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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报告指出，2024
年，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
和专门委员会聚焦“四件大事”、聚
力“四个创建”，积极通过提案建诤
言、出实招、聚共识。一年来，共收
到提案411件，经审查立案399件，

办复率100%。2025年提案工作将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质
量、讲求实效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提高提案质量，强化办
理质效，提升服务质量，推进提案工
作高质量发展。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旦科、坚
参、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王
峻、张延清、江白、唐明英、刘柏呈、
李文革、孙献忠、甲热·洛桑丹增、罗
梅、张洪波、郎福宽、韦秀长、徐志
涛、旦巴、次仁平措、张利、次登、夏

克勤等。应邀列席本次会议的有：
住藏全国政协委员；不是自治区政
协委员的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本
次会议还邀请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
馆总领事拉克西米·普拉萨德·尼罗
拉旁听会议。

（上接第一版）曲水县坚持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专职人民
调解员、律师等力量参与矛盾纠纷
化解，依托矛盾纠纷“四步工作
法”，实现了矛盾纠纷有效分流、及
时调处、形成合力。2024 年，曲水

县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84件，县乡
两级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共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171 件，涉及群
众 1300 余人，涉及金额 3249.08 万
元，同年曲水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被评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

体”。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功能，确保法律援
助、人民调解、法律咨询、公证服务
等基本服务以及社区矫正中心等
拓展职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加

强与公检法相关部门的联动，整合
社工、民政等部门资源，形成法援
工作合力，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
群众都能获得及时、有效、优质的
法律援助服务。”曲水县司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张高洁告诉记者。

曲水县：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 1300余人拿到逾3000多万元

（上接第一版）人享其行、物畅
其流，离不开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加
速构建。

聚焦“联网、补网、强链”，开年
来一批重大项目加紧推进：平陆运
河马道枢纽项目已进入船闸主体结
构全面施工阶段，中交二航局第四
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团队抢抓旱季施
工黄金期，预冷混凝土单日浇筑量
达到 16409 方，创造同类型混凝土
日浇筑量世界纪录。

浙江宁波地下62米，世界最长
海底高铁隧道——甬舟铁路金塘海
底隧道掘进现场灯火通明，中铁十
四局“甬舟号”盾构机即将完成第4
次地层转换，进入全断面硬岩地层
……

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兼综合规
划司司长吴春耕表示，交通运输部
门谋划实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
骨架联通提质工程等，将使中西部
地区的交通可达性与东部地区的差
距逐步缩小，区域交通一体化不断
向纵深迈进，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
新动力。

电力：西电东送 保障能
源供应

西南深山，电力工人在百米高

空“走钢丝”安装间隔棒，让导线保
持安全距离；中部平原，机械设备在
占地约360亩的终端换流站忙碌作
业，电缆敷设量超过1100公里……
眼下，近万名建设者正齐心协力，加
快建设金沙江上游至湖北±800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途经西藏、四川、重庆、湖北等
省份，全长1901公里的金上至湖北
特高压，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工程建成后，将汇
集金沙江上游的水电、风电、太阳能
发电，瞬息之间把电力送至数千里
之外的湖北，每年可向华中地区送
电约400亿千瓦时。

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的基础保障，关系国计民生、千家万
户。由于我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
西部和北部地区，水能资源主要集
中在西南地区，东部地区的一次能
源资源匮乏、用电负荷相对集中，能
源资源与电力负荷分布的不均衡决
定了“西电东送”的必要性。

电从西部送到东部，横贯数千
公里，必须走“高速公路”，这就得靠
特高压输电工程。

放眼全国，甘肃至浙江±800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宁夏至湖
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哈密至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一条条“电力高速公
路”连接起能源基地与负荷中心，为
促进区域发展“出力添绿”。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底，我国已建成投运39项特高压交
直流工程，跨省跨区输电能力超过3
亿千瓦。在特高压工程的加持下，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由 2012
年的 3.13 亿千瓦增加至 2023 年的
15.16亿千瓦，增长3.8倍。

“如今，一张以西北、西南区域
为送端，华北、华东、华中为受端，
以特高压电网为主网架、区域间交
直流混联的‘西电东送’电网已成
形。”国网能源研究院专家汤广
瑞说。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
设。记者观察到，开年以来，各地新
能源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清洁
能源在“西电东送”中的比例不断增
加，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助
力区域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前不久，位于宁夏银川市灵武
市的国能灵绍直流配套200万千瓦
复合光伏项目南区100万千瓦并网
成功，标志着该项目 200 万千瓦全
容量投产发电，宁夏“西电东送”再

增“沙戈荒”绿色电源。项目总占地
面积 5万多亩，全容量投产后每年
可为浙江地区提供绿能 34 亿千
瓦时。

千里之外，四川也传来好消
息。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流
工程——川渝 1000 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日前建成投运，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再添新“能”。

工程投运后，我国西南电网的
主网架电压等级从500千伏提升到
1000千伏，每年最大可从川西等地
向四川、重庆负荷中心输送清洁电
能350亿千瓦时，相当于近1000万
户家庭1年的生活用电量。

随着一个个重大工程的建成启
用，电力动脉翻山越岭、畅通无阻，

“西电东送”工程的脉络在中国版图
上不断延展，区域发展的安全之基
不断夯实。

算力：东数西算 释放发
展活力

新年伊始，在国家数据中心集
群（甘肃·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
区，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正酣，全国算
力“一张网”加速织就。

“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强大的
政策引力和资源集聚效应，我们承
接沿海算力需求的网络基础已全面
形成。”中国移动甘肃公司庆阳分公
司总经理陈长流告诉记者。目前庆
阳到长三角地区网络传输时延在12

毫秒以内，到粤港澳地区时延在15
毫秒以内，到全国重点城市实现“一
跳直达”。

放眼全国，各地主动作为、干劲
十足，算力资源布局不断优化，持续
激发区域发展活力。

在内蒙古，日前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国家枢纽节点（内蒙古）和林格
尔集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
台上线运行，为内蒙古、京津冀、长
三角、川贵渝地区数据互联互通架
起桥梁。

在广东韶关，总投资50亿元的
腾讯粤港澳大湾区（韶关）智算中心
项目近日开工，目前韶关已成功引
进数据中心项目超过20个，为行业
企业智能化转型提供充沛算力资源
……

随着“东数西算”工程深入实
施，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八大枢纽
节点建设提速加力。截至 2024 年
三季度末，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
模超过 211 万架，机架数同比增长
超过100%。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说，
“东数西算”工程构建了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络布局，推动东中西部算力
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国家枢纽节
点算力资源供给与各地区算力需求
高效匹配，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释
放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乘数效
应”。

面向2025年，我国将大力实施

“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建设。国家数据局提出，2025
年底，国家枢纽节点地区各类新增算力
要占全国新增算力的60%以上，国家枢
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使用绿电占比要
超过80%。

东西部地区算力资源分布更趋均
衡。不少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数据产业，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眼下，青海正围绕数据标注、绿色
算力、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积极培育发
展新动能。“不久前，我们在海东市落地
了数据标注基地，将开展人工智能基础
数据加工、标注、训练等业务，利用好当
地的冷凉气候先天优势，打造‘海东样
板’辐射周边地区。”百度副总裁谢广
军说。

浙江温州发挥数据技术、资源和资
金优势，着力打造建设“数安港”，设立
100亿规模科创基金和10亿规模的数
安基金扶持数据初创企业；宁夏、甘肃
等地发挥算力资源优势，深度融入国家
战略布局，加强与东部省份合作交流
……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表示，将
推动建立东中西部联动机制，发挥东部
地区对数据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引领
作用，加快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突破，培
育具备产业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加
强相关政策配套和资源倾斜，打造一批
协同互补、特色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数据产业集聚区。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138 100000

2 9 2 5 5

26,173 1040

346

173

37,477

0

2 9 2

25018

1,241

36,856

1,026,856

21,921

3000

300

200

100

7

0

132

50

0

94,439

75,551

279 10000

10,000,000

1,208,994,728.86

15

5

44,702

10,191,393

25008

01 05 07 13 35 05 12

294,869,971.24元

00

96,895

3000

500

30

5

5

17

1,096

17,098

499,300

109 100000

7 3 4 2 6

34,111 1040

346

173

0

61,289

1 1 3 8 2 4 + 10

25008

7 3 4

2025 193

25019

前几日黑龙江省两会期间，黑
龙江省政协委员、哈尔滨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教师吴菲，表达
了对学校滑冰馆的期待。

“哈体院的室内滑冰馆是亚冬
会冰球赛场，比赛结束后，学校将拥
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日常教学训练场
地。”吴菲说。

吴菲所说的滑冰馆为迎接亚冬
会，经历了专业改造升级。这不仅
避免了新建场馆，节约了成本，还改
善了学校的冰雪运动设施。

亚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合生
介绍，第九届亚冬会冰上项目全部
利用原有场馆及设施，在制冷、除
湿、照明、采暖、网络等功能方面提

升改造，而赛后各场馆将以更高标
准、更好环境、更完善的功能向社会
开放。

过去一年多，第九届亚冬会组
委会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的办赛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高标准高质量高效
率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目
前仍有运动员在进行日常训练，不
久后这里将举办亚冬会速度滑冰、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的比赛。黑龙
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维修改造项目总
工程师吴献介绍，中心内的场馆建
设年代比较久远，其中速滑馆是
1995年在露天场地基础上建成的室
内速滑馆，第三届亚冬会的速滑比

赛当时就在那里举行；速滑馆旁边
的综合馆是1983年建成的。

为了第九届亚冬会，这些场馆
“旧貌换新颜”。

“我们对速滑馆的屋面和外墙
体进行了改造，增加了保温和防水
性能，同时对场馆的场地照明灯光
也进行了升级。此外我们还增加了
制冷系统的制冷量并增加热能回收
装置，场馆的节能水平得到很大提
升。”吴献说，他们还用电动型浇冰
车取代燃油型浇冰车，使场馆的绿
色环保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此外，本次亚冬会将实现历史
上首次比赛场馆及配套设施改造建
设、测试赛及正赛期间100%绿电供
应。亚冬会执委会运动员服务部环

保专班负责人刘庆辉介绍，风能、太
阳能等绿色能源在赛时将源源不断
供应各个场馆，保障场馆的用电需
求。

“在场馆改造方面，我们还严格
筛选优质的材料供应商和品牌，建
立了经过环保检测的环保材料白名
单，保证改造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全
部为环保建材。同时尽可能使用铆
钉结构或拼接结构，尽可能不使用
胶黏剂。”刘庆辉介绍，执委会还引
入新能源汽车，保障赛事期间的用
车需求。

执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绿
色”不仅是办赛理念之一，也将对日
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新华社哈尔滨1月18日电）

一届简约、绿色的亚冬会体现在哪里？
新华社记者 王君宝 何山

冰雪美景吸引游人，冰雪产业拔节生长……这个冬
天，借冰雪“火热”态势，黑龙江持续深挖冰雪资源优势，
依托深厚工业底蕴积极创新，推动冰雪产业升级，打造
经济新增长点。

新设备安装、调试，老设备检修、维护……冰雪季到
来，哈尔滨鸿基索道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庄宇十分忙
碌，足迹遍布西安、武汉、乌鲁木齐、石家庄等地。冰雪
运动不断升温，不少地方兴建大型滑雪场，公司生产的
滑雪输送机、滑索等冰雪装备畅销。

“‘冰雪热’带动上下游产业共同发展，冰雪装备制
造市场需求激增，企业规模和生产效益有所提升。”庄宇
说，企业不断探索新材料、新技术，注重以科技提升产品
质量，赋能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销售额同比增
长20%左右。

冰雪消费火热，庞大的市场规模带来对冰雪装备的
新需求。黑龙江冰雪装备产业根基深厚，以冰刀、索道、
滑雪板等为代表的冰雪装备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能力
和市场占有率上不断提升。

近期印发的《黑龙江省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
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到 2030
年，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融合发展，构建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北方冰雪经济引领区。

在“奥运冠军之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百凝盾运动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全力以
赴推进生产、改进工艺。

“我们提前一年就开始为亚冬会做准备，对产品进
行全面升级，确保满足世界级比赛标准要求。”七台河百
凝盾运动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帅说，百凝盾将更
多精力放在定制化服务上，根据运动员脚型专门定做，提升材料的包裹性和
透气性，帮助运动员提升滑行速度。

“尔滨”火爆出圈效应，为黑龙江打开招商引资新大门。当地积极开创
跨界合作新模式，为冰雪产业注入新活力。

不久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时装秀”在哈尔滨上演。夜幕下，模特身
着带有“尔滨”元素的羽绒服在浪漫的索菲亚广场走秀，吸引不少目光。设
计师从哈尔滨人文与历史中汲取灵感，打造出“城市系列”羽绒服饰，彰显哈
尔滨的城市文化特质和冰雪文化内涵。

“作为首款城市联名羽绒服，产品在外观设计上别出心裁，引入了松花
江、中央大街等地域文化元素。”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品牌管理中心总
监李闯介绍。

2025年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冰雪经济引领区，推动
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打造世界级冰雪旅
游度假胜地和冰雪经济高地。加快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总
部基地、冰雪装备产业园、数字冰雪体育产业园等项目建设。

眼下，冰雪大省黑龙江正在强链、补链、延链上持续攻坚，助力“尔滨效
应”持续转化为冰雪经济发展新动能。 （新华社哈尔滨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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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力、电力、算力跨域联动畅顺经济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