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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目前， 我市已顺利完成三批公

共机构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任务 ，
49 家单位建成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
类和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单位。

践行 “新风尚”， 实施
“光盘行动”，让“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人人可为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为营造勤俭节约良好氛围，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牵头起草并以市 “两
办”名义印发了《关于坚决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 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用
餐行为的通知》， 与市直机关工委联
合印发《厉行节约倡议书》。在市政务
中心机关食堂每季度组织以“反对餐
饮浪费，提倡光盘行动”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组织各家政务食堂开展“光
盘打卡”“爱心助农” 等公益行动，采

取就餐监督和浪费曝光等形式，引导
机关干部职工“吃多少、点多少”，这
一做法被光明日报、安徽电视台等中
央省级主流媒体报道。

“我们从供给层面着手， 探索施
行 ‘半份半价’‘多菜拼盘’‘计量收费’
等餐饮供应方式，吃多少、称多少、付多
少，有效杜绝了餐饮浪费。”市政务中心
机关一食堂负责人何兵告诉记者。

低碳节约， 向新而行， 向绿进

阶。 “从实施市政务中心综合能源项
目，到推进垃圾分类，再到 LED 灯智
能感应， 折射我市持续推进公共机
构节能、 打造绿色低碳美好生活的
探索与实践。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
责人告诉记者， 将继续发挥公共机
构示范引领作用 ， 推动全社会追
“新”逐 “绿 ”，为淮南建设资源型城
市绿色转型发展示范城市增添绿色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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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2023 年年报披露近日收官。 在总体业绩保持稳健的同时，
消费、 “新三样”、 新质生产力等诸多增长亮点涌现， 为上市公司高质
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集聚新动能。

消费出行热度升温 新业态新场景激发新增长
2.95 亿人次、 1668.9 亿元……刚刚过去的 “五一” 假期， 旅游消费

市场延续升温态势， 国内旅游出游人次、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继续同比
增长。

2023 年， 我国消费市场恢复向好， 上市公司年报也印证了这一趋
势， 消费相关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明显改善。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显示， 2023 年，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上
市公司实现营收 2.07 万亿元 、 净利润 0.17 万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4.78%、 57.13%， 较上年明显好转。 航空、 铁路、 道路运输业净利润同
比增长 96.37%、 166.25%、 28.29%， 四大航空公司同比减亏 1271 亿元。
旅游、 汽车、 酒店餐饮、 影视院线等多行业都迎来明显增长。

“此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 如商贸零售、 消费者服务、 交通运
输等消费出行行业业绩增速排名靠前， 普遍实现扭亏为盈， 航空业实现
大幅减亏。”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说。

消费供给持续提质， 高质量终端消费品业绩走势良好。 随着食品饮
料业推陈出新， 智能家电迅速发展， 美妆行业国货品牌崛起， 新能源汽
车消费稳健增长， 2023 年， 沪市主板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实现较快增长。

“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背后是消费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
短板逐渐补齐， 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同时， 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不
断涌现， 进一步激发了新的消费意愿。” 开源证券副总裁、 研究所所长
孙金钜说。

“将滑雪运动、 雾凇漂流、 踏雪徒步多项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打造
‘老字号+新国潮’ 特色商圈” “创新推出药食同源的养生食品” ……多
家上市公司通过创新站稳消费新热点、 新潮头， 营收和净利润均实现较
快增长。

新质生产力加速布局 “新三样” 出口表现亮眼
2023 年， 上市公司电动汽车、 锂电池、 光伏产品 “新三样” 出口份

额大幅提升。 不少公司加速海外布局和海外业务拓展， 业绩明显提升。
数据显示 ， 2023 年 ， “新三样 ” 相关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超

10%。 深市 “新三样” 相关上市公司海外收入达 3500 亿元， 同比增长
25.46%。

沪市主板中，多家汽车品牌上市公司披露新能源汽车全球销量保持较快增长，多家汽车零部
件公司披露海外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北交所“新三样”相关产业公司也持续推进“出海”步伐。

创新资本加速汇聚， 为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聚能。 2023 年， 深市 IPO 和再融资募集资金超
六成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沪深主板相比， A 股创新板块迎来更多新上市公司———创业板、
科创板、 北交所 2023 年合计新上市公司数量和 IPO 募集资金净额分别占到全市场的 81%和
79%。

截至目前， 深市先进制造、 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三大重点领域已分别有 489 家、 495 家、
330 家上市公司。 沪市科创板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公司合计占
比超过 80%。

“2023 年， 光伏设备、 航空装备、 专用设备等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投产意愿增强， 未来新
质生产力相关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加速布局周期。” 李求索说。

传统行业公司也积极向 “新” 发展。 以中国外运为例， 公司持续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
2023 年申请专利 29 件， 上线虚拟员工、 智慧叉车、 自动装车等多项物流科技成果。

2115 家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绿色低碳产业业绩突出
政策引导下，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成为更多上市公司的实践。 2023 年，共有 2115

家上市公司单独编制并发布 2023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占比 39.7%，比上年增加近 300 家。
中国银行披露， 2023 年全集团直接温室气体排放较 2019 年降低 4.49%。 深市某煤炭公司披

露， 2023 年建成 4 座绿色矿山， 旗下一电厂实现碳配额盈余 300 万吨。 某物流公司披露， 公司
助力农产品产销的服务网络 2023 年实现特色农产品运送约 458 万吨……

“绿色低碳发展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在理念上高度契合。” 孙金钜说， 环境治理有助于
降低上市公司成本支出， 帮助公司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社会责任治理则有助于提高公司声誉和
公众对其信任度。

从年报看， 绿色低碳产业整体业绩表现良好。 以创业板为例， 177 家绿色低碳领域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1 万亿元、 净利润 766 亿元， 同比增长 13.2%、 15.0%， 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与年报披露收官同步， 上市公司 2024 年一季报披露也已结束， 不少行业积极因素显现。
交易所统计显示， 一季度深市先进制造、 绿色低碳等领域公司业绩表现亮眼， 新质生产力

持续培育。 创业板多个消费相关行业实现 “开门红”， “新三样” 出口势头强劲。 沪市科创板
中， 超 70 家公司披露产品研发或商业化取得突破， 超 30 家公司披露研发、 生产项目正在加速
落地。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记者 姚均芳 刘羽佳）

穿越一个甲子的精神回响
———写在焦裕禄逝世 60周年之际

5 月 14 日，河南兰考，焦裕禄陵
园。 人们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共同
缅怀祭奠这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

这一天， 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离开我们整整 60 年。

不远处， 他当年亲手栽下的泡
桐挺拔伟岸，翠盖如云。

斯人已逝，“焦桐”常青。 穿越一
个甲子，焦裕禄精神依然激荡回响，
历久弥新，催人奋进。

带领村民一起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

地处豫东平原的兰考， 千顷澄
碧。 初夏， 东坝头镇张庄村人流如
织， 众多参访者到这里追寻精神印
记和振兴足迹。

60 余年前，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
一道弯的张庄， 曾是兰考最大的风
沙口。 焦裕禄到这里查风口追沙源，
植树造林、翻淤压沙治理“三害”。

半个世纪过去了， 张庄治住了
风沙，贫困依然是道坎儿。 2014 年，
全村共有贫困户 207 户 754 人 ，贫
困发生率高达 25%。

2014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兰考调研时指出， 要特别学习弘扬
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
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
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
的求实作风 ，“敢教日月换新天 ”、
“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
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
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正是这一年， 仍有 115 个贫困
村 、77350 名贫困人口的兰考郑重
做出 “三年脱贫 、七年小康 ”的承
诺。

唤醒精神 ，鼓足干劲 ，重塑兰
考。

2017 年，兰考在河南率先脱贫
摘帽。 焦裕禄精神，如同春风化雨，
化作大家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

在兰考三义寨乡 ，油绿的田野
中一台台风力发电机高高耸立 ，在
晨曦微露中转动。

三义寨乡付楼村， 一场农村能
源革命初显成效。 35 户农家屋顶铺
设光伏，加上光伏长廊 、风电设备 ，
一年可发电 100 多万度， 不仅满足
全村用电， 还能额外获得 “阳光红
利”，年集体增收 16 万元。

“当年焦裕禄在这里探风口 、
治风沙 ，如今我们借风能 、太阳能
打造‘零碳乡村 ’，建设成全国农村
能源革命示范村 。 ”驻村第一书记
裴东鑫说。

在堌阳镇徐场村， 沿街宅院里
传出打磨木材和动听的琴瑟之声 。
寻声踏入小院，“90 后”琴师徐亚冲
正拨动琴弦，调试古琴。 “制琴不仅
是我们致富的门路 ，弹琴已成为我
们的新生活方式。 ”

“为了防风治沙， 兰考人民广
植泡桐 ，这些泡桐树也改变了村民
的命运。 ”村干部徐永顺说，以泡桐
为原材料， 村里 105 户人家 ，90 多
户做乐器 、开乐坊 ，年产值超 1 亿
元。

十年时光，天翻地覆。
兰考成为全国首个农村能源革

命试点建设县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达到 124 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相当于全社会用电量的 102%；
作为“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 ，农
村公路总里程达 1590 公里；兰考县
家居产业园入驻企业 440 余家 ，发
展木材加工专业村 36 个， 带动 10
余万群众就业。 兰考全县生产总值
由 2014 年 的 213.95 亿 元 增 长 至
2023 年的 410 亿元。

曾经风沙肆虐的贫困县， 正绘
就一幅绿色产业蓬勃发展 、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振兴图景。

要像焦裕禄一样 ，有
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

按下提闸键， 水闸升起， 清澈
的水流奔向水库。

兰考最东边的许河乡， 因地下
水含碱量高，被称为苦水区。 近日，
许河乡苦水区治理项目正式蓄水 ，

1.3 万余名群众农业生产 “靠天吃
饭 ”问题成为历史 。 许河乡党委书
记周满仓说 ，在几任县委领导的接
续努力下 ，兰考最后一片苦水区终
得治理。

半个月后，小麦迎来收割季。
俯瞰兰考红庙镇高标准农田万

亩方 ，田成方 、林成网 、路相通 、渠
相连 ，一眼望去 ，如一块翡翠透着
油亮。

60 余年前， 这里沙岗遍地，内
涝严重。 “当年为了填饱肚子，焦书
记带领群众一起翻淤压沙 ，如今建
设高标准农田 ，牢牢端好中国人的
饭碗。 ”红庙镇种粮大户郭胜民说，
借助浇灌设施和监测设备 ，当年亩
产 40 斤的孬地，已成为小麦亩产超
千斤的良田。

“俺想焦书记 ，要是他还活着 ，
到俺家吃上一口热乎饭，该多好。 ”
曾和焦裕禄同吃同劳动的兰考老
农魏善民眺望麦海 ， 每逢小麦成
熟 ，他总将一束小麦放到焦裕禄陵
墓前。

联系群众鱼得水， 脱离群众树
断根。

“驻村多了 ，群众熟了 ，交流多
了 ，矛盾少了 ，气理顺了 ，劲就足
了。 ” 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丁向
东说。 兰考县级干部每年集中 3 个
月开展 “百日驻村 ”活动 ；400 余支
驻村工作队遍布乡村田野入户帮
扶。

行走在兰考县城， 不时可见街
边公园 、沿河绿地 ，曾 “以围遮丑 ”
围起来的垃圾堆 ， 整治后还景于
民 ， 县委大院也早已拆墙透绿 、开
门办公。 “围挡挡不住脏乱差，围墙
隔开了心连心 。 ”见证兰考变迁的
86 岁老党员雷中江说 ，揭掉 “遮羞
布”，拆除“隔心墙 ”，焦裕禄时代的
干部作风又回来了。

一代接着一代干， 一张蓝图绘
到底。 排内涝、治苦水，通渠水，流汗
水， 最终换来的是沁润人心的幸福
水。

焦裕禄给我们留下这
么多， 我们应该给后人留
下些什么

焦裕禄纪念园， 那把见证焦裕
禄肝疼难忍的破藤椅静默无言 ，不
少参观者睹物思人，悄然落泪。

时代在追问， 焦裕禄给我们留
下这么多， 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些
什么？

“焦裕禄在兰考只工作了 400
多天，却铸就了生命的永恒。 学习弘
扬焦裕禄精神， 就是要在实干中升
华，在实干中续写。 ”兰考县委书记
陈维忠表示，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
程，没有捷径 ，唯有实干 ，才能不负
人民。

午后，“焦桐”广场，绿荫下整齐
地摆放着数十个小板凳， 参观学习
的学员端坐聆听守树老人魏善民的
动情讲诉。 广场对面的焦裕禄干部
学院，挂牌至今已培训 31 万余名党
员干部。

“公司曾多次组织职工到兰考
学习 ， 焦裕禄精神激励着全体员
工。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党建部主
任田世立说， 公司组建 325 支焦裕
禄共产党员服务队， 活跃在乡村振
兴、城市建设一线，成为一支支为民
服务的“劲旅”。

陈维忠说，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走稳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 兰考干
部深感责任重大。

仔细对照焦裕禄精神， 还要继
续厚植为民情怀，造福百姓，以科学
方法、求实作风勇毅前行。

7 年前，在兰考驻村时打井修路、
规划育苗基地的驻村干部刘飞，如今
是驻马店市平舆县委书记。 他表示，
我们要心怀群众，牢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穿越一甲子， 焦裕禄精神薪火
相传， 正在阔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的新征程上， 奏出新的时代强音。

（新华社郑州 5 月 14 日电
记者 李 俊 张兴军 吴 刚 韩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