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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教学为名滥订教辅材料，高

额回扣落入个人腰包，教辅变“教腐”；

借“统一着装”名义收取高额费用，将校

服采购视为敛财工具……近段时间，一

些地方查处涉及教辅、校服领域违规征

订、行贿受贿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

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提升年”行动的通

知》，剑指利用征订教辅及购买校服谋利

等侵害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的突出问

题，这一举措直指积弊、切中要害，为整

治相关乱象提供了行动指南。

教辅资料本是辅助学习的工具，校

服是校园文化的载体，一些人却以教育

为名行不法生意之实，甚至将学生用品

采购等环节异化成滋生腐败的温床。这

些钻进学生用品的“蛀虫”，严重损害了

学生和家长的利益，更践踏了教育尊严。

学校不能成为一些人唯利是图的生

意场。各地教育部门应狠抓落实，修补

机制漏洞，对教辅征订、校服采购等流程

展开深入排查，强化全链条监管，通过家

长委员会、特邀监督员等方式，加强对学

校办学行为的日常监督，确保各个环节

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从源头上斩断不法

利益链条。同时，加强对重点岗位的风

险防控和制度约束，高悬惩贪肃腐“利

剑”，拿出动真碰硬的魄力，发现一起、严

惩一起，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学校和教育工作者更应坚守教育底

线，牢记育人使命，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

升职业道德素养，坚决抵制利益诱惑。以

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导向，为学生成长营造纯净、积极的教育环境。

唯有以“零容忍”的态度斩断谋利黑手，让教育回归本真，

让校园成为净土，才能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让家长安

心、社会放心。 （新华社南宁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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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地区是我国生态脆弱地区，也是我

国生态保护修复的攻坚区、防沙治沙的核心

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北地区荒漠化

防治工作，提出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强

调“要突出治理重点，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

役”。

今年6月17日是第31个“世界防治荒漠

化和干旱日”。记者深入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科尔沁沙地与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河西

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一线，

感受到决战沙海、绿染北疆的蓬勃力量。

系统守护“几字弯”

夏日的乌兰布和沙漠骄阳似火，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何文强

钻进梭梭林中，感受着风的力道。

“这一片是防风阻沙区，站在梭梭林里感

觉风速明显减慢了。这片区域正发挥着阻止

流沙侵蚀黄河的作用。”看着眼前随风轻摆的

梭梭苗，何文强感慨道，“磴口治沙，不只关注

沙，还研究风和水、种好树和草。”

磴口县位于黄河“几字弯”的“弯头”、乌

兰布和沙漠东北部，是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的前沿阵地，426.9万亩沙海占县域总面积

的77%。

沙海攻坚，磴口县构建起“一地一网三

区”的系统施治防沙治沙体系。何文强解释

道，“一地”是确保荒漠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

整性的自然保护地，“一网”是农田防护林网，

“三区”是封沙育草区、防风阻沙区和光伏治

沙区。

“磴口县背靠沙漠，面朝黄河，以前治沙

就看沙，种树就像撒胡椒面，来场大风全吹走

了。近年来，我们转变治沙思路，充分发挥

林、田、水的多重功能，系统守护‘几字弯’。”何

文强说，治理工作要环环相扣，只有统筹兼顾

才能“锁住”乌兰布和沙漠东侵黄河的脚步。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彦淖尔

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指出，要坚

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总书记的指示坚定了我们系统化治理

的决心，也为磴口进一步因地制宜加快乌兰

布和沙漠边缘地带沙化土地治理、打造点线

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指明了方向。”何文强

说。

大地增绿后，磴口县湖泊和湿地的环境

越来越好，当地利用湖泊在冬春两季黄河凌

汛期间存留河水，增加了植树造林的灌溉水

源。在农田防护林网的保护下，过去饱受风

沙侵蚀的土地肥力得以保存，如今转变为造

林育苗地，又为造林治沙提供苗木资源。

磴口县持续加强用系统观念、全局眼光

进行荒漠化防治的工作思路，从治理一个“环

境点”到系统治理整个“生态面”，当地生态环

境不断向好。据统计，磴口县林草覆盖度从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0.04%提高到目前的

39.1%，全县年沙尘日数由20世纪90年代的

23天减少到现在的8天左右。

“湖泊、树林、农田、草地、沙漠本就是相

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我们要继续落

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护水、造

林、整田、育草、治沙全要素管理，持续保持沙

区生态环境‘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

势。”磴口县委书记刘向阳说。

科尔沁沙地披绿装

在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四合城镇刘家

村，74岁的侯贵仍然保留着每天巡山的习惯。

侯贵自2001年起上山种树，先后在2400

亩沙地上栽种20余万棵树木，如今又开始进

行林地改良工作。“这几年有些树得病枯死

了，林业专家说成片种植单一树种会增加树

木患病几率。”侯贵穿梭在树林中，指着一排

新栽的小树说，“这里间隔种植了油松和元宝

枫，都是耐旱的长寿树种，不同树种交错种植

能降低病虫害的传播风险。”

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历史上沙

化土地面积曾占全县总面积的96%，一年365

天有240天左右在刮风，漫天黄沙只需两小

时就能掠过辽河平原。

几十年前，林业人员经过精心选育，将耐

旱耐寒耐瘠薄的樟子松从寒温带南移多个纬

度栽种在了彰武县，成为科尔沁沙地防风固

沙的明星树种。今年，为提高治沙林木的质

量，彰武县实施了樟子松嫁接红松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成活率已超过90%，不久就能

移栽到科尔沁沙地治理一线。”辽宁省森林经

营研究所所长于洪亮介绍，红松病虫害少、种

子经济价值高，但不易在沙地成活，嫁接可缩

短红松生长周期、提升结果速度，有利于形成

可持续保护生态环境的良性局面。

从种活树到种好树，彰武县的治沙工作

离不开科学支撑。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

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老一辈用

科学的方式把沙地变绿，我们这一辈更要用

科学的方式，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生态

系统。”彰武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陈书魁说。

近年来，彰武县创新实施以树挡沙、以草

固沙、以水含沙、以光锁沙“四大工程”，逐步

构建起科学完善的防风固沙体系。

在彰武县后新秋镇烧锅村，1700亩农田

里挺立着一排排太阳能板，1.8米高的立柱

下方，种植不久的黄豆、高粱长势喜人，绿意

连成一片。

“原来这里都是沙土地，天热的时候秧苗

都被烫死了。光伏发电板不仅能发电，挡在

作物头顶还成了遮阴棚，遮光降温，减少水分

蒸发。”烧锅村党支部书记许延春说，以光锁

沙工程让曾经愁人的“沙窝窝”变成了“香饽

饽”。

森林覆盖率从2.9%提升到30%以上，“三

北”防护林带向科尔沁沙漠腹地推进了13公

里……在彰武人心中，扩绿是治沙工程的根

基，而尊重科学则是治沙成功的关键。

塔漠锁边育新机

护林员艾力·麦麦提站上新疆和田地区

于田县奥依托格拉克乡的沙丘高处俯瞰，绵

延的玫瑰花带将金黄的沙丘紧紧环抱，给塔

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项链”。

时间倒回至2024年11月28日，在塔克

拉玛干沙漠南缘，艾力·麦麦提和工友们栽下

最后一批玫瑰幼苗。自此，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285公里的“绿色缺口”顺利合龙，全长

3046公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正式

形成。

“过去沙子埋到房檐，现在风过无沙，能

闻着花香数星星。”艾力·麦麦提望着不远处

的绿洲感慨。这位在沙漠边缘生活了半辈子

的老人，见证了从“沙进人退”到“人沙和谐”

的逆袭——和田地区41.2万亩沙地被划分

到8277户农家，曾经寸草不生的沙包，如今

成了肉苁蓉、玫瑰花的家园。

“总书记强调，兴绿要‘实现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我们正按照总书

记的指示，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路径。”和田地区林草局副局长骆爱科说。

在骆爱科的办公室里，一张地图上密密

麻麻标记了8277个红点，每个红点都是一处

农户承包的沙地。

“我们将国有未利用沙地划给村集体，每

户承包30亩到50亩，确权到户，收益归己。”

骆爱科说，得益于自治区出台的资金保障、生

态用水等政策激励，全区上下掀起了治沙热

潮。

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不断

深入，新疆推动防沙治沙与乡村振兴、新能源

项目等有机融合。这一举措不仅巩固锁边合

龙成果，还促进沙产业发展，确保治沙工作可

持续进行。

奥依托格拉克乡塔吾哈孜村农民艾则

孜·买提肉孜从事肉苁蓉种植已有15年，他

带领合作社成员在种植红柳、梭梭等固沙植

物的同时接种肉苁蓉，至今已发展到950亩，

实现治沙和产业发展两不误。

在他的带动下，塔吾哈孜村有30%的农

户都在种植肉苁蓉。塔吾哈孜村村委会去年

又开垦了150亩沙地，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

全民参与防沙治沙，已在于田县与沙漠

接壤的5个乡镇中成为共识。如今于田县肉

苁蓉年产量达4万吨，占全国产量的85%；肉

苁蓉、玫瑰花相关合作社40余家，带动就业

一万余人。

“现在沙产业和生态建设紧密结合在一

起。”于田县肉苁蓉协会会长买吐如则·买吐

送说，沙漠不仅变绿了，还生出了金，锁边防

护带越种越宽，沙产业发展也越来越火，实现

了绿富同兴。

【记者后记】
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2021

年至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
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是推动

“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2023年6
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
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座谈会时强调，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
场“三北”工程攻坚战。

两年来，“三北”工程攻坚战迈出坚实步
伐。聚焦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2024年完成
治理面积超380万公顷。虽然三北地区已经
筑起一道绵延万里的绿色长城，这里依然是
生态脆弱地区，防沙治沙还须持续用力、久久
为功。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锦 绣 北 疆 绿 更 浓
——“三北”工程攻坚战在行动

新华社记者 刘伟 张丽娜 魏婧宇

新 华 时 评

新华社合肥6月16日电（记者何曦悦）记者16日从安徽省

量子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服务于“祖冲之三号”量子计

算机的核心设备、面向千比特规模设计的超导量子计算测控系

统ez-Q Engine 2.0已于合肥等地正式交付使用，将为多家科

研机构及产业单位提供累计5000多比特的测控服务，为我国

后续研发更大规模可纠错超导量子计算机打下坚实基础。

测控系统是量子计算机的关键核心设备之一，可类比经

典计算机的主板，主要负责对量子芯片上的量子比特进行操

作，执行量子逻辑门操作和量子算法运算等工作。一台优秀

的量子计算机，离不开高精度、高可靠的测控系统。

据了解，这款名为ez-Q Engine 2.0的超导量子计算测

控系统由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制。

它的上一代产品ez-Q Engine 1.0已成功用于我国唯一实现

超导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祖冲之二号”系列计算机。

安徽省量子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唐世彪介绍，相

比上一代产品，新一代设备集成度提高了约10倍，核心元器

件采用国产化设计，体积小、性能优，8台机箱就能完成千比

特操控任务。它还通过技术攻关，实现了更低噪声、更强一致

性，测控精度等指标得到提升。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量子计算负责人王哲

辉表示，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的指

导下，目前团队正在研发适用于万比特规模且具备纠错功能

的新型测控系统，面向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纠错、实用量子

计算等场景进行技术攻关，不断完善自主可控的量子计算产

业生态。

中国千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测控系统完成交付

新华社莫斯科/基辅6月16日电（记者黄河 李东旭）俄罗

斯国防部16日发布通报称，截至目前，俄方已向乌克兰移交

6060具乌阵亡军人遗体，并准备再向乌方移交2239具阵亡军

人遗体。乌克兰方面当天说，目前乌方从俄方共接收6057具

乌公民遗体。

通报说，根据俄乌双方此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

协议，俄方16日再向乌方移交1248具乌阵亡军人遗体，乌方

则向俄方移交51具俄阵亡军人遗体。截至目前，俄方共接收

乌方移交的75具俄军人遗体。

俄罗斯总统助理、俄乌谈判俄方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16

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俄乌双方已完成6060具乌方人员遗

体的移交工作。他说，双方正在交换被俘人员，并建立了紧急

移交前线重伤员的救护机制。

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本

次向乌方移交了1245具乌公民遗体，目前乌方从俄方共接收

6057具乌公民遗体。

俄乌两国代表团6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轮直接

谈判，双方同意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所有重伤战俘，并且

大规模交换25岁以下战俘和阵亡军人遗体。据俄媒报道，俄

方6月11日开始向乌方移交阵亡军人遗体，首批遗体为1212

具。之后，俄方分别于13日、14日和15日向乌方移交军人遗

体，每次1200具。

俄国防部说已向乌移交6000多具乌阵亡军人遗体

新华社休斯敦6月15日电（记者徐剑梅）多家美国媒体

1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以色列向美国提出的刺杀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计划。

多家媒体援引美国政府匿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白宫在听

取以色列相关计划后向以方明确表示，特朗普反对以色列采

取这一行动。

但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察希·哈内格

比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言人多斯特里均否认了以色列刺杀哈

梅内伊的计划。哈内格比说美媒报道是“最高级别的假新闻”。

特朗普15日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

动，以后“有可能介入”。他再次警告伊朗不要袭击美国目标。

美媒称特朗普否决以色列刺杀哈梅内伊计划

（上接第一版）
长春光电产业在完成从实验室研发到产

业化应用的蜕变后，产值规模持续扩大，但与

占据全市经济主导地位的汽车产业相比，光

电产业在体量和带动效应上仍有明显差距，

需要持续发力。

从全国范围看，光电产业赛道竞争日趋

白热化。深圳凭借完善的电子产业链，武汉

依托光谷的深厚积淀，杭州借力数字经济优

势，已在该领域形成显著的集聚效应。华南

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

任马於光认为，长春在吸引人才、企业投资和

市场份额等方面，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需要

在政策支持、产业配套、营商环境等方面不断

提升竞争力。

“光电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

特点，当前长春本地科技金融资源不足，专注

于硬科技孵化和产业壮大的投资生态有待进

一步完善。”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副总经理贾宏光建议：“要加快培育具

备全国影响力的龙头企业，通过资源倾斜、政

策扶持，引导中国科学院系、高校系的优势技

术向市场型企业集中，推动一批重点企业向

平台型、链主型企业升级，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协同集聚。”

在2025长春光博会现场，来自四平、松

原等省内城市的企业代表积极参与观展、洽

谈。这种跨区域产业互动，生动展现了长春

作为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光博

会这样的高端平台，不仅促进了技术交流和

市场对接，更推动了人才、资本等要素在都市

圈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70年积淀照亮新赛道

在长春净月高新区的夜幕下，希迈气象

的激光雷达正在编织无形的气象预警网；蛇

年春晚舞台上，“吉林一号”卫星从数百公里

外的太空传回实时影像。这些看似不相交的

光束，共同勾勒出长春作为“光电摇篮”的发

展图谱。

1952年，在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的主持

下，新中国首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

科学院仪器馆于长春创立。在这片光学沃土

上，还孕育了我国光学领域的多个“第一”，第

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

台光电测距仪……

进入新时代，长春从传统制造业不断向

半导体、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拓展，光电信息产

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形成了涵盖

光学材料、精密加工、智能装备的完整产业

链。

“长春在光电领域发展很快，应和战略性

企业相结合，把光电博览会做成长春市的名

片。因为这里发展光电事业有基础，长春理

工大学、吉林大学具有非常强的实力。”中国

工程院院士贲德表示。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长春这座光电产业实

力雄厚的城市，2024年，长春有了属于自己

的光电展，光博会成为集中展示海内外先进

光电技术的窗口。

在光博会的推动下，多个重大项目签约

落地，创新资源加速集聚，长春光电信息产业

迎来全新机遇。2024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

业综合产值突破900亿元大关，向着“千亿

级”光电产业集群目标稳步前进，“一谷三地

五星”的产业发展思路日益明晰，长春“光电

之城”的轮廓逐渐显现。

长春，正以“一束光”创新突围，为推进现

代化都市圈建设发展新优势、提供新动能。

从实验室的微光到产业的星河，从单极引领

到多轮驱动，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正加

速铺展，照亮东北振兴的未来之路。

6月16日，国网赞皇县供

电公司的工人在辖区院头镇曹

家庄村附近的“风光互补”发电

场巡检并网线路（无人机照

片）。近年来，河北省大力推动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有序推

进风电、光伏发电和抽水蓄能、

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建

设，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