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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百年历史的巴克图口岸，坐落

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的塔城市，

毗邻哈萨克斯坦，向西联通中亚、西亚、

俄罗斯以及欧洲各国，是我国通往中亚

至欧洲各国的重要通道。

塔城市巴克图口岸文化展示馆，一

块产于清代、由羊皮包裹的茯砖茶在展

柜中，无声讲述着这座商埠重镇的往日

繁华。有文字记载，塔城商人18世纪就

从事对外贸易，我国茶叶、丝绸由此转运

国外，“从谢米至塔城驼铃络绎不绝，蹄

轮交错于道”。

如今，驼铃声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

之的是重型货车的轰鸣声。一辆辆满载

水果蔬菜、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的大型

货车，从巴克图口岸国门进进出出，塔城

也因此进入发展快车道，百年口岸续写

丝路开放新篇章。

67岁的维吾尔族老人阿地里·阿不

都热合曼是塔城地区口岸管理委员会退

休职工，被当地人称为“口岸通”。去口

岸国门转一转、看一看成了他的习惯，

“每次去口岸都有新变化”。

“新”体现在速度。“三四十分钟就能

通关，蔬果早晨装车，下午就能送到哈国

超市。”塔城市利凯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于新立说。2013年12月，巴克图口岸开

通中哈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塔

城海关适时调整监管与服务手段，兼顾

“管得住”和“通得快”，不断优化通关流

程，货物通关时间由原来的1小时左右，

缩减至目前的30分钟左右。

果蔬不耐储存，加快通关速度，节省

货运时间，有助于使果蔬在最佳状态下

抵达市场，于新立的生意因此越做越

大。“现在，我在国内发展了 280 多个生

产合作基地，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起

44个营销网点。”他说。

“新”体现在产业。除了瓜果蔬菜及

日用百货等常规出口商品，巴克图口岸

近年来在风电设备出口方面势头正猛。

“截至目前，今年已向哈萨克斯坦出口

30支叶片，10台主机。”三一（塔城）风电

设备有限公司行政业务经理王紫瑶说。

2020 年 12 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新疆

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后，巴克图口

岸加速从单一“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

转型升级，交通物流枢纽“变身”生产制

造加工地。

“厂房距离巴克图口岸只有几公里，

出口条件便利，仅运输成本就降低近一

半。”王紫瑶介绍，公司是新疆塔城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引入的首批企业之一，

可实现年产值约 20亿元，提供 400个就

业岗位。

在三一（塔城）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不

远处，中国水电四局（塔城）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与塔城市金风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同样热火朝天地加工生产风机塔筒、风

机主机。

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管委会工

作人员徐嘉佑介绍，今年试验区有43个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逐渐完善的基础设

施与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吸引越来越多的

企业落户，仅试验区先行发展区内已落

户63家企业。

“新”体现在心劲。“边民互市是国

家给我们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符合

条件的群众每天有 8000 元的免税进口

商品额度，让边民参与到贸易中。”塔

城地区口岸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存鹏告

诉记者。

张小平是塔城市一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负责人，合作社目前有边民355人，

借助免税进口商品额度这项优惠政策，

他合作社的边民可从一单货物中获得货

物价值 1%的收益，“以往只有贸易公司

做边境贸易，边民只能从事开车、扛麻袋

等工作，有了这个政策，边民多了一份收

入，与企业联系更紧密了，本地经济发展

也越来越好。”

11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签证

的协定》正式生效，这是新疆成立自由贸

易试验区以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推出

的最新出入境政策。“互免签证生效后，

中哈两国边境贸易往来更频繁，边民们

奔向好日子的心劲更足了。”张小平说。

近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患儿人数较多，孩子

们在患病期间往往是高烧加咳嗽，胃口较差，用

药治疗后可能还会出现呕吐等反应，不仅延长了

疾病的恢复时间，甚至还影响了一段时间的生长

发育。

家长们除了关注儿童用药之外，“肺炎支原

体感染期间，孩子到底该怎么吃？”也成为了临床

营养科医生近期门诊中最常遇到的问题。

针对家长提出的种种疑问，国家儿童健康与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马鸣表示，肺炎支原

体感染患儿的营养不可忽视，选择合适的食物确

实可以更好地帮助疾病恢复。

专家建议，肺炎支原体感染期间儿童饮食需

要把握这五条原则，均适用于急性期和恢复期：

一是保证充足的水分。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如

伴有发热的症状，丢失水分较多，所以肺炎期间

尽量多补充水分以及富含水分的食物，3-6岁患

儿每日饮水量600-800毫升，6-10岁患儿每日饮

水量 800-1000毫升，发热情况下可酌情加量，建

议温开水少量多次饮用。

二是补充充足的蛋白质。肺炎患儿伴有发

热、咳嗽等症状，能量消耗大，需要及时补充高蛋

白质食物，如乳制品、精瘦肉、鸡蛋、大豆及其制

品等。

三是饮食要清淡。肺炎期间，患儿消化功能

减退，建议尽量采取清淡、易消化的蒸煮等烹饪

方式，避免油腻，少食多餐。可选用半流质饮食，

如易消化的瘦肉粥、面条、馒头、馄饨等。

四是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维生素 C 可

以提高免疫力，抑制病毒合成，因此推荐摄入富

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水果。也可以多摄入富含维

生素A的食物，如胡萝卜、菠菜、番茄等，保护呼吸

道黏膜，预防感染。

五是合理补充微量营养素。反复呼吸道感

染，可给予补充维生素A、维生素D和锌等，帮助

患儿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提高防御能力，具体补

充剂量建议咨询医生。

马鸣提到，生病期间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油

食物、刺激性食物、生冷食物。如果孩子出现反

复呼吸道感染，体重下降 5%及以上，需要到临床

营养科、饮食咨询门诊、营养不良专病门诊等专

科就诊，给予精准个体化饮食干预，在营养师指

导下开具合理的膳食处方。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

尔山市明水河镇西口村，位于

大兴安岭南麓。

近年来，西口村与艺术结

缘，雕塑进村、彩绘上墙，艺术

和村民的生活、传统的非遗技

艺、产业发展融为一体。

眼下的西口村银装素裹，

但村民们不像过去一样在家

“猫冬”。董丽梅在家娴熟地

编着柳条，不一会儿，一个精

美的收纳篮有模有样，她的丈

夫则忙着给柳编工艺品装箱，

准备发给外地客户。

“从我奶奶往上三辈起就

开始做柳编，没想到，这些装

土豆的筐子、放水果的篮子，

现在成了艺术品，卖出了好价

钱。”董丽梅对记者说。

她介绍，天冷了，柳编工

坊的人们各自在家做工艺品，

每个人1个月能做100多件，增收1000多元。

今年夏天，西口村举办了“西口村艺会·2023
阿尔山乡村艺术季”，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

术学院等 10所艺术院校师生前来和村民们一起

进行艺术创作。“有老师们的指导，我们做出的柳

编更有艺术感了，销量更好了。”董丽梅说，她制

作的柳编不仅成为售卖的工艺品，还成为村里旅

游打卡点的雕塑。

“艺术不仅是用来看的，还能拉动经济创收，

村里现在成了艺术村，我们发展旅游更有信心

了。”董丽梅说。

西口村党支部书记包勇介绍，西口村过去是

老国有林区，全面停伐后一度失去支柱产业。村

民曾种过土豆，但一直形不成规模。加上气候、

交通等条件制约，这里曾经是阿尔山市最贫困的

地区。然而，西口村也有自身特色：农作物生长

慢，村民生活节奏慢，远离城市喧嚣，还有代代相

传的柳编工艺……于是，“慢种、慢养、慢生活”被

发掘成为西口村独特的旅游资源，成为当地产业

发展、乡村振兴新的抓手。

近年来，废弃的老村部被改造成看山观景

馆，老房子、旧庭院变成艺术展馆和沙龙，院墙外

则绘满了特色山水风光、人文故事……艺术元素

的加入，使乡村环境更美丽，催生出了美丽经

济。今年夏天，西口村接待游客达1.9万人次。

旅游业带动了农副产品的销售，以及柳编、养

殖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村民的日子一天天红火起

来。全村人均年收入从2021年的2万多元增长到

2022年的4万多元，集体经济也得到大幅增长。

被艺术“唤醒”的西口村，找到了发展的新

“钥匙”，走出了一条民俗、民宿、民居多元并举，

生产、生态、生活有机融合，共治、共享、共富相得

益彰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携手

国际鹤类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湖北秀湖植物园共同开

展的白鹤食源性水生植被——刺苦草种

源培育工作近日取得重大进展。科研人

员现场多次采样结果显示，位于江西南

昌市新建区昌邑乡昌北村西门自然村的

3.5亩样地，平均每平方米刺苦草冬芽含

量约 850颗，总量约 200万颗，是种植初

期每平方米9颗冬芽栽种量的90余倍。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极危

物种的白鹤，在鄱阳湖越冬时节以水生

植物的块茎为重要食物来源。刺苦草

是鄱阳湖水生植物体系中的优势种之

一，分布较广。近年来，高温干旱等极

端天气造成沉水植被退化，刺苦草等白

鹤“口粮”面临短缺危机。如不对其进

行恢复性培育，仅靠稻田、藕塘等“人工

食堂”作为补充并非长久之计，或影响

越冬候鸟食性和栖息生境。刺苦草种

源的成功培育，标志着通过人工方式扩

大白鹤食源种源储备取得阶段性成功。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每年

有数十万只候鸟来此越冬。据了解，江

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继续致

力于湖区植被恢复工作，服务于鄱阳湖

湿地生态修复，确保候鸟安然越冬。

村庄绿树环绕、村内干净整洁

……走进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鲁黑

村，大幅壁画引人注目，一些游客在

体验特色垂钓，和美乡村跃然眼前。

鲁黑村曾是发展薄弱村，村民

的凝聚力不强，发展思路也不明确，

村里的一些公益事业难以开展。近

年来，鲁黑村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吸

纳各方力量参与乡村治理，推动乡

村发展。

“推进乡村治理需要强有力的组

织保障。”村党总支书记方天花说，近

年来，为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

新选、调整5名村组干部，村两委班子

成员中有2人年龄不满35岁。

今年 28 岁的方兴杨是鲁黑村

党总支副书记，也是一名返乡青

年。2021年，有感于乡村振兴的号

召，他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村里，在

参加了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培训

项目后，积极投身和美乡村建设，助

力乡村产业发展。

过去鲁黑村人居环境不理想，

坑洼的土路尘土飞扬，旱厕里苍蝇

乱飞。近年来经过努力，道路成了

硬化路，旱厕成了水冲厕。

“党员干部带头干，才有今天的

成果。”方兴杨说，在改厕过程中，尽

管有补贴，仍有部分村民不想掏钱

建设户厕。为此，村干部带着设计

图、效果图挨家挨户做工作，改厕工

作得以顺利推进。

“村容村貌改善了，才能链上聚

人气的乡村产业。”方天花说，村里

结合乡村振兴试点试验示范项目，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突出民族

风貌特点，打造农文旅融合项目。

打造“微菜园”“微果园”；拆除

老旧危房，建设健身步道、绿化美化

区、连片特色夯土房……村里党员

干部在多方考察学习后，围绕“乡愁

记忆”主题，对村内景观、民居风貌

等进行提升改造，新建了一批旅游

休闲设施，让游客有打卡处，也让村

民看见发展方向。

近年来，鲁黑村通过举办“丰收

节”“烧烤节”及各类传统节日节庆，

带动餐饮、住宿等第三产业发展；通

过农耕文化体验、森林徒步、探险、

捡拾野生菌、野外体验等项目建设，

接待游客8.7万人次，旅游创收突破

1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从 2018
年的8000元增至去年的2.3万元。

与此同时，鲁黑村还依托高校等

资源，将竹林餐厅、露营基地等乡村

旅游项目从图纸规划落到实处。通

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让集

体与群众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断增加

集体收入，增强服务村民的能力。

“我们实现党建、振兴双促进。”

方天花说，鲁黑村已成昆明市小有

名气的村子，在吸引游客打卡的同

时，年轻人开始返乡建设和美家乡，

一些新业态也引进来，村内的传统

产业得到激活，实现了村容颜值靓

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的目标，大家

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百年口岸巴克图续写丝路开放新篇章

肺炎支原体感染期间，
孩子怎么吃才恢复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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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薄弱向振兴
——云南鲁黑村的
乡村振兴探索

鱼竿渔具产业是河北省肃宁县传统特色产业，现有相关企业1000余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年产值近30亿元。近年

来，肃宁县通过政策扶持、市场引导、管理升级等有效措施，帮助鱼竿渔具生产企业提档升级，研发中高端产品抢滩国际市

场，产品远销海外。图为河北省肃宁县一家鱼竿渔具生产企业的工人在整理产品。

河北肃宁：小鱼竿“钓出”国际大市场

白鹤“口粮”刺苦草在鄱阳湖
野外培育取得进展

近年来，中国城市信用建设取得了

哪些成果，将面临哪些新挑战和新趋

势？下一步，如何发挥信用示范区作

用，让信用成为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优势资源？在 11月 14日召开的中国城

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与会嘉

宾就以上话题各抒己见，共商城市信用

建设的现状与未来。

在信用建设年报发布环节，国家公

共信用信息中心主任门立群发布了《中

国城市信用发展报告 2023》。门立群

说，城市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信用探索创新最重要最活

跃的平台。“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各级城

市总体信用监测水平大幅提升，在政府

采购、招标投标、现场准入、资质审核等

领域信用建设不断加强。”

厚植信用根基、深化信用治理、创

新信用应用，信用示范区成为城市信用

建设的重要标杆。开幕式上，国家发展

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

小雁介绍了四批次信用示范区创建情

况。据介绍，目前全国共有 130 个信用

示范区，覆盖25个省份，呈现“地区分布

均衡化、覆盖区域下沉化、评审效果直

观化”三个新趋势。“未来，信用示范区

将着力企业服务、社会管理、区域合作

‘三个深度覆盖’，在一系列重点、难点

问题方面率先探索突破，助推全国城市

信用建设水平有效提升。”吴小雁说。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信用的

便利查询、应用与修复，对企业运行发展

至关重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信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家平建

议，要进一步加强商务信用体系建设，健

全市场化约束机制，强化对大企业失信的

惩戒力度，完善中小企业征信、风险分担

和风险补偿机制，高质量发展企业信用服

务行业，通过信用建设助力企业发展。

新华社作为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一直高度

关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政务诚

信建设。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

事长徐玉长表示，《2023 中国政务诚信

建设智库报告》指出，目前政府诚信建

设过程中还面临诸多挑战：如新官不理

旧账仍时有发生；部分经营主体反映政

府失信线索意愿不强；一些地方财力保

障不足，影响地方政府履约；依法性和

政务公开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

报告对中国政务诚信体系建设高质量

发展提出了十项针对性建议，促进政府

服务公信力提升。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大数据、区块

链、AI等数字技术为识别主体信用水平、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郑

州市副市长李黔淼介绍了郑州市数字信

用示范场景“郑好融”和“郑惠企”两个平

台建设情况。截至目前，“郑好融”平台

已服务用户超82万，解决各类融资需求

超 2.5 万笔，助力企业融资 296.2 亿元；

“郑惠企”平台已发布中央和省、市、区县

惠企政策1177条，惠企政策兑现项目203
个，汇集180万法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信

息，已向各经营主体线上推送相关政策

2.8万余条，累计兑现资金7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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