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增强

盛夏时节，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明媚
阳光下，迂曲回环的尼洋河波光粼粼，河
中的沙洲绿树蓬勃盎然。

“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活在这儿很
幸福。”家住湿地旁的西藏林芝市巴宜区
立定村村民央吉拉姆感叹，这里大变样
了，再也不是多年前挖沙采石的荒草滩。

那时，植被少、沙化严重，每当刮起
沙尘暴，眼睛都睁不开。直到 2009 年，
林芝市开始实施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
周边村民纷纷参与防沙造林，这里逐渐
变了景致。

从荒草滩到鸟掠芳洲的公园，雅尼湿
地的变迁是一个生动缩影，照见了新时代
中国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实步伐。

曾几何时，雾霾频发、沙尘肆虐、河流
黑臭……2012 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全
球 11.5％，单位 GDP 能耗却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 2.5 倍。发展，走到了必须转型的
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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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把

“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各部
门通过一系列切实举措，助力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

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及集群，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城市污水管网建设快速推
进，不断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清洁取暖改
造减少散煤污染，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曾被雾霾笼罩的天空逐渐被擦亮。
2022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 86.5％，重污染天数比例
首次降到1％以内。

水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2022
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升至
87.9％。

越来越多的绿色在山川大地蔓延。
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实现双增长。一
座座精致的街角公园让市民们在“生态留
白”中享受美好生活。

发展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协调统一

走进浙江安吉县余村，起伏的山、流
动的水、绿色的竹，无数游客流连忘返。

20多年前，因发展“石头经济”，余村
的山变成“秃头光”，水成了“酱油汤”。痛
定思痛的余村人相继关停矿山和水泥厂，
发展“美丽经济”。

2005 年 8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到余村考察，得知余村做法后评价

“高明之举”，并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理念引领中国
广袤大地发生深刻变化。

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岷江和金
沙江在此交汇。

站在三江口向北眺望，5公里内曾是
宜宾沿江工业区，始建于 1943 年的宜宾
天原化工厂距离长江岸线一度不足百米。

今天，长江岸边，昔日厂房变身长江
公园。远处，新成立的三江新区日新月
异，天原化工已将产业延伸到化工新材料

和新能源电池材料，走上新的产业赛道。

不断探索与实践中，各地转变发展思
路，逐渐走出一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

协调的路，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

为了更好保护环境，多地加快完善多

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让好山水、好生态成

为共同守护的“有价之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更加协调，绿色发展空间进一
步拓展。

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的同时，经

济总量跃上 120万亿元台阶，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

绿色昭示未来：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前不久，龙江森工集团穆棱林业局有

限公司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例行巡
护中，通过野外红外相机，再次发现野生
东北虎“完达山 1号”在林区内活动的清
晰影像。

绿水青山间，珍稀野生动植物生机
勃勃。这背后，是我国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
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长远性的绿色发展体制扎实推

进——

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
工程深入推进。10年来全国完成造林约
10.2亿亩，绿色版图不断扩大。

截至 2019 年的 10 年间，我国荒漠

化、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净减少 5万平方公
里、4.33万平方公里。新疆作为我国荒漠
化及沙化面积最大、防沙治沙难度极大的
省区，首次实现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

“双缩减”。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加快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重
要步伐，共同推动形成较为完整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体系。

第一批国家公园交出亮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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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13个大熊猫区域的种群生态廊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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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在建设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全面建立，一
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一片片森林和草
原有了专属守护者。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
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从“光盘行动”、节
水节纸，到垃圾分类、告别一次性用品，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新风尚。

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吸引着全世界的
目光。

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实
施，宣布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保护生态环境
的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

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
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

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携手同心、不懈
奋斗，一定能汇聚起更加磅礴的伟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ZHENGZHOU DAILY 32023年7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 王一博 校对 孔媚媚 E-mail：zzrbbjzx＠163.com 要闻·国内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经开国土资交易告字〔2023〕9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分局
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郑政经开出〔2023〕12号
（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发布公告。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

二、本次出让地块为产业用地，项目建设需
符合《产业实施方案》（具体详见挂牌文件）。拟
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
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之外，均可
申请参加本次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四、此次出让地块采用无底价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采用价高者得方式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公
告时间为：2023年 7月 18日至 2023年 8月 6
日。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
见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http://zzg-
gzy.zhengzhou.gov.cn“办事指南”窗口），登
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点击“交易主体登录”），
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
间为：2023年8月7日至2023年8月21日。缴
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3年8月17日17
时。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竞得人
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详见挂牌
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7021房间进

行查验，通过后签订《竞得结果》。摘牌单位竞
得该宗地后，4个工作日内和经开区管委会签
订《投资建设合同》《产业发展承诺书》并由经开
区管委会出具产业准入审核结果，6个工作日
内持《竞得结果》《投资建设合同》《产业发展承
诺书》《产业准入审核结果》及其他后置审核资
料到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分局 2226
房间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
书》。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出让金缴款期限自《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60日内。
（二）摘牌单位竞得该宗地后，4个工作日

内和经开区管委会签订《投资建设合同》《产业
发展承诺书》并由经开区管委会出具产业准入
审核结果，《投资建设合同》《产业发展承诺书》

和产业准入审核结果作为后置资格审查条件，
审核通过的按照流程签订《成交确认书》《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将签订的《投资
建设合同》《产业发展承诺书》和产业准入审核
结果作为附件纳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否则按违约处理。

（三）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产业准入政策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四）郑政经开出〔2023〕12号（网）地块采
用装配式技术建设，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

（五）该地块位于国家安全控制区域范围
内。竞买人在竞买前必须取得郑州市国家安全
部门审查意见书（联系人：车警官、刘警官；地
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玉凤路 406号；电话：
0371-89927382）。

八、联系方式

1.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分局
联系地址：经开第八大街管委会东配楼二

楼2226
联系电话：0371-66780991
联系人：窦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郑发大

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193
联系人：仝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7月18日

编号

郑政经开出
〔2023〕
12号（网）

土地
位置

航海东路以北、
商英街以东

使用权面积
（㎡）

18786.09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
旅馆用地兼容商务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3.0

建筑密度
（％）

＜55

建筑高度
（米）

＜100

绿地率
（％）

＞25

投资总额
（万元）

≥36879.5351

起始价
（万元）

12677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6339

增价幅度
（万元）

200

出让年限
（年）

40

开发
程度

五通一平

民政部启动“乡村著名行动”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高蕾）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

开展“乡村著名行动”。该行动涵盖地名方案编制、命名设标、文化保
护、采集上图、信息服务等地名工作的各个环节，致力于提升乡村地名
建设水平，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这是记者 17日从民政部 2023年第二
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随着时代发展，现代乡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乡村地
名也呈现出数量密度需求不断增加，需要整体性、前瞻性规划设计，标
准化程度要求提升，人们对乡村地名的特色内涵越来越重视等特点。

近年来，民政部不断深化乡村地名信息服务，持续加强乡村地名
建设。聚焦乡村百姓出行导航、快递物流不便的现实问题，先后指导
互联网地图平台规范标注乡村地名 670 余万条，新增地名覆盖全国
200余万个农村居民点，搜索点击量累计达数十亿人次，有力促进了乡
村百姓出行导航、快递进村、山货进城。

此次“乡村著名行动”明确了5方面 14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织密
乡村地名网、健全乡村地名标志体系、发展繁荣乡村地名文化、深化地
名信息服务、促进地名利农惠农等内容。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王晓东在发布会上介绍，从2023年起，将
利用3至 5年时间使乡村地名工作模式基本定型、工作路径基本成熟，
乡村地名及其标识的广度、密度、精细度适应乡村治理需要，乡村地名文
化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乡村标准地名信息在各领域规范使
用，乡村地名管理服务水平实现跃升，地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得到充分
显现。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时，乡村地名管理服务全面
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城乡地名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均等化，优秀地
名文化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地名助力乡村振兴取得重大成效。

“我们给专项行动冠以‘乡村著名行动’的名称，一方面，著名作为
动词使用时，有‘起名、命名’的含义，体现要有好地名；另一方面，著名
作为形容词使用时，有‘扬名、闻名’之义，也是希望全国的广大乡村能
够通过地名闻名起来。”王晓东说。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
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17日
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 17日 20时
至 18日 20时，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
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
预警）。

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广西崇左市的扶绥县、江州
区、宁明县，防城港市的上思县；橙色预警区域为广西南
宁市良庆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同时指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
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
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叶
昊鸣）记者17日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
捞局获悉，针对即将到来的今年第 4
号台风“泰利”，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
已部署 11 艘大功率救助船和 5 架救
助直升机进行应对。

据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15日 12时起，交通运输部
启动防御台风Ⅲ级应急响应。交通运
输部救助打捞局针对热带低压移动路
径和海区特点，按照“早动员、早准备、
早部署、早落实”的防台工作方针，科
学调整东部海区和南部海区专业救助
力量。目前，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
和南海救助局在台风影响区域共部署
包括“南海救 101”轮、“南海救 102”
轮在内的大功率救助船11艘、救助直
升机5架、应急救助队8支，另有46艘
打捞联动船舶一同参与防台工作。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交通运
输部救捞系统将继续密切关注台风

“泰利”的发展态势，持续加强珠江口、
琼州海峡等地海上一线值班值守力
量，确保一旦有险情发生，能及时处置
应对，有效实施救助。

据了解，今年第 4号台风“泰利”
将于17日夜间登陆，台风中心将对南
海北部海域及广东、广西、海南沿海造
成较强影响，台风外围也将持续对南
海南部海域造成较大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文

全面加强临床专科能力建设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李恒董瑞丰）记者17日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获悉，为进一步提升临床专科能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
域均衡布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推动临床
专科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加强临床专科能力建设，构建我国
临床专科建设发展新格局，提高临床专科服务能力和质量安全水平。

临床专科能力建设是医院建设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医疗机构服务
患者的重要基础，是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对构建优
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保障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强化各地临床专科能力建设制度和政策
保障，探索建立完善稳定的投入机制和产出考核评估机制，以优化专
科组织形式、完善管理运行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培养、推动技术创新发
展、提高医疗质量安全为重点，实现我国临床专科能力持续提升。

《指导意见》共提出了 13条具体措施，其中明确，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要全面提升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精神科等人民群众就诊
需求高、就诊量大的基础学科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看病就医
需求；强化麻醉、影像、检验、重症、病理等平台学科的专业技术水平，
提升平台学科医疗服务支撑作用。同时，要谋划打造优势专科和特色
专科，多学科融合促进技术创新发展，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等。

根据《指导意见》，到 2025年末，进一步夯实基础专科和平台专科
的能力基础，在部分发病率高且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疾病的
专病诊疗模式和学科组织形式上有创新性突破，建设一批特色临床专
科，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全流程诊疗服务。

到 2030年，实现以城市为单位，针对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疾
病均有优势专科；省域内基本建成系统连续、特色鲜明、学科融合、优
质高效的高水平临床专科群，医疗质量安全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显著
提升，大病不出省基本实现。

六部门印发通知开展
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陈炜伟 严赋憬）国家
发展改革委17日发布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已
联合印发《关于补齐公共卫生环境设施短板 开展城乡环
境卫生清理整治的通知》。

《通知》提出，要积极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做法，以环境清理整治为先手棋，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积极稳步推进超大
特大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干净、整
洁、舒适的旅游居住环境。

《通知》还提出，要重点推进城市环境卫生清理整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环境整治，补齐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城乡垃圾污水治理、医疗废物和污水综
合处置能力短板，推动创新城乡社会健康治理模式，以点
带面夯实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建设基础。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严赋憬 陈炜伟）国家发展改革委
17日发布消息称，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已联合印发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规划》范围包括黄河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
山西、河南、山东 9个省（区），以黄河干支流流经的县级行政区为核心
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黄河故道发展历史延伸至联系紧密区域。

《规划》提出构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一廊引领、七区联动、八带支
撑”总体空间布局，分类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
等4类重点功能区；提出全面推进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化黄河文
化研究发掘、提升环境配套服务设施、促进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加强数
字黄河智慧展现五大重点任务实施。

《规划》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强化传承，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
持文化引领，彰显特色，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全面
阐释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考虑地域广泛
性和文化多样性、资源差异性，实行差别化政策措施；坚持积极稳妥，
改革创新，兼顾历史与现实，打造民族性世界性兼容的文化名片。

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
部署专业救捞力量全力防抗台风“泰利”

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综述

生态兴则文明兴。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成为一道必答题。
这是一份写在绿水青山间的答卷，更是一份写在人民心里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
绿色发展奇迹。

今年第4号台风“泰利”将于7月17日夜间在广东
电白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泰利”影响，海
南环岛高铁17日全线停运，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
港和美兰国际机场停航。海口市自7月17日12时起，
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
等“六停”措施，具体结束时间将于7月18日视情及时发
布通知。图为 7月 17日拍摄的空荡荡的海口新海港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严阵以待防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