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秦岭国家植物园：献给地球的生态礼物

连日来， 许多西安市民和外地游客

纷纷来到 10 月 1 日正式开放的秦岭国

家植物园（以下简称秦岭植物园），领略

秦岭雄伟的山峦、秀美的峡谷，尽享山水

绿色之美和生态之美。
秦岭植物园依秦岭北麓中段而建，

总规划面积 639 平方公里。 这是我国第

一个且唯一的国家级植物园， 也是目前

世界上面积最大、植被分带最清晰、最具

自然风貌的植物园。
这是由陕西省政府、国家林业局、中

国科学院和西安市政府联合共建的综合

性大型植物园， 也是中科院全国五大核

心植物园之一。

穿行高山峡谷 ，“生物基
因库”里探宝贝

秦岭绵延 1600 余公里，是我国重要

的“生物基因库”和生态屏障区，也是世

界生物多样性典型代表区域之一。 秦岭

植物园园区处在秦岭北麓的精华地段，
分布着 2400 多种植物、62 种脊椎动物、
2000 多种昆虫、400 余种物种， 有 44 种

国家珍稀濒危植物、40 多种国家珍稀保

护动物，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进入园区 ，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一 片 湖

水， 山水交融， 其乐融融。 秦岭国家植

物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华说：
“这是一个山脉和平原相结合的植物园，
在这里你能看到平原的植物， 还能看到

就地保护区山脉的植物， 从植物角度来

说， 这是区别于世界上任何植物园的显

著特点。”
据介绍， 秦岭植物园地处亚热带和

暖温带分界线， 园区海拔从 480 米延伸

至 3000 米，由北向南依次为平原、丘陵、
低山、中山和高山 5 个地貌单元，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立体生态系统 ， 相 对 高 差

2400 多米，气候垂直变化明显 ，植被分

带是独有的宝贵自然资源。
植物园主任张秦岭介绍说， 植物园

涵盖了 25 条河流水系， 其中的田峪河，
是秦岭北麓七十二峪中森林植被覆盖最

好、水量丰沛、珍稀动植物丰富的一条河

流 ，全长 57.6 公里 ，流域面积 255 平方

公里。
记者日前乘坐景区大巴车沿着田峪

河水系，进入秦岭大峡谷，一路上风景如

画，两岸壁立千仞，层峦叠嶂，河谷水急滩

险，森林遮天蔽日，峡谷、瀑布、古栈道不时

从窗外闪过，鸟兽的和鸣声也不时传来。

秦岭生态保护的典范，具
有世界影响的生态名片

秦岭植物园由植物迁地保护区、生

物就地保护区、动物迁地保护区（历史文

化保护区） 和复合生态功能区 4 大功能

区构成。
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崔汛说， 这种科

学保护模式， 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全流域

保护模式，全世界唯一，开创了在国际上

有影响的生态保护的“西安模式”。
植物迁地保护区内，布局了 22 个植

物专科专类园。 位于保护区核心区域的

花园沟，占地 220 亩，是植物园花卉引种

的天然试验区，在已建成的 18 个专科专

类园中，上千种活体植株千姿百态、生机

盎然。 小说里提到的彼岸花、水晶兰，在
这里也能见到实物。晶莹剔透的水晶兰，
生长环境特殊，被称作“死亡之花”。游人

们纷纷举起相机留念。
在科普展览馆，59 岁的李勇军带着

外孙女正看得仔细， 小孙女边看边问。
李勇军是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 营 业 部

的职工，他告诉记者：“秦岭是我们西安

的城市之肺，这个植物园建起了一个实

地体验了解秦岭生态系统、掌握城市之

肺功能的立体窗口，让人们通过参观更

加珍爱秦岭 ， 更加自觉地保护 自 然 生

态，更加守护我们生存的优美环境。 ”
秦岭植物园全面启动建设 10 多年

以来，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在秦岭生态

保护体制、植物多样性研究、植物引种驯

化及繁殖技术研究领域， 正开展着几十

个在研项目。
该园是亚行在中国扶持的第一个生

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获得了 2800 万美元

贷款， 并获得 GEF 全球环境基金赠款

300 万美元。 英国专家安德鲁评价该园

“对世界具有示范意义”。
秦岭植物园创新性地将天然林保护

工程和野生动物迁徙走廊建设相结合，
为国家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

验。 记者获悉，在秦岭，陕西新增了 5 个

大熊猫保护区， 已建立了 5 条大熊猫走

廊带，秦岭大熊猫的保护面积扩大了 15
多万公顷。

专家指出， 秦岭植物园是建成国家

战略生物资源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濒危植物保护的重要载体。它的建成，完
善了森林保护的高级形态， 对于生态保

护、 环境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

大意义。
（本报西安 10 月 19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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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J21-700客机停在山东东营胜利机场停机坪上。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ARJ21计划今年交付5架以上
我国支线喷气客机正向批产化稳步迈进———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我国支线喷

气客机正向批产化稳步迈进。昨天，中国

商飞公司在山东东营向成都航空公司交

付第三架ARJ21-700新支线喷气客机 ，
即107架机。中国商飞计划今年向客户交

付5架以上ARJ21飞机，后续批生产架次

飞机正加紧生产，108架机已基本完成整

机喷漆以及相关功能试验，109至114架

机均处于总装装配、功能试验阶段。
第三架交付的 ARJ21 为全经济 舱

布局，全机 90 座，不久前获取了“国籍登

记号”B-3386。作为我国首款按照国际民

航标准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

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自交付运营以来，
中国商飞公司及时听取客户意见和市场

反馈， 飞机在平稳运营的同时还在开展

持续设计优化工作，包括客舱优化等。
目前，ARJ21 已投入商业运营一年

有余，执飞上海虹桥至成都双流、经停长

沙黄花机场的往返航班， 累计载客超过

2.5 万人次。ARJ21 累计已有 20 家客户，
433 架份订单。

第三架 ARJ21 由航天融资租 赁 有

限公司出资购买，出租给成都航空使用。
这是国产支线喷气式客机首次通过租赁

形式交由航空公司运营。

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飞行姿势”
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

昨天， 三季度中国经济各项宏观数

据浮出水面。 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6.9%， 其

中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8%。 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司长邢志宏认为，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 适度扩大总需求， 深化改革创

新， 振兴实体经济， 防范化解风险， 强

化预期引导，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 结构不断优化， 新兴动能加快

成长， 质量效益明显提高， 稳中向好态

势持续发展。

“稳”的格局更加巩固

三 季 度 ， 我 国 GDP 同 比 增 长

6.8%， 经济连续九个季度运行在 6.7%
至 6.9%区间， 保持中高速增长 ， 此次

公布的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用事实证明

了大家的信心。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稳’ 的

格局更加巩固。” 邢志宏表示， 前三季

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结构不

断优化，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支撑经济

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有

利条件不断积累增多， 经济发展的包容

性和获得感明显增强， 为完成全年目标

奠定了扎实基础。
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的主导作

用进一步增强， 服务业在 2012 年就成

为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

继续保持全面快速的发展态势。前三

季 度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7.8%，
比第二产业快 1.5 个百分点； 服务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8.8%， 比上

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活力潜力

持续释放。” 邢志宏如此总结新变化，
新产业、 新产品的快速成长有力印证

了新旧动能的转换。 前三季度， 战略

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 11.3%， 增速快

于规模以上工业 4.6 个百分点。 在服

务业中， 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指数

增速分别达到 29.4%和 11.4%。 新的产

品也在高速增长， 以工业为例， 民用无

人机产量同比增长一倍， 工业机器人增

长 69.4%， 新能源汽车增长 30.8%， 集

成电路、 太阳能电池等产品的增幅也都

在 20%以上。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强劲

邢志宏认为 ， 从 前 三 季 度 情 况 来

看，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强劲， 下一阶段

中国经济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态势还将

持续发展， 全年有望更好实现预期发展

目标。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深 入 推 进 ，

实体经济持续向好 ， 发展的基 础 在 夯

实和加强。” 邢志宏透露， 今年以来我

国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深 入 推 进 ， 在

“三去一降一补” 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

拓展新领域 、 丰富新内涵 ， 推 动 实 体

经济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 化 。 三

大产业都在调整中发展 、 在转 型 中 升

级 ， 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 率 在 稳

步提升。
从三大需求来看， 消费需求是经济

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消费驱动经济增长

的情况在进一步巩固。 其中， 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 居民消

费的升级态势在继续加快， 消费政策在

不断完善。 同时， 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

长也在加快， 这为消费的进一步扩大提

供了基础支撑。
从投资来看 ， 企 业 效 益 在 明 显 改

善， 市场需求在稳步提高， 企业投资能

力在增强， 企业投资空间也在扩大。
从外需来看， 世界经济稳步复苏，

整个需求也都在扩大， 同时我国出口产

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 出口将继续保持

回稳向好态势。
邢志宏表示， 下阶段要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统领， 全面做好稳增长、 促改

革 、 调结构 、 惠民生 、 防风险 各 项 工

作，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中国经

济保持着稳中向好的 “飞行姿 势 ”。
昨天 ， 国家统 计 局 发 布 今 年 前 三 季

度的经济运行 情 况 ， 初 步 核 算 ， 前

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9%， 增速与上

半年持平， 比上年同期加快 0.2 个百

分点。
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41229 亿

元， 同比增长 3.7%； 第二产业增加

值 238109 亿元， 增长 6.3%； 第三产

业增加值 313951 亿元， 增长 7.8%。
三 季 度 ， GDP 同 比 增 长 6.8% ，

经 济 连 续 九 个 季 度 运 行 在 6.7%至

6.9%区间， 保持中高速增长。

前三季度，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7%， 增速比上

年同期加快 0.7 个百分点。 工业向中

高端迈进， 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和

装 备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4%和 11.6%， 分别快于规模以上

工业 6.7 和 4.9 个百分点。 全国服务

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3%， 增速比

上年同期加快 0.2 个百分点。 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263178 亿元， 同比增

长 10.4%， 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 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342 元， 同

比名义增长 9.1%， 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7.5%，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1.2 个百分点。

农民在河

北省滦县小马

庄镇北京二商

集团蔬菜基地

内将采摘的西

红 柿 装 箱 （9
月 2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
上海选手斩获 2 金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讯 当地时间 10 月 19 日晚，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暨颁奖

仪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 中国代

表团实现奖牌“大丰收”，其中上海选

手潘沈涵和杨山巍分别获得花艺和车

身修理项目金牌， 从而实现上海选手

参加世赛金牌零的突破。
入夜的亚斯岛体育场人声鼎沸、

座无虚席 ， 参 赛 选 手 和 观 众 们 的 热

情 被 激 昂 的 音 乐 和 鼓点声点燃 ， 大

家热切期盼着比赛结果揭晓。 当主办

方依次宣布 52 个比赛项目的获奖情

况时，“CHINA”在会场频频叫响，身披国

旗的中国选手登台领奖， 观众们激动地

挥舞五星红旗， 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响彻

全场。
当地时间 8 时 15 分许，中国选手首

次参加的花艺项目颁奖， 上海选手潘沈

涵一举夺金。 潘沈涵是上海选手中年纪

最小的，性格有些腼腆。 据他介绍，比赛

中要求用一个黑色的木盒做构架， 当他

把木盒锯开，想用螺丝拼接固定时，却发

现现场并不提供螺丝。潘沈涵灵机一动，
用电钻钻孔，再把竹子做成竹隼打进去，

顺利完成了拼接固定， 这一临场应变令

现场裁判赞叹不已。
代表中国参加车身修理项目的上海

选手杨山巍也斩获一枚金牌， 使上海选

手金牌数增加到 2 枚。 回顾自己夺冠的

艰辛历程， 杨山巍告诉记者， 尽管这次

比赛试题一直在变 ， 但他及时 调 整 心

态， 积极应对， 迅速追回进度， 比赛最

后两天更是 “火力全开”， 成为全部完

赛的 3 名选手之一 。 摘金后的 杨 山 巍

说： “我选择技能发展的道路， 相信自

己会走得更好！”
此次上海共有 6 名选手参赛， 除获

得金牌的两名选手外， 还有印刷媒体技

术项目选手杨慧芳、 餐厅服务项目选手

陈亦凡、 网站设计与开发项目选手孔元

元、 货运代理项目选手周思语。 在比赛

中，上海选手都表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
孔元元在第一个比赛模块就遇到不太熟

悉的内容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 但他在

专家团队鼓励下，稳扎稳打，第二天发挥

出色，设计出的算法比专家的算法更优，
得到高度评价。

参加世赛， 让上海选手深切感受到

世界对质量的重视和高要求。杨慧芳说：
“以前比赛讲速度， 要尽快地完成任务，
但世赛则不同，质量第一，质量合格了，
客户满意了，才能继续生产。大赛把对质

量的要求发挥到了极致， 弘扬了工匠精

神。 参加世赛对我人生是一个很好的磨

练。 ”不仅如此，世赛还让上海选手开阔

了眼界，锻炼了技能，更加明确了努力方

向。 周思语说：“能够参加世赛这种高

强度、高水平的比赛，就像是一段奇遇

记，世赛就是自己的 wonderland（奇遇

之地）。今后我还会继续在技能事业上

深造。 ”
据 上 海 市 人 社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在第 43 届世赛中，上海选手参加

了 4 个项目的比赛， 共获得 2 枚银牌

和 1 个优胜奖。 而本届世赛上海选手

实现了重大突破，摘得两枚金牌。能取

得这么好的成绩，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近年来上海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加

强了校企合作， 使技能人才的技术能

够跟上国际潮流、契合市场需求，并且

更注重实际操作。今后，上海还将进一

步加大校企合作的力度。
据悉，近年来，上海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高技能人才总

数已超 100 万， 占技能劳动者比重从

2010 年 的 25.01%提 高 到 2016 年 的

31.1%；技能劳动者中，中高级技能劳

动者的比重明显上升， 等级结构比例

逐步趋向合理。
上海市人社局表示，未来，上海将

谋划实施技能人才培养、评价、表彰、
激励和竞赛等若干专项行动计划，探

索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新模式， 优化高

技能人才成长环境， 力争使上海成为

全国职业培训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同时，充分利用筹

办第 46 届世赛的契机，努力掀起职业

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的高潮。

“民族脊梁”书法大展开幕
本报北京 10 月 19 日专电 （驻京

记者周渊） 由中国文联、 中国书法家协

会、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中国国家博

物馆共同主办的 “民族脊梁” 书法大展

16 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 展览汇

集当代百位知名书法家作品， 传写民族

脊梁精神风骨， 弘扬民族精神， 呈现出

中华民族辉煌的发展历程。
据介绍， 创作过程中， 中国书协多

次邀请知名学者和权威专家， 从中华民

族历史进程中遴选出 100 多个代表民族

脊梁的人物和群体， 并通过大量历史文

献研究突出其历史贡献与精神传承。 本

次展出的百余幅风格各异、 诸体兼具的

书法作品， 体现了当代书法家继承传统

的坚实功力和精益求精的崭新面貌。
展览将持续到 10 月 30 日， 观众可

免费参观。

市领导昨会见巴西客人
本报讯 （记 者孙华 ） 市 委 常 委 、

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昨天在衡山宾馆会

见以社会主义人民党党主席、 众议员罗

伯托·弗莱雷为团长的巴西中小政党干

部考察团。 陈寅向来宾们介绍了上海改

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

五省区《长安丝路东西风》展揭幕
本报西安10月19日专电 （驻陕记者

韩宏）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 陕西历史

博物馆承办， 西北五省 （区） 12家博物

馆参展的原创特展 《长安丝路东西风》
17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五展厅开展。

展览分为“凿空西域”“长安胡风”等
部分，精选了五省（区）汉唐时期东西文

化交流的代表性文物珍品140件， 将文

物与文化遗产图片相结合， 以东西文化

交流为线索， 全方位呈现汉唐长安作为

世界东方文明之都， 不仅是汉代丝绸之

路的起点、 唐代丝绸之路的中心， 还是

对欧亚大陆发生深刻影响的世界核心城

市和国际性大都会。
“凿空 西 域 ” 反 映 汉 代 开 通 丝 路

后， 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 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的交流；“长安胡风” 反映外

来文明与中华文明在长安汇聚、 融合、
升华， 形成了超越性的世界文明， 以及

这些文明成果又通过丝绸之路远播世界

各地的盛况。
展览通过多媒体互动参与和讲述张

骞出使西域等三个重要故事的短片， 使

观众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

上海软件贸易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陈惟）由上海市政府

主办的第十五届上海软件贸易发展论坛

昨天举行。会议披露，软件贸易已成为上

海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

1-8 月， 本市软件出口额达 2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预计全年将超过 35 亿美

元，同比增长约 8%。
1-8 月，本市企业向 60 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软件， 出口目的地个数同比增长

17.7%，其中近一半是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和地区。 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积

极布局海外促进网络，在捷克、印度、爱

尔兰、 关岛建立了信息交流中心， 与泰

国、丹麦、阿联酋等建立了稳定的信息服

务合作交流机制， 并着手建设线上线下

互动发展的“一带一路”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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