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要闻2024年7月2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车占翔 3

新华社记者 高 敬 黄韬铭

面 对 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如何答好生态文明建设这道时代

必答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

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纵深推进，全

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

份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美的生态答

卷，铺展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

改革发力，以攻坚之举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前不久，一张长城与“中国尊”的

超长距离“合影”刷屏社交网络。前

景，是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的九

眼楼长城；远处，是位于朝阳区的北京

地标建筑之一“中国尊”。

人们还记得，10 年前，亚太经合

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秋冬

季常被雾霾笼罩的北京，迎来清澈美

丽的蓝天。

“那几天天气很好，当时有人问，

这是‘APEC 蓝’，能持久吗？我回答

他们，这并不是短暂的蓝天，几年后它

将是永久的蓝。”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说起当年这个细节，习近平总书记语

气坚定。

从“APEC蓝”到长久的“北京蓝”，

是新时代以来我国以改革之举推动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

容。《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对生态文

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党中

央带领亿万人民向污染宣战，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

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

面对长江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痛心地形容，母亲

河“病了，病得不轻了”。

2016 年 1 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明确立下规矩：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近 8年间，总书记召开了 4次以长

江经济带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对母

亲河的关切之情一以贯之。

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污水管

网加速建设、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

“十年禁渔”扎实推进……一项项改革

举措对症下药、系统施治。

如今，母亲河已“大病初愈”，“含

绿量”越来越高。长江干流全线水质

稳定保持在Ⅱ类，正在逐步恢复生机

活力。

改变的不只是长江。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有重点、有力度、

有成效的环境整治行动持续发力——

2018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从

“坚决”到“深入”，坚持高标准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为蓝天常在，从 2013 年开始，三

个“大气十条”文件接续出台，打出法

治、市场、科技、政策的“组合拳”——

发挥财政金融引导作用，中央财政大

气污染防治资金累计下达 2000 多亿

元；脱硫、脱硝、除尘电价和超低排放

电价政策实施，我国成为世界规模最

大的清洁燃煤发电基地；税收优惠政

策有力支持企业进行超低排放改造。

为碧水长流，河长制、湖长制全面

建立，众多河湖实现从“没人管”到“有

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

变，推动解决了一批河湖管理保护难

题，河湖状况逐步好转。

为家园更美，各地大力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启动建设“无废城市”，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我国如期实现固

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一项项改革举措，汇聚起持续攻

坚的强大合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天更蓝，重污染天数显著下降，蓝

天白云成为常态，我国成为全球空气

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水更清，河湖面貌实现根本性改

善，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已接近

发达国家水平；

土更净，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

管控，越来越多的绿色正在点染祖国

山川大地。

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逐步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制度护航，以共生之道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

每年 5 月，“高原精灵”藏羚羊一

年一度的迁徙产仔季开启。在三江源

国家公园的可可西里地区，常有这样

一幅和谐动人的画面——过往车辆远

远停靠，主动让行经过青藏公路的藏

羚羊。

目前，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数量已

经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不足 2 万只，

恢复增长至 7万多只。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青海考察时

强调，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家代表

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的重要部署。从 2013 年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到 2015 年陆续开展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再到 2021 年第一批 5 个国家公

园正式设立，如今我国已出台空间布

局方案，正在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

公园体系。

第一批国家公园已交出一份亮眼

的“成绩单”：三江源国家公园实现了长

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整体保护；大熊

猫国家公园打通生态廊道，保护了70％
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新

发现雨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守护绿水青山，改革坚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此后又把“草”这

一重要生态系统纳入其中。

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说：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

要加一个‘沙’字。”

“山水林田湖草沙怎么摆布，要做好

顶层设计，要综合治理，这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说。

保护生态环境，要抓住“统筹”二

字。“统筹”指明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的总体思路和发力方向。一系列统筹

谋划生态保护修复的改革举措，正在

重塑人与自然的边界。

我国全面划定“三区三线”，逐步

形 成 全 国 国 土 空 间 开 发 保 护“ 一 张

图”，加快构筑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

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的国土空间格局。

我国还创造性提出生态保护红线

制度，将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

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划

入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一条红线管控

重要生态空间。截至目前，陆域生态

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

过 30％。

守护绿水青山，坚持用制度管权

治吏、护蓝增绿，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

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

键在领导干部，根本在制度保障。

针对一些地方环保意识不强、履职

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等问题，党中央推

动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开展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行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让生态

环境保护逐步成为硬约束。

祁连山生态破坏、长白山国际度

假区违法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和别

墅、海南一些地方违规围填海进行开

发、滇池长腰山过度开发……这些典

型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逐一得到解

决，靠的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

度这把“利剑”。

坚持问题导向、曝光典型案例、精

准有效问责、形成整改闭环……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敢于动真格，不怕

得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成为推动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近年来，一系列制度举措有力护

航，我国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

定性、持续性，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给子

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转型发展，以方式之变
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夏日，山林积雪消融，随着一批批

游客到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迎来

一年里最热闹的时节。

2021 年 3 月 5 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来自林区的全国人

大代表向总书记汇报林区转型发展的

情况，林业工人从之前的“砍树人”转

变为“看树人”，2018 年林区的森林与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总 价 值 达

6159.74亿元。

习近平总书记说：“你提到的这个

生态总价值，就是绿色 GDP 的概念，

说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里面不仅

有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效应，更

能带来旅游、林下经济等。”

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

富。如今，林区在确保森林生态安全

的前提下，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除了发展旅游业，林区还着

力发展黑木耳种植、桦树汁饮料加工

等林下产业，绿水青山在这里真真切

切地变为金山银山。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习

近平总书记看来，绿水青山既是自然

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

财富。

以改革之力，探索实现发展和保

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打通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让好生态、好

山水成为“有价之宝”。

今年 6 月 1 日，《生态保护补偿条

例》正式施行。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

界上覆盖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多、投

入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近年来，各地完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

算，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推动林业碳

票交易、排污权交易等。

在甘肃，曾靠山吃山的牧民如今成

了管护员；在湖南，放下渔网的渔民加

入了护渔队；在浙江，乡村游、生态游让

百姓更富、生态更美……我国正在走一

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之路。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

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

明建设整体布局，陆续发布“双碳”目标

下的“1＋N”政策，加快发展风电光伏等

新能源，努力推动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

方式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

2021 年 7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正式开市，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

体 排 放 量 最 大 的 碳 市 场 。2024 年 1
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启动，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温室

气体减排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

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

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

体人民自觉行动。

如今，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和方

式，正在融入每个人的生活。

今年 5 月，重庆公交集团推出低

碳惠民新举措，市民可以通过“碳惠

通”小程序直接扫码或绑定公交卡乘

坐公交车，“碳惠通”平台自动量化其

减排效果后给予碳积分，再用碳积分

到平台积分商城兑换公交券，引导市

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超35％，可再生能源

装机超过煤电，我国已成为应对气候变

化的重要推动者、贡献者和践行者。

美丽中国，渐行渐近。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进一步深化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一体推进制度集成、

机制创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

质量发展，中国正在谱写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就综述

书写在绿水青山间的
生态答卷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于 2024 年 7 月 1
日公布《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规定》共13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存量公司调整认缴出资期

限的过渡期安排。2024年6月30日前登

记设立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

出资期限自 2027 年 7 月 1 日起超过 5 年

的，应当在 2027年 6月 30日前将其剩余

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 5年内并记载于公

司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后的认缴出资

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股份有

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在2027年6月30日

前按照其认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公

司生产经营涉及国家利益或者重大公共

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

民政府提出意见的，国务院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可以同意其按原出资期限出资。

二 是 规 定 公 司 出 资 异 常 的 处 理 。

公司出资期限、注册资本明显异常的，

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结合公司的经营范

围、经营状况以及股东的出资能力、主

营项目、资产规模等进行研判，认定违

背真实性、合理性原则的，可以依法要

求其及时调整。

三是完善监管措施。公司调整股

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

资期限，或者调整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

等，应当依法向社会公示。公司登记机

关对公司公示认缴和实缴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根据公司的信用风险状况实施

分类监管。公司未按照规定调整出资

期限、注册资本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

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公司登记机

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出

特别标注并向社会公示。

此外，《规定》要求，公司登记机关

应当对公司调整出资期限、注册资本加

强指导，制定具体操作指南，优化办理

流程，提升登记便利化水平。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公布《《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何 伟 童 芳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90 年前，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于

都集结出发，踏上万里长征路。一路

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

难与共，留下珍贵记忆。

“七一”到来，位于广西桂林灌阳

县的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里，前来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在陈列馆最显眼

位置处，人们纷纷驻足。该馆副馆长

范海云说：“这是一床棉被。1934 年

11 月末，红军经过灌阳县水车村，村

民翟顺修帮助红军架浮桥，分别时红

军送给翟顺修这床棉被。”

灌阳地处广西东北角，自古便是湘、

桂重要通道。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三

大阻击战第一仗。1934年11月下旬，红

军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陆续进入灌

阳。当地群众不明真相，纷纷进山躲

避。水车村离新圩阻击战战场不远，当

时，村民翟顺修刚满两岁的孩子高烧不

退，他返回村里，正好碰上红军部队。红

军战士带着军医去给孩子免费看病、拿

药。随后，翟顺修主动收留 6名受伤红

军，在家照顾了3天；得知红军要搭桥过

灌江时，主动拆下家里的桌子和门板，跳

到刺骨的江水中帮助红军打桩架桥。

正值寒冬的长征路上，一床棉被

可能是两三位战士过夜的必需品，但

红军不忍群众挨冻，将重要物资送给

老百姓。“爷爷非常宝贝它，珍藏了 40
多年，一直舍不得盖。”现年 69 岁的翟

顺修孙子翟明福说。1977 年，翟顺修

把棉被捐献出来。范海云说：“长征途

中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深。”

800 余公里外，贵州省遵义市习

水县土城镇上，四渡赤水纪念馆内，有

一 杆 秤 ，长 近 1.6 米 、重 5 斤 多 ，印 有

“贵州盐务局”几个字。

“中央红军进驻土城镇后，得知当

地百姓食盐稀缺，有的群众甚至已断

盐月余，决定开仓放盐。”四渡赤水纪

念馆工作人员吴林侠说，“当年，分盐

用的就是这杆秤。”

悲壮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

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至 3 万余人，后

中央红军转兵贵州。1935 年 1 月，红

军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实现从

挫折中奋起的“伟大转折”。随后，部

队进驻土城镇。

土城镇地处赤水河畔，曾是川盐

入黔的重要码头和主要集散地，但广

大贫苦百姓买不起盐，当地有“吃口

盐，当过年”的说法。红军开仓分盐解

决当时百姓的困难，让广大群众明白

了红军才是人民的队伍。

在土城，群众自发安置红军伤病

员；跳进赤水河架设浮桥，助力红军顺

利一渡赤水河；还报名参加红军。吴

林侠说：“人人心中有杆秤。这杆盐秤

称来了民心。”

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

征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块长约 90厘米、

宽约 20 厘米、厚约 2 厘米的木板。这

是红军给藏族同胞留下的“割麦证”，

大致内容是：我们割了二百斤青稞，这

块木牌可作为购买这些青稞的凭证，

你们归来以后拿这块木牌，可向任何

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取银子等。

1935年7月，红军到达松潘县毛儿

盖镇克藏村，部队粮草供应异常困难。

当地藏族群众不知红军是人民军队，很

多人都躲进山里。面对找不到主人的青

稞地，红军只好自己动手收割庄稼充饥。

“即使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红军

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松潘红军长征

纪念碑碑园管理处副研究员秦成勇说。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黄先荣说，

中国共产党人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团

结在一起，过去这是红军克敌制胜、一往

无前的法宝，今天仍然是搞好各项工作、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思想武器。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军民情深

在鄱阳县珠湖联圩抗
洪现场，武警江西总队景
德镇支队官兵封堵泡泉群
任务结束后，组织党员重
温 入 党 誓 词（6 月 29 日
摄）。

连日来，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3 周年，全
军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
题党日活动，激励广大官
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奋斗强军中砥砺前行。

新华社发（游东霖
摄）

全军部队
组织多种活动
庆祝党的生日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全景（无人机照片，2023年12月11日摄）。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7月1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的储存环完成全环真空闭环，标志着储存
环全环贯通，进入联调阶段。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储存环全环贯通7月1日，在铁路徐州东站，旅客在站
台有序上下车。当日，为期 62 天的 2024
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
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6亿人
次，日均发送旅客1387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毛俊 摄

2024年全国铁路
暑期运输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