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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
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进能
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
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
环节市场化改革”。这是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推动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
要举措。

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
等重点行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起
战略性、基础性作用，关系国民经济命
脉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这些行业具
有共同特征，上中下游各环节呈现出
不同的经济特性和发展规律。行业中
游的网络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规模
经济和范围经济特性，需要集中建设
运营才能更好发挥效益，具有自然垄
断属性，属自然垄断环节；行业上下游
生产、销售、运输服务、设备制造等环
节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属竞争性环节。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垄断行

业改革和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工
作，深入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
公用事业等重点行业改革，深化以政
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
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行业特点
实行网运分开、主辅分离、放开竞争性
业务，取得重要进展。油气行业组建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实现干线管网独立运营；电力行业按
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实
行厂网分开、主辅分离，加快构建全国
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电信行业推动实
现铁塔站址和卫星网络等通信网络基
础设施独立运营；水利行业实现以南
水北调工程为代表的干线水网独立建
设运营。

重点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
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在推进过程
中，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还存在一些
问题：一些行业自然垄断环节与竞争
性环节尚未有效分离，自然垄断环节
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对自然垄断环
节监管不到位；部分行业竞争性环节

没有充分放开，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尚未形成。持续推进重点行业自然垄
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
改革，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对自然垄
断环节控制力，保障国有经济在重点
行业和重点领域更好发挥战略支撑作
用，更好优化网络型基础设施布局，提
升骨干网络可靠性，提升普遍服务能
力和水平；有利于更好统筹发展和安
全，推动经营自然垄断环节业务企业
落实好国家重大战略和规划任务，切
实发挥自然垄断环节在服务国家安全
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好防范和化解风
险；有利于推动各类经营主体进入竞
争性环节，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拓
展市场空间，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深化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
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要坚持该垄断
的要监管有效，该竞争的要放开、竞争

有序，尊重行业特点和市场规律，区分
自然垄断环节与竞争性环节分类改
革，科学施策。对于重点行业自然垄
断环节，要统筹推进自然垄断环节独
立运营和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监管，推
动重点行业自然垄断环节在国家监管
下独立运营。要推动自然垄断环节业
务与竞争性环节业务分离，对于暂不
具备条件的，对自然垄断环节业务实
行独立核算。要有效规范经营自然垄
断环节业务企业的经营范围，建立对
经营自然垄断环节业务企业履行使命
功能的评价制度。要明确自然垄断环
节监管范围和重点，加强与市场监管、
行业监管、国资监管的贯通协同。对
于重点行业竞争性环节要进一步放
开，稳步推进行政职能与竞争性业务
剥离，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更好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

“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
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
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
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
珍宝。”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
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深刻阐释“北京中轴线——中
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项目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意义和时
代内涵，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就在7月下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 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
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
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
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
项，居世界前列。

“北京中轴线”是体现中华文明突
出特性的重要标识。包括天安门广场
及建筑群在内的全部15个遗产构成要
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
哲学思想在全球范围的重要价值，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得到
世界广泛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对首都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的高度重视和对‘北京中轴线’申遗
保护工作的关心支持，让我们深受鼓
舞。”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褚建好表
示，“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指引，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全面做
好申遗经验总结、完成申遗后续任务，
锲而不舍推动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
深入挖掘‘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价

值，让它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
光彩。”

千方百计呵护好文化瑰宝和自然
珍宝，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走进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
一块巨大的电子屏映入眼帘，中轴线
的监测工作机制、监测内容、监测方法
等一目了然。

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
主任刘珊深感责任重大：“我们要牢记
总书记强调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监测预警、阐释
展示、公众参与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建
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
量。”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
北，景山是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

置身景山万春亭，极目向北，声韵
悠悠的钟鼓楼相向而立；向南望去，恢
弘典雅的故宫博物院尽收眼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对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提出明
确要求。”北京市景山公园管理处基建
科科长都艳辉表示，“我们将加强与专
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引入先进的文物
保护技术和理念，提升文物保护工作
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长江入海口，上海崇明东滩候鸟
栖息地浅滩与潮沟相间，水鸟悠然栖
息于草丛之间。作为“中国黄（渤）海
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遗产地之一，
每年有大量鸟类在这里过境、停留。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管护基础设
施建设、鸟类科研监测、外来物种治理
等工作，同时加大科普宣教活动力度，
让更多人参与到东滩的保护工作中，

确保这一自然珍宝得到更好保护与传
承。”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
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
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晴朗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前，游
人如织。

“近年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
护的推动下，天坛在保护传承、宣传展
示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
果。”天坛公园副园长刘勇说，“我们将
深入研究并传承‘北京中轴线’所承载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融入‘北京
中轴线’的阐释展示体系。”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
区位于“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
素之一——万宁桥附近。近年来，随
着申遗工作不断推进，社区内的道路
越来越干净整洁，环境更加优美，生活
也更加便利。“总书记强调‘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这让我心
里感到暖暖的。”社区居民张炜说，“我
们不仅是申遗成功的受益者，还要成
为中轴线故事的讲述者，向世界讲述
中轴线的悠久历史和沿线居民的切身
感受。”

“巴丹吉林沙漠展示着地球上重
要、典型且持续的风沙地貌发展过
程，对于推动超干旱气候下沙漠景观
和地貌持续演变的科学研究、促进沙
漠的开发利用和有针对性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林业
草原和荒漠防治局局长姚孝德说，

“我们要在继续做好保护工作的基础
上，对‘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进行适当旅游开发，让人民共享自然

保护的成果。”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

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
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实际行动
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
秘书长秦昌威说，“我们将会同相关各
方，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向国
际社会广泛宣介我国世界遗产项目，
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
世界各国在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合
作。”

遗产申报是手段，保护传承是目
的。申遗的成功意味着新的起点。

坚持保护第一，高质量实施文物
本体保护修缮；探索阐释传承，依靠科
技手段提升保护展示水平；强化央地
协同，完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体制机
制；鼓励公众参与，夯实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的公众基础……为推动“北京中
轴线”申遗成功，我国文物工作者进行
了10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
时代推动世界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指
明方向。我们将充分吸收‘北京中轴
线’申遗成功的经验启示，切实履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责任
义务，重点推动西夏陵、景德镇、三星
堆等项目申遗，系统更新预备名单，引
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继续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参与制定世界遗产工
作规则，谋划推动遗产保护国际行动，
为全球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
产司）司长邓超说。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近日，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举办了第二届“巴特尔杯”比武竞赛，全市43支消防队伍的242名
消防队员齐聚一堂，进行体技能较量，以练为战，以赛促训，全面检验消防队员的专业素养，以确保消防队员
在面临各类灾害救援时能够迅速、有效的处置，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比武中，参赛队员要面对一系列单人及班组项目挑战，既有集体协作的灭火操法，也有个人专业技巧和
基础体能项目，每个环节都考验着消防队员的个人素质和协同配合能力。 ■本报记者 孙岳龙 摄

消防大比武消防大比武 竞赛砺精兵竞赛砺精兵

8月6日，杨柳（后）与陈念琴在比赛中。
当日，在巴黎奥运会拳击项目女子66公斤级半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柳战胜

中国台北选手陈念琴，晋级金牌赛。
■新华社记者 曹灿 摄

曹利国和孟令哲的一银一铜，让中
国古典式摔跤重回北京奥运会的巅峰！

6日，巴黎战神广场竞技场，两位
中国选手都渴望赢下“复仇之战”。曹
利国在男子 60公斤级决赛中的对手
是日本名将文田健一郎，孟令哲在男
子130公斤级铜牌争夺战中的对手是
埃及选手阿卜杜勒拉蒂夫·穆罕默
德。两对对手都曾在去年世锦赛相
遇，中国小伙子均以失败告终。

两位中国选手“复仇”结果不同：
曹利国未能在最后时刻反败为胜，让
对手逃脱极限强攻，东京奥运会亚军
文田健一郎终于给奖牌“镀上金色”；
孟令哲依靠下半时在边界连续得分，
成功翻盘。

两位中国选手共同之处是，继承
了中国古典跤的优良传统，捍卫了中
国古典跤的荣耀，重回历史巅峰，甚至
取得历史性突破。

曹利国虽然决赛憾负，但银牌已
经追平了中国男跤在北京奥运会上创
造的最好成绩。2008年，常永祥曾摘
得古典式74公斤级奥运银牌，此后再
无人能及。孟令哲的铜牌则是中国男
跤在大级别项目中的历史性突破。

虽然心有不甘，曹利国还是为自己
能够追平男跤历史最好成绩感到骄傲。

“几场比赛下来都不容易，能打到
这个阶段都有实力。我来这里就是奔
着最后一场来的。”曹利国赛后说，“站
立相持上我俩差不多，但跪撑方面把握
机会的能力我还有欠缺。最后40秒，
孤注一掷强攻，但是被对手逃掉了。”

25岁的曹利国性格内敛、少言寡
语，但场上作风硬朗、技术均衡、体能
充沛、有一颗大心脏，关键时刻心气不
掉、敢用技术，也不乱攻。半决赛是非
常好的例子，他在最后一刻绝地反杀。

“这次没有捅破（金牌）这层窗户
纸，但我相信会很快。”他说，“未来也
许是我，也许是我的队友，不只是追平
历史最好成绩，而是突破它，创造更好
的成绩，站上最高领奖台。”

26岁的孟令哲非常享受这场胜
利，给自己的表现打出90分。

“心情舒畅，没给自己留遗憾。和
去年世锦赛相比，我变化很大。”孟令

哲说，“教练对每个对手都做出针对性
战术安排，我知道上场怎么打，找到了
对手的弱点。”

两位正值当打之年的中国“跤王”
联 手 ，让 中 国 跤 迷 感 觉 如 同 重 回
2008。

那一年，常永祥摘银，盛江在古典
式60公斤级比赛中得到第五名，多年
后因其他运动员成绩取消，递补为铜
牌。同样是一银一铜，中国摔跤手在
巴黎复制了北京的辉煌。比北京奥运
会的成绩更进一步的是，两枚奖牌不
是都来自小重量级别，而是一大一小，
更加全面。

据中国队古典跤教练郑攀介绍，
定位在60公斤和130公斤两个级别上
争取突破，是经过周密分析研判的结
果，预计是冲击一枚奖牌。

“现在一银一铜，超出预期，两位
选手都非常棒。”郑攀说，“曹利国面对
世锦赛冠军、东京奥运会亚军的日本
选手，最后进攻时没得到分。高手对
决往往结果就在一攻一防的瞬间，差
之毫厘，失之交臂。孟令哲场上把对
方拼垮，终成强者。”

“我和队员们说，来到训练馆，先
盯一会儿五星红旗再训练，问问自己
为何而战。”郑攀说，“曹利国和孟令哲
进步非常明显，未来可期。这次没能
取得金牌突破，也许下次可以，他们已
经具备这样的实力了。”

中国摔跤队领队李杉表示，中国
古典跤在巴黎拥抱惊喜，是历史的一
种延续。他认为，中国古典跤经过沉
淀积累，成果斐然。除了运动员自身
努力外，教练团队功不可没。比如郑
攀、盛江，以及一批外籍体能师和康复
训练师。

“运动员转型成为教练后，对项目
有特殊理解。现在教练团队磨合很
好，部署战术细节非常到位，队员上场
思路清晰。”李杉说。

“我相信教练团队能帮助队员达
到目标。”郑攀说，“我们必须把对手研
究透，不动脑筋就白练了。我们不做
莽夫，要做智慧的摔跤手。”

（新华社巴黎8月7日电 记者 刘
旸、黄耀漫）

中国古典式摔跤
重回北京奥运巅峰

拳击——女子66公斤级：
中国选手杨柳晋级金牌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