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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南纵深处，浪淘百转、壁立千仞，房山、涞水、
涿州三地在此交汇。80多年前，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干
部群众奋战在这高山激流间。

1944 年，由于叛徒告密，中共房涞涿联合县七
区区委书记晋耀臣被敌人抓捕。在押送晋耀臣的
20 多里路上，敌人将铅丝绳穿进他的锁骨拉着走。
晋耀臣忍着剧痛，高呼“共产党万岁”——牺牲时，仅
28岁。

2015年，晋耀臣入选民政部第二批600名著名抗
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沿着山谷里的涞宝路，钻进太行余脉的缝隙，蒲洼
村映入眼帘。依山势而建的巷道里，一处合院老宅几
经修葺，仍矗立半坡。1916年，晋耀臣出生于此。

“我姥爷上过私塾，有一定文化，帮穷人打赢过官
司！”晋耀臣的外孙刘殿新常回老宅看看，他虽未曾与
晋耀臣谋面，但从小就听姥姥讲“姥爷敢为穷苦人家
仗义执言”。1939年，晋耀臣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晋耀臣的革命足迹遍及房良联合县三区、七区、一
区，房涞涿联合县九区、七区等地。在担任区委书记
等职务期间，他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让山沟
沟里的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抗日组织。

动荡时局、险山恶水，党的工作怎么开展？抗日
统一战线如何壮大？

在房良联合县三区，晋耀臣经常召开村干部会、
绅士会、知识分子座谈会，团结爱国志士、开明绅士和
知识分子，还建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年自卫队等组
织；在房良联合县七区，晋耀臣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参
军、征粮、筹款，支援抗日。

然而，1940年发生了“房良一区事变”，叛匪与党内坏分子勾结，私通日
伪，致使党政干部40余人被捕、20人被杀。

事变发生后不久，晋耀臣被调至房良联合县一区开展工作。晋耀臣临危
不惧，于深山老林中与日伪军周旋转战，在各村警戒锄奸、消灭叛匪。他紧紧
依靠群众，严格培养年轻积极分子，发展了100多名年轻党员，在15个村重新
建立起党组织和村公所。战功显赫的晋耀臣被晋察冀边区授予“抗日英雄”光
荣称号，却也成了日伪军的“眼中钉”。

1941年6月，房良联合县与涞涿联合县合并为房涞涿联合县。1943年10
月，晋耀臣任中共房涞涿联合县七区区委书记。七区是通向深山腹地的咽喉
地带，经历了敌人疯狂的“扫荡”后，被强占为一处敌军据点。

1944年4月，因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晋耀臣的驻地。晋耀臣在郑家磨村
的桥头上，摔碎盒子枪，撕碎文件扔入河内，终落敌人之手。铅丝穿骨、开水浇
身、刺刀戳目……晋耀臣血骨铮铮，从容就义。

蒲洼村的老宅，再未等来归人。据《蒲洼村村志》记载，抗战胜利前后，这
里成为了一处兵工厂的地雷部，继续支持党的革命斗争。如今，兵工厂旧址被
列入房山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该地的革命见证。

2000年，房山区有关部门在坐落于十渡镇的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后山上
建立了平西抗日烈士墓。每年清明节，刘殿新会带着家人，去烈士墓祭奠
姥爷。

不止晋耀臣，这座墓园里，百名烈士英魂永驻于此。山脚下，从蒲洼村方
向流出的溪水汇入拒马河，拐了个急弯，奔向平原、大海。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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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这些经过精心挑选、
科学选育的林木已经漫山遍野。

“这几年拉萨周边山体的绿化
程度明显增加，野生动物也越来越
多。”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副书
记、局长格桑罗布介绍，南北山绿化
工程正式实施以来，已完成造林
107.93 万亩，栽植苗木 1.2 亿余株，
总体成活率 85%以上。在工程区，
马鹿、岩羊、狐狸、狼、猕猴等动物不
时出没。

看着满目苍翠的山峦，米久格
外自豪。他对自己曾经参与种植的
那些林木如数家珍，还想着今后让
后代们也来看看这片绿。

“我最初种下的那棵树，如今长
到 7 米多高。不知道咱们后代来
看，它会长到多大呢！”米久满是
感慨。

种下的不仅是树苗，也是关于
种植的经验。格桑罗布指着山上刚
刚种下的密密麻麻的树苗，介绍在3
年时间里从选苗到培育、从种植到
养护，不断摸索出来的经验方法。

“我们已经和高校合作，把这些经验
方法整合成适合推广借鉴的典型案
例。”

护住一片绿

一条小径蜿蜒在山体之上，险
峻处需手脚并用攀爬。这样崎岖的
路，泽仁巴西已经走了 4年。她是
拉萨城关区娘热沟南北山绿化工程
修复2号片区的一名绿化养护工。

“咱们啊，什么样的路没走过？”
她的语气很是平常，说自己的工作
无非就是挖坑、种树、浇水、养护
……

但她没有说的是——坑要挖在
陡峭贫瘠的山体上，一锹下去，可能
狠狠掘在岩石上，震得双手生疼；土
要从远处一点点运过来，背着筐和
篓，工人们在荒芜、陡峭的山上，生
生用脚踩出一条肉眼可见的路；水
一开始只能靠人举着管子一点点浇
……这份工作，泽仁巴西和工友们
就这样寒来暑往、日复一日地干到
了现在。

近两年，技术正在给泽仁巴西
减负。“只需要一分钟，无人机就能
将土运至山坡，不仅提高了运土效
率，还确保了施工安全。”她说。

在灌溉方面，工程应用了智能节
水灌溉设备等，不仅提高了水资源利
用效率，还避免了过度灌溉对土壤结
构造成的破坏。

这个以前不懂专业知识的姑娘，
在工作中渐渐成长为养树好手，对自
己所负责片区中的树了如指掌：“这
是油松、白皮松，那边是侧柏……”

像泽仁巴西这样的人还有许多。
截至目前，该工程已累计带动群众就
业 900万余人次、增收 29亿余元，有
效实现了生态与增收“共进”、增绿和
发展“双赢”。

共享一片绿

拉萨两岛生态公园内，柳树、紫丁
香、桃树、榆树、雪松、苹果、垂柳、国
槐……近40个品种的树木再次“安家
落户”。绿化工人每天定时定点为它
们浇水、除草、施肥，像呵护孩子一般
照看着这些“树宝宝”，让它们能够安
心在雪域高原成长。

位于拉萨河南岸的南山公园，是
拉萨的“网红景点”。受惠于南北山
绿化工程，这里树木林立，满目苍翠，
每天入园上山游玩的市民、游客有
3000至5000人，节假日可达1.8万人
次，已逐步形成集休闲游憩、旅游观
光、健身娱乐等为一体的打卡地。

…………
如今，拉萨市民可以享受绿意盎

然的生活。目前，拉萨市已建成13个
自然保护地，总面积达81.89万公顷，
湿地保护率达到 7%。今年，拉萨计
划实施19条生态廊道建设、6个口袋
公园提升，构建起“城在林中、村在绿
中”的全域生态格局。

增绿山川，绿满拉萨。这抹绿色
不仅种在山上，更种在群众心里——

“生态好了，生活就更美了，我们也会
更注意呵护身边的草木，让这片绿色
持续为生活增彩。”住在拉萨的冬查
老人不住感慨。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
化工程的长期生态效益正在日益显
现。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建成后，将
极大改善拉萨周边生态环境，增强区
域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据初步测算，
年均可新增储水约 4980 万吨、固碳
22.91 万吨、释氧 19.3 万吨、保肥 2.71
万吨，年生态价值14.85亿元。

（据《人民日报》）

绿 满 拉 萨 南 北 山

新华社北京 7月 21日电（记者
魏弘毅）记者 21日从水利部获悉，
水利部近日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
告 2024》。报告显示，2024 年全国
节水水平进一步提升，节水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我国用水总量强度双控持续
深化。根据报告，2024 年全国用
水总量较 2023 年增加 21.5 亿立方
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按可比价计
算 分 别 较 2023 年 下 降 4.4% 和
5.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

升至0.580。
行业领域节水成效显著。2024

年全国农业用水量较 2023 年减少
24亿立方米，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 1635.8 万亩；全国工业用水量较
2023 年增加 0.8 亿立方米，其中火
（核）电工业直流式冷却用水量较
2023年减少12.5亿立方米。

非常规水利用规模不断扩大。
2024 年全国非常规水利用量为
251.6亿立方米，较2023年增加39.3
亿立方米。其中再生水利用量为
212.2亿立方米，较2023年增加34.6

亿立方米。
重点区域节水控水深入推进。

按可比价格计算，2024 年黄河流
域、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长江
经济带等重点区域万元国内生产总
值用水量较 2023 年下降 3.5%至
4.8%，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3年下降0.5%至6.8%。

重点领域节水迈出新步伐。
2024年，发布28个用水产品、69家
重点用水企业、13个工业园区、200
家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水利部公
布10个水预算管理试点地区，16个

省级行政区公布37个省级水预算管
理试 点 地 区 ；重点监控 用水 单位
17372 个，实际用水量 1960.9 亿立
方米。

节 水 产 业 和 科 技 蓬 勃 发 展 。
2024年发布节水领域成熟适用水利
科技成果5项；国家水权交易平台开
展水权交易 11312 单、交易水量 13.7
亿立方米；实施合同节水管理项目
687 项；25 个省级行政区开展“节水
贷”金融服务，发放贷款1121.3亿元；
479 家企业获节水产品认证证书
1233张。

报 告 显 示 我 国 节 水 水 平 进 一 步 提 升

眼下，江苏多地的菱
角进入采摘期，菱农忙着
采摘菱角，供应市场。

这是 7 月 18 日，江苏
省泰州市海陵区华港镇桑
湾村的菱农划着菱桶采摘
菱角（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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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科创板将迎来六岁
生日。六年来，这个资本市场改革
的“试验田”不断开花结果。从芯片
国产化到新能源出海，从生物医药
突破到AI赋能千行百业，科创板企
业以年均超 10%的研发投入占比，
跑出了科技创新的“中国加速度”。

科创板企业“硬科技”成果
不断涌现

7月 3日，两家科创板创新药企
业传来重大突破——

百利天恒自主研发的新药伦康
依隆妥单抗完成了治疗鼻咽癌Ⅲ期
临床试验；迪哲医药新药舒沃哲的
上市申请正式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FDA）批准。

这两项突破，既是科创板“硬科
技”实力的印证，也是科创板不断支
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出体现。

自2019年 7月 22日开市以来，
科创板支持和服务科创企业的能力
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走进位于上海的中微公司展
厅，一排排发明专利证书展现了这
家科创板企业的研发实绩。

“截至今年3月底，公司已累计申
请专利2941项，其中八成以上是发明
专利。”中微公司董事长尹志尧说，近
年来，公司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新
产品研发周期显著加快，只需两年或
更短时间就可开发一款新产品。

在科创板，中微公司这样的企
业并非个例。2024年，科创板公司
研发投入达到1681亿元，是2024年
板块归母净利润合计的三倍多。同
时，科创板研发人员约 24万人，占
员工总数的近三成。

随着创新要素持续投入，科技
成果转化效能愈益显著——

三成科创板公司的产品或在研
项目在行业内具有首创性，超八成
公司核心产品瞄准进口替代及自主
可控；

35家公司在细分行业或单项产
品上排名全球第一，124家排名全国
第一；

138家次（81家）公司牵头或参
与的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等重
大奖项；

累计形成发明专利超12万项，
平均每家公司拥有发明专利数量达
到216项；

…………
“科创板为科创企业提供了一

个更加开放、包容、高效的资本市场
环境。”海光信息总经理沙超群说，
除了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科创

板还通过政策创新、市场认可和产
业协同，帮助企业实现长期高质量
发展。

如今，科创板新质生产力集群
逐步发展壮大。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负责人介
绍，在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公司占比超八成。同时，一批上市
公司正持续推动前沿技术发展和产
业变革，面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
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加快布局。

制度“试验田”助力科创企
业成长

“科技创新是不可预期的。”在
上交所有关负责人看来，我国科创
企业要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

“领跑”，需要更强的包容性适应性，
促进资本的长期陪伴、营造良好的
政策环境。进一步深化科创板改
革，就是要使科创板和注册制效应
不断放大。

以丰富灵活的资本工具不断赋
能科创企业做优做强——自设立之
初，科创板就承担起改革“试验田”
的使命。

2021年 12月，百济神州以一次
性募集资金 211 亿元，创造科创板
开板以来生物医药企业募资额的最
高纪录。

科创板的上市机制和包容性政
策，使百济神州及一批产业链企业
得以高效融资，为后续加速技术研
发和产能扩张储备了充裕资金。公
司自主研发的抗肿瘤药物泽布替尼
目前已在全球75个市场获批，成为
中国创新药“出海”的生动写照。

通过科创板，众多优质科创企
业敲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目
前，589家科创板上市公司IPO和再
融资募集资金合计超 1.1 万亿元。
科创板已成为“硬科技”企业的上市
融资“首选地”。

人才是科创企业保持创新力和
生产力的关键。

作为我国领先的测试设备研发
制造商，华兴源创的研发人员占员
工总数约40%。在华兴源创董事长
陈文源看来，高端技术人才是科创
行业的稀缺资源。

2019年上市后，华兴源创通过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续加
大对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
力度。“科创板的股权激励机制有效
帮助企业留住核心人才，促进企业
长远发展。”陈文源说。

开市六年间，从发行、上市、交

易、退市、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础
性制度，再到股权激励创设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股份减持创设询价转
让制度，一系列制度创新相继在科
创板落地、生长，并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为更多改革提供借鉴。

“科创板的改革探索充分考虑
行业特性和企业需求，拓宽了企业
融资渠道，加速了产业链整合。”华
泰联合证券董事长江禹说，这让资
本能够更高效赋能科技攻坚，助力

“硬科技”企业不断取得突破。

畅通“科技-产业-资本”良
性循环

今年4月，迪哲医药顺利完成定
增融资，成为科创板首单适用“轻资
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完成再融
资的未盈利企业。17.96 亿元募集
资金将用于加速核心产品研发和布
局自主研发生产基地。

迪哲医药的14家定增对象名录
中，涵盖了保险资管、产业基金、公
募 基 金 、合 格 境 外 机 构 投 资 者
（QFII）、创投机构等多种主体。

这是一个鲜明的例证：科创板
通过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科技创新
集聚，畅通“科技-产业-资本”良性
循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的融合。

“科创板带动形成的资源配置
生态有助于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
力，鼓励企业追求源头创新和核心
技术突破。”迪哲医药首席财务官吕
洪斌说。

作为资本市场助力科技创新的
主阵地，科创板超六成上市公司创
始团队为科学家、工程师等科研人
才或行业专家，近三成公司实控人
兼任核心技术人员，超七成公司建
立博士后工作站、共建实验室等产
学研协同机制。

从科技到产业，科创板带动各
方资本共筑科创基石。

“对于科创企业项目，以前主要
看报表，现在必须同时关注技术的
底层内核。”中信建投证券总经理金
剑华说，科创板的诞生和发展逐渐
改变了投资的传统思路，“小而美”
特别是“卡脖子”领域的关键赛道正
成为科创投资的重中之重。

相似的改变也发生在投资端。
九成科创板公司上市前获得创投机
构投资，一级市场投资总额约4500
亿元，平均每家获投约9.3亿元……
科创板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
硬科技”的风气逐渐形成。

“科创板在不断增强制度包容

性适应性的同时，也通过畅通退出机
制，让创投资本更有耐心陪伴企业成
长。”浦东科创集团海望资本执行总
裁孙加韬说，对于创投机构而言，衡
量科创企业研发投入与市场价值关系
的财务指标“市研率”，正成为相较营
收和利润更重要的投资指标。

科创板改革再出发

6月 30日，摩尔线程和沐曦集成
两家国产GPU领域的领军企业科创
板首发上市申请同获受理。

两家公司的IPO申请受到各方关
注，不仅是由于国产自主化浪潮和AI
算力爆发为国产GPU构建的巨大市
场空间，更因其是科创板设立科创成
长层坚定支持优质未盈利企业的生动
注解。

7月1日，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企业
禾元生物上会并通过，成为第五套上
市标准重启的首批受益者。

此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
继续充分发挥科创板示范效应，加力推
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1+6”政策措施。

“1+6”中的“1”，指在科创板设立
科创成长层，并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
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6”则是在
科创板创新推出6项改革措施，其中
包括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支持
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更
多前沿科技领域适用。

“科创板新一轮改革，将促进资源
向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领域集聚，
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在中国资本市场催生一批‘伟大
的企业’。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要把
投融资平衡、打假防假、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等工作作为重要的环节抓实
抓细。”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说。

尽管科创板已经在改革探索之路
上取得诸多成果，但六年只是一个
开端。

能否培育出更多世界领先的科创
龙头企业，在制度创新的同时如何更
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构建投融
资更加均衡的市场格局……来自市场
的不同声音，鞭策着这个年轻板块更
好发展。

在科创板“1+6”的制度设计中，
已有不少积极尝试，如针对性加强科
创成长层风险揭示、加强对未盈利企
业信息披露要求、压实证券公司责
任等。

各方期待，未来的科创板不断提
升包容性，汇聚更多社会资本流入

“硬科技”企业，成为助推中国科技创
新的重要引擎。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跑 出 创 新“ 加 速 度 ”
——从科创板六年看资本市场助力“硬科技”进阶

新华社记者 赵晓辉 刘羽佳 潘清

（上接第一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藏族唐卡勉萨派自治区级代表性
传承人贡觉杰在旁观察着，他一会
儿俯身查看学生的笔触，一会儿给
学生讲解布色讲究，分享着自己多
年的经验。

西藏唐卡艺术园区拥有国家
级、自治区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传承人11名，以及唐卡
五大传统画派各级画师30人，他们
在这里展示唐卡、教授徒弟，传承着
唐卡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
宝。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目前有
慈觉林藏院风情街、西藏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物馆等文化旅游类企业
162家，占比约39.42%。文化旅游
产业成为园区的特色支柱产业，西
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也成为全区唯
一一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绵延千里的拉萨河奔流而下，
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拉萨人，滋养着
多种产业……从单一的农牧业到多
产业蓬勃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她的
多姿多彩，才有了拉萨儿女如今的
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