 9 月 5 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台前县后

方乡政通街 191 号
机构编码：S0059S341090008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濮阳监管分局

许可证流水号：00932174
发证日期 ：2023 年 9 月 15

日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 （www.cbirc.gov.cn）
查询。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濮阳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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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仅对广告进

行形式审查， 以上广

告所产生的后果由刊

登广告者本人（单位）

承担。

▲陈锋涛（身份证
号 ：
410621199506131510）
不慎将安全管理和作

业 人 员 证 （ 编 号 ：
410621199506131510）
丢失，声明作废。

▲张永刚（身份证
号 ：
41092219971105131
X）、 周丽娜 （身份证
号 ：
410922199102131322）
不慎将濮阳市金地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

房收据 （收据编号 ：
0021447； 开具日期 ：
2021 年 6 月 1 日 ；金
额 ：4521 元 ； 房 号 ：
35#-1-2702）丢失 ，声
明作废。

▲张永刚（身份证
号 ：
41092219971105131
X）、 周丽娜 （身份证
号 ：
410922199102131322）
不慎将濮阳市金地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

房收据 （收据编号 ：
0021446； 开具日期 ：
2021 年 6 月 1 日 ；金
额：311596 元； 房号：
35#-1-2702）丢失 ，声
明作废。

声 明

近年来， 山东聊城市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两大国家战略，全力推动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江北水城”名片愈发靓丽。

生态之变：江北水城满目新

初秋时节，聊城市区内的百竹园翠如碧海，清风吹
过，翠竹摇曳。

“10 多年前，这里还是盐碱涝洼地，杂草丛生。 ”聊
城市禾木竹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钟道军说。

近年来，聊城大力推动实施“南竹北移”工程，探索
用竹林修复盐碱地，并将竹子广泛应用于景观、生态修
复和文旅融合等领域。 市里建起了以百竹园为主要栽
培地的 5 处竹种质资源圃，并在黄河沿岸、黄河故道栽
培竹林，打造沿黄竹林风景线。

聊城地处鲁西黄泛冲积平原， 由于历史上黄河数
次改道形成大面积黄河故道， 全市一半县市区是国家
级黄泛平原风沙重点预防区。 多年来，当地通过修河通
渠、水系连通，在全市编织起一张生态水网，构成了“江
北水城”的独特风貌。

近年来，聊城积极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大力开展防沙治沙、节水植绿。 2016 年至 2022 年营造
水保林 9212 公顷、经济林 3484 公顷，种草 30 公顷，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

同时，当地围绕“水”字做文章，坚持“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统筹水工程、水安全、水
生态、水环境一体治理，通过构建现代水网，完善防洪
灌排体系，促进水资源集约利用，绿色生态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

如今， 聊城生态水网滋养了一系列特色农副产品

品牌，“聊·胜一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势头强劲，“生
产 + 休闲”“生产 + 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今年上半
年，聊城经济主要指标增速连续两个季度高于全省，经
济发展正在实现由“量”到“质”的深刻转变。

文化之变：以文促产谱新篇

走进东阿县中国阿胶博物馆，馆内珍藏的道光、咸
丰年间的贡品阿胶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阿胶世界
体验工厂内，透过玻璃可直观看到阿胶熬制、擦胶、包
装等制作步骤，游客还可以根据口味喜好，定制个性化
产品……

“健康 + 养生” 理念下的阿胶工业旅游日渐火热。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新华介绍， 东阿阿胶
打造中国阿胶博物馆等多处旅游景区， 使阿胶成了旅
游 IP，让顾客变游客，游客变顾客。今年上半年，东阿阿
胶接待游客约 100 万人次，预计全年可达 200 万人次、
实现收入 2 亿元。

在东昌府区古城内，特色博物馆鳞次栉比，契约文
化博物馆、婚俗博物馆、纽扣博物馆……目前，聊城已
实现县级博物馆全覆盖， 一大批非国有博物馆引得游
客纷至沓来。

在堂邑镇，沿街商铺里各式各样的葫芦煞是喜人，
有的“个矮”，有的“肚圆”，还有的柄长近半米。 在这里，
葫芦还被制成乐器、酒具、花瓶等。 堂邑镇镇长杜春燕
说，辖区内及周边葫芦种植面积 1.2 万余亩，葫芦产业
年产值可达 8 亿元。

聊城市文旅局二级调研员刘庆涛说， 聊城挖掘各
类文化资源以文促产，依托东昌古城、东阿阿胶城、临
清宛园、莘县燕塔等打造了一批文旅商圈，黄河文化、

运河文化、红色文化等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交通之变：四通八达续繁华

交通不便曾经使聊城发展受到制约。 随着检测列
车快速驶过聊城西站，济郑高铁开通进入倒计时，届时
聊城到济南仅需半小时。 日益四通八达的交通，正为聊
城腾飞插上翅膀。

今天， 位于临清的鲁西国际陆港海铁联运集装箱
发送量位居山东港口内陆港之首。 临清市商务和投资
促进局副局长张绍山说， 鲁西国际陆港辐射冀鲁豫三
省五市，是 100 余家外贸进出口企业的“出海口”，货物
班列“临清号”东连海上丝绸之路，“鲁疆号”西接欧亚
大陆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聊城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南望中原、北倚燕赵，邯
济铁路、京九铁路“十字交汇”，德上、济聊馆、青银、青
兰 4 条高速公路“丰”字形贯通，8 个县市区全部通高速
公路，实现了与周边城市间 1 小时互通。 聊城市交通运
输局局长韩德振说，作为中西部资源进入山东、山东产
品和服务业进军中西部的“桥头堡”，聊城地位日益凸
显。

记者看到，在盖世物流园，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货车
正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目前园区入驻客户 800 余家，冷
库仓容 2 万吨，仓储面积 31 万平方米。 今年上半年，园
区货物吞吐量 295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9%。

韩德振说，聊城正努力打造一个现代化、立体化、
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加快推进公铁联运、铁水联
运等运输模式，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为打造山东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提供交通支撑。

新华社济南 9 月 15 日电

———山东聊城依托两大国家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见闻

江北水城看“三变”
新华社记者 杨守勇 张力元 邵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