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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15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苏林将于8月18日至20日来华国事
访问。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15日就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
将访华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越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苏林将来华国事访问的消息，

能否介绍此访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
越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

发言人说，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苏林将于 8 月 18 日至 20 日来华国

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将同
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会谈，李强总理、
赵乐际委员长、王沪宁政协主席分别同
他会见。

发言人表示，当前，中越双方正在加紧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去年底历史
性访越成果，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
同体建设实现良好开局。苏林总书记就任
后将中国作为出访的首个国家，充分体现
对发展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
方期待通过此访，赓续传统友好，深化中越
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走好具有各自特色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共同促进世界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将访华

8 月 15 日，迎来 2024 年全国生态
日。林草年碳汇量居世界首位、森林面积
连续40年增长、绿色产业遍地生花……
绿水青山，风光无限，铺就中国高颜值生
态答卷。

绿色，生态文明的底色。如今，底色
更浓。

宁夏吴忠市盐池县，放眼毛乌素沙
地，点点绿洲，生机盎然。20世纪80年
代，盐池县沙化土地面积占比超过82%，
几十年努力，全县200万余亩严重沙化土
地重披绿装。

内蒙古科尔沁沙地，上演着“一树独
绿”变“万树成荫”的绿色奇迹；重庆市奉
节县青龙镇矿山变景区，人工造林唤回满
山苍翠；广东湛江持续保护修复红树林，
在海岸上筑起“绿色长城”……

作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的
国家，我国森林面积达2.31亿公顷，森林
覆盖率达24.02%，贡献了全球约四分之
一的新增绿化面积。

多彩，幸福生活的成色。如今，成色
更足。

——天蓝色，诠释蓝天也是幸福。
从盼蓝天，到如今随手一拍就是“美

颜蓝”“漫画云”，北京 PM2.5 浓度从
2013 年 89.5 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2023
年 32微克/立方米，被联合国环境署誉
为“北京奇迹”。

2024年上半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优良
天数比例为82.8%。

蓝天常在，空气常新，这是实实在在
的幸福。

——水碧色，映照幸福生活的品质。
重庆北碚区静观镇油坊河湖库，通过

生态修复专项整治，昔日“臭水库”变身
“美丽湖”。碧水荡漾，微风拂起，村民沿
湖散步。

在山西，汾河从“脏乱臭”整改为“城
市会客厅”；在江西，南昌乌沙河碧波回
归，沿岸生态公园“绿意”盈盈；在福建，游
客在福州白马河水面上荡起“福舟”……

诗意村庄，点缀青山绿水间。截至
2024年6月底，全国已完成较大面积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3400余个，达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80%以上。

今年上半年，全国3641个国家地表
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至Ⅲ类）断面
比例为88.8%，同比上升1.0个百分点。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绿色，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如
今，“产业绿”厚植神州大地。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系列低
碳绿色产业正“风起云涌”。

在我国最大的煤炭下水港黄骅港，

不见灰尘满天，也没有“黑脸煤工”。这
里天空湛蓝，海风清新，昔日“煤港”变

“美港”。
内蒙古昔日沙海正变光伏“蓝海”，新

能源总装机突破1亿千瓦；云南正打造清
洁能源基地，发展绿色硅、绿色铝等产业；
青海输送“绿电”的动脉网络加速构建，展
开东中西部“绿色互联”画卷。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
过煤电，今年前六个月持续攀升至占中国
发电总装机的53.8%；7月份，中国新能源
乘用车国内月度零售销量首超传统燃油
乘用车，引领市场新主流……

这是第二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聚焦建设

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对全面绿色转型
进行顶层设计。从划定全国生态保护红
线、实施生态补偿制度，到河湖长制、林长
制落地生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
梁八柱”，有力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新征程上，坚持绿色
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
的缤纷将在这片大地上更加绚丽。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全国生态日来了！看中国高颜值答卷

5月17日在广东湛江金牛岛拍摄的红树林（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黄艺
文）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当天上午，
市生态环境局联合麻章分局、霞山分局、
赤坎分局、经开区分局在湖光岩环境教
育基地、寸金桥公园同步举办全国生态
日宣传活动，通过图片展、有奖问答游
戏、派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切实提高全社
会生态文明意识。

活动图文并茂展出《公民生态环境行
为规范十条》和湛江生态环境成果展示（如
图，通讯员黄艺文 摄）。

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绿美湛江生
态建设，取得良好成效。2023年，我市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全省第二，
PM2.5年均浓度20微克/立方米，为近
年最好水平；7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
年均值全部达到优良，68%以上自然村
生活污水完成治理或得到有效管控，县
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

保持100%，近岸海域优良水体面积比
例95.8%。绿色低碳发展步伐加快，建
成陆上风电、集中式光伏发电总装机容
量分别为148.4万千瓦、190.6万千瓦，
并网规模均居全省第一。绿色半岛、蓝

色海湾更富魅力，完成碧道建设27.5公
里、林分优化2.9万亩、新造林抚育3.2
万亩、森林抚育5428亩，5个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11个绿美广东示范点加
快建设，国家森林城市创建顺利推进。

我市举办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

近日，我市首批老字号创建工作完
成。经过严格的评选和审核程序，我市
29个品牌被认定为首批“湛江老字号”。
（8月15日《湛江日报》）

一个老字号就是一个品牌奋斗的
历程，是一部浓缩的历史，承载着几代
人的共同记忆。对于一家企业、一个品
牌而言，获授“老字号”，不仅是对其顶
尖技艺、祖传秘方、独特风味、卓越品质
的认证与点赞，也是对其企业文化、经
营思想和信誉口碑的保护和延续。而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老字号不仅承载着
当地人的美好记忆和情感，还有很大可
能成为“圈粉”“吸睛”的金招牌。

29个品牌被认定为首批“湛江老字
号”，只是一个开始。获认定为首批“湛

江老字号”，不仅是荣誉，更应视作一种
责任，一种带领更多湛江本土成长起来
的企业出圈出彩的责任。老字号的优势
在于“老”，但出路在于“新”——守正创
新，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营造新场景，打
开新市场。

“不是洋品牌买不起，而是国货更有
性价比。”去年以来，老国货品牌“抱团商
战”，纷纷迎来高光时刻。原本抱着“为
情怀买单”“支持国货”心态下单的消费
者却意外发现，一些老牌国货“真香”：不
仅在技术、品质、创新等方面有所突破，
而且在文化、审美、情感等方面也有了更
多表达。这正是老字号坚持走市场、适
应新消费的效果。不说远的，我们看看
广州老字号“五羊雪糕”。细心的朋友应
该已经发现，除了经典的“五羊筒”外，五
羊雪糕还将岭南糖水饮食文化融入其
中，推出了有地域特色风味的椰香芋泥
和桂香雪梨等新品。“梦幻西游”联名款
五羊甜筒尤其受到“90后”粉丝的热捧，
锦鲤造型的五羊飞鱼深受更年轻群体的
喜爱，萌趣猫头造型的好脆致脆皮雪糕

正中年轻“猫奴”下怀……“上一代的白
月光”正在被新一代爱上。当然，还有怀
旧系列的蛋奶批、红绿灯，因“触网”而

“翻红”。这充分说明，老字号不能墨守
成规，要通过多元的营销方式、丰富的产
品功能、跨界的品牌合作来重塑品牌定
位、培育年轻市场、开发时尚爆款。

老字号的优势在于“老”，但不是打
上“非遗”“国潮”标签就能把其中的“文
化味”凸显出来。比如有的地方老字号，
热衷于搞美食一条街、文化博物馆，但由
于缺乏市场调查，不仅没有让品牌更火，
反而提高了成本“吓”走了顾客。因此，
老字号要打开新市场，首先需要对目标
消费者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老字号需
要明确自己的定位，找准目标受众，并针
对其需求、喜好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
不要一阵“头脑发热”，而是要在充分市
场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与文化、旅游等领
域的合作，打造具有特色的消费体验场
景。同时，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力
量，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消费场景，实
现品牌与消费者的深度互动。

叶舒云

城城 讲事讲事港港

“湛江老字号”要努力打开新市场

本报讯（记者杨雅丽 通讯员马玉
薇）为进一步提升湛江区域航线网络通达
性，乌鲁木齐航空积极推动“海天无限”中
转联程产品新增湛江吴川国际机场作为
通程始发机场，从湛江始发的国内联程航
班可以实现通程值机、行李直挂等服务，
为广大旅客的出行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
便利。

作为湛江吴川国际机场唯一一家驻
场基地航司，乌鲁木齐航空目前在湛投放
了4架过夜运力执行湛江至长沙、西安、
南、济南、重庆、喀什等航线，不断吸纳各
方客源、提升湛江地区通达性。

此次湛江吴川国际机场通程始发业
务开通，将充分发挥海航航空集团旗下
11家航空公司的航线网络优势，助力湛
江区域航空网络进一步扩充。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姚博 王
颖）近日，经湛江海关所属霞海海关检验
检疫合格后，正大食品（湛江）有限公司生
产的两批板冻鸡大胸产品先后装船启运
发往几内亚和加蓬，共涉及货重54.89吨。

“前期安哥拉、加纳等地客户对我们
产品的反馈非常好，来与我们洽谈合作的
客户更是络绎不绝，这次我们公司又获得
了几内亚和加蓬两个全新的市场，可见非
洲消费者对我们产品质量高度认可，今年
公司的外贸成绩非常喜人！”正大食品（湛
江）有限公司品控部经理张杨说。

禽肉是湛江市出口的特色食品之
一。去年9月以来，湛江禽肉连续开拓多
个海外新兴市场，实现对11个国家（地区）
的首次出口。为支持湛江禽肉稳订单、拓
市场，霞海海关提前深入企业调研了解出
口意向，专人专岗做好政策宣贯解读与咨
询服务，发挥技术优势帮扶企业完善质量
管理体系，全链条保障出口禽肉的安全质
量。特别是随着夏季气温升高，该关还采
取优先受理、优先审单、优先出证等便利
化措施，确保冷冻禽肉出口业务“即到即
办、即查即放”。

据统计，前7个月，湛江市共出口禽肉
864.7吨，同比增加293.3%。

“海天无限”中转联程产品

新增湛江吴川国际机场
为通程始发机场

前 7 个月湛江市共出口
禽肉864.7吨

同比增加293.3%

日前，《海洋与渔业》杂志聚焦报道我
市海洋种业。

一年多以来，湛江加快建设海上牧场、
“蓝色粮仓”，出台政策规划、创新机制体
制、整合科研力量，全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湛江水产种苗在全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尤其是对虾苗种产业，以其强、优、全、
高的优势，主动承担起行业“主动脉”的责
任，滋养着全国对虾产业发展。

湛江海水种业持续激发“芯”质生产
力，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湛
江）、广东海洋大学、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
司等正加快攻关海水鱼品种选育和深海养
殖技术。当前，湛江建设全国水产种业“硅
谷”的号角全面吹响，有望在2026年建成
国际水产种苗繁育基地。

练就千亿级苗种供应能力

湛江作为“中国对虾之都”，多年来，持
续展现渔业大市的责任和担当，多方发力
保障优质虾苗供应。2023年，湛江水产总
产量达128.5万吨，其中对虾20多万吨，全
年共有1600多亿尾南美白对虾苗源源不
断“游”向全国。

1998年，南美白对虾在湛江首次试养
成功，水产养殖业开启新的篇章。后来，随
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口种虾价格一
度居高不下。2002年，我国把对虾抗病毒
选育的工作纳入国家863计划，成立国家
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以
下简称“南方基地”）。

目前，南方基地占地面积300亩，其中
亲本选育养殖池有150亩，育苗水体达2
万立方米，培育品种有南美白对虾、红螯螯
虾、金鲳鱼等，是集水产饲料、种苗、养殖等
于一体的综合研发平台。根据测算，南方
基地具备年产对虾亲虾10万对、虾苗80
亿尾的“供货”能力，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南
美白对虾亲本选育基地，先后被评为国家
级南美白对虾良种场、全国现代渔业种业
示范场等。

恒兴是南方基地的建设和运营的主
体，负责开展南美白对虾、军曹鱼、石斑鱼
等水产动物的育种研发。

龙头企业种苗彰显“压舱石”作用

恒兴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在海洋牧场领域，大胆开拓探索。多年
前，恒兴从挪威引进了深水网箱，2010年
承建了广东省第一个深水网箱产业园项目
……2023年5月，广东恒燚海洋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成立，作为创新联合体的中坚力
量之一，恒兴与湛江湾实验室共建“湛江湾
1号”“海塔1号”“恒燚1号”等深远海养殖
平台。

今年4月，3万余尾、重达9万余斤的
章红鱼苗入住“恒燚1号”，标志着平台正
式投产。在高端海水鱼种质方面，尤其是
海洋牧场适养品种上，恒兴先后突破了石
斑鱼、金鲳鱼、军曹鱼、红鱼等10种特色鱼
类的育种育苗技术，此外还构建起红螯螯
虾工厂化苗种培育技术体系，选育出新一
代鲶鱼产品，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培育硇洲族大黄鱼

硇洲族大黄鱼对生长环境要求高、驯
化难，目前湛江市场上售卖的主要是野生
大黄鱼，价格昂贵。

如何把这条名贵的鱼送上寻常百姓的
餐桌？突破人工养殖技术是关键。依托湛
江湾实验室、广东海洋大学等科研机构，湛
江把硇洲族大黄鱼种质攻关工作列入重点
任务清单，全力攻坚克难。2023年5月，
硇洲族大黄鱼育繁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
南方基地举行，湛江湾实验室、广东省鳇鲸
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恒兴、广东海威农
业集团有限公司4家单位联合开展硇洲族
大黄鱼等海水鱼育繁推关键技术攻关。

随后，湛江市硇洲族大黄鱼研究院揭
牌，硇洲族大黄鱼研究所同步成立，聘请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松林作为海洋生物资源开
发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指导实验室科研团
队开展养殖鱼类遗传育种、养殖标准体系
构建等方面研究，制定大黄鱼研究实施方
案。同时，《硇洲族大黄鱼种质资源开发及
繁育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也正式启动。

2023年10-12月，广东海洋大学大黄
鱼人工繁育课题组组织了多次野生亲鱼的
采捕工作。这是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专
门成立的“硇洲族大黄鱼种质资源及繁育
关键技术”课题组，围绕突破野生硇洲族大
黄鱼的人工繁育技术开展研究工作，承担
了2023年校级第一批“揭榜挂帅”重点项
目，目标是从出海抓捕野生大黄鱼开始，完
成全基因组测序，开展全人工繁育技术研
究，稳步推进大黄鱼从深海游向百姓餐桌。

2023年，南方基地开展了硇洲族大黄
鱼繁育和养殖调研工作，引进了首批大黄
鱼鱼苗，开展室内工厂化养殖试验，已初步
探明了大黄鱼工厂化养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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