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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看区域·东北篇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来自2024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的观察 携手打造中国和巴西关系

下一个“黄金50年”“十四五”前三年，扣除原料用能和
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全国能耗强度累计
降低约7.3%；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
全球最大、发展速度全球最快；2024年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
35.2%……

8月15日，2024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
动在福建三明举行，主题为“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主场活动生态
文明重要成果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赵辰昕用一组组数据，彰显我国全
面绿色转型取得的积极成效。

绿色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
面面，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到水土流失治
理，我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近年来，江豚在长江频频出现，印
证我国长江禁渔的成果。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马有祥表示，长江水生生物资源
持续恢复，2023年长江干流监测点位单
位捕捞量均值为 2.1千克，比 2022年上
升 16.7%。“农业农村部将加强协调配
合，强化督促落实，确保长江十年禁渔
行稳致远、取得扎实成效。”他说。

水利部副部长朱程清在活动现场
介绍了福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经验：从
曾 经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占 全 县 面 积 的

31.5％，到如今水土流失面积不到 200
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到 93.56%，
昔日“火焰山”变为“花果山”。

朱程清表示，在长汀经验的引领
下，全国不少地方水土流失治理卓有成
效 。 全 国 水 土 保 持 率 从 2011 年 的
69.71%提高到 72.56%，水土流失面积、
强度持续“双下降”，为美丽中国建设奠
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当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面临内生动
力不足、基础薄弱的难题。解决这些问
题要用改革的办法。

活动现场，自然资源部展示了多个
城市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创新的生动
案例。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表示，
自然资源部将深化“多规合一”和土地
制度改革，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
合水平，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式
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
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
境管理制度。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
表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已成为完善生
态文明基础体制的重要制度支撑。经

过探索，我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基
本建立，目前，全国已经划定44604个生
态环境管控单元，基本实现全域覆盖。

福建三明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
重要策源地。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唐芳
林介绍，近年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
断取得积极进展，截至目前，全国集体
林森林面积达 21.83亿亩，比林改前增
长37%，森林蓄积量93.32亿立方米。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人的努
力和法的保障。

现场数据显示，我国组织1064万名
青少年参与“光盘有我”行动，组织 247
万人次“河小青”志愿者开展 14万场净
滩行动，绿色种子种进青少年心中。共
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徐晓说，青少
年代表未来，生态文明关乎永续发展，
将组织动员广大青少年在新时代生态
文明实践中展现青春风采、升华理想境
界、实现自我价值。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是生态环
境法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表示，2014 年至
2023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
一审案件 190.2万件，环境资源审判职
能充分彰显。人民法院将切实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势转化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司法
效能。

当天，2024年全国生态日三明倡议
发布，向全社会发出驰而不息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聚力“双碳”目标机遇等倡
议，传递出凝聚合力、久久为功的决心
和信念。

放眼全国，更多地方正积极开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尝试：福建出台绿色发
展、生态保护修复等300多份文件；江西
深入推进节能降碳增效，铜、铅、锌冶炼
等产品能效领跑全国；贵州深入开展赤
水、大方、江口、雷山、都匀5个省级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的意见》发布。赵辰昕说，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资源环境
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以“双碳”工作为引领，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钉钉子精神狠
抓落实，推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不断迈
上新台阶。

（新华社福州 8 月 15 日电 记者 严
赋憬、张华迎、古一平）

东北松嫩平原的西部，是世界三
大苏打盐碱地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
曾因农作物难以生长和长期偏旱被称
为“八百里瀚海”。近年来，随着引水
工程的建设和盐碱地改造项目的深入
实施，不长草的盐碱地逐步成为绿色
的稻田，“八百里瀚海”正在焕发新生。

在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让字镇号
字村的地头上，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一
眼望不到边，微风吹过，能闻到阵阵稻
香。去年年初，这里还是一片白花花
的盐碱地。“过去春天刮大风，把碱土
刮起来，严重时什么也看不清。”号字
村村民王长富说。

“碱地白花花，一年种一茬，小苗
没几棵，秋后不收啥。”过去在吉林西
部地区和黑龙江部分地区，贫瘠的土
地加上“十年九旱”的气候，当地村民
不仅生活环境较差，较低的粮食产量
也让村民们日子过得紧巴巴。

去年，一家从事盐碱地改造的农
业企业来到号字村，平整土地、修渠铺
路，增施改良剂和有机肥，灌水洗盐，
然后在农田里插上了稻苗。去年秋
收，稻田里有了收获，虽然产量不高，
但是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今年，我
们继续增施有机肥，种植了耐盐碱水
稻品种，预计产量比去年大幅提高。”
该农业企业负责人石健说。

近年来，吉林、黑龙江实施了一批
引水工程，把水引入贫瘠的盐碱地，为
盐碱地治理和改造带来可能。吉林相
继实施河湖连通、引嫩入白、松原灌区
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吸引了一批农
业企业、科研院所扎根盐碱地，探索盐
碱地改良技术和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

项目。
在吉林省大安市海坨乡互助村，

这里过去有大片荒芜的盐碱地，村民
曾尝试开荒种地，但都因为不打粮而
放弃了。近几年，这里建立起土壤改
良试验示范基地，十余家企业、科研院
所探索实践，形成了多种使盐碱地快
速改良成丰产稻田的技术模式。

2021 年以来，吉林省通过开发盐
碱地等后备耕地资源实现新增耕地 38
万亩。走在大安市大岗子镇的乡间路
上，两侧随处可见大片的稻田，这几年
大岗子镇 7个村通过土地整治项目，把
大片盐碱地改造成了稻田。该镇双岗
山村共增加了近 100公顷稻田，村党支
部书记于万宝说，不长草的盐碱地变

成了绿油油的稻田，不仅生活环境变
好了，每年还能为村集体带来近 70万
元的收入，村民的物业费、取暖费全部
由村集体出资。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曾经
“只长碱蓬草，不长豆和粮”的盐碱
地，正加快变身生态家园和鱼米之
乡。在肇源县鲶鱼沟湿地，鲶鱼沟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引来嫩江水，改造形
成 3 万亩稳产田和 12 万亩人工湿地，
生态改善吸引了鸳鸯、丹顶鹤、东方白
鹳等各种鸟类。肇源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曹桂海说，通过多年探索，肇源县
形成了把水利工程改良、农业耕种改
良、生物和化学改良有机结合的盐碱
地改造之路。目前，肇源县已有 50多
万亩盐碱耕地变为亩产 1000 斤以上
的稳产田。

（新华社长春 8 月 15 日电 记者 薛
钦峰、张玥）

“八百里瀚海”向“绿”而生

立秋之后，多地气温居高不下。
许多一线劳动者默默坚守岗位，用奋
斗姿态诠释爱岗敬业精神。

凌晨3点多，河北石家庄新华区，
身着橙色长袖工作服的环卫工人们已
经开始了一天的晨扫。

“晨扫是保洁工作的重要环节。
我们要着重对非机动车道、树坑、绿化
带、垃圾桶周边等机械化车辆不容易
清扫的区域，进行全面清洁，不放过任
何死角。”新华区卫生队清扫一股大班
长马长翟说。

晨扫的工作量并不小，马长翟和队
友们仔细清扫地上的尘土和杂物，要把
前一晚积存的垃圾清理干净，迎接新的
一天。对于从事这份工作16个年头的
马长翟来说，“战酷暑、斗严寒”早已习以
为常。“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看到街道
干净整洁，我们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岗位虽平凡，职责不平凡。一位
位劳动者默默付出，保障万家生活平
稳有序。

早上 8点多，国网山东昌乐县供
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已到达 10千伏北
寨线检修现场，准备开始带电检修隔
离刀闸作业。

绝缘斗臂车的绝缘臂缓缓升起，
慢慢向作业点靠近。作业人员秦军伟
站在近15米高空的作业斗内，身着密
不透风的绝缘服、手戴绝缘手套小心
翼翼地操作着。气温升高，在逼仄的
空间里，豆大的汗珠很快就顺着他的
脸颊向下滴落。

“隔离刀闸使用年限长了，存在接
头等部位易发热等缺陷，容易受雷击、
暴雨、大风等影响。”秦军伟说。2个
月里，带电作业班开展隔离刀闸集中
检修消缺专项行动，对辖区内 115处
隔离刀闸进行检修，全面排除隔离刀
闸发热甚至烧坏的隐患。

“带电作业能保证施工过程中居
民用电不受影响，我们工作到位，才能
保障万家灯火。”秦军伟说。

三伏天里，大江南北，建设者的脚
步没有停歇。他们与时间赛跑，为保
障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建设挥洒汗水。

“盾构施工是比较特殊的作业，盾
构机一旦始发掘进，不能轻易停下来，
一直到贯通接收。”中铁十八局南珠
（中）城际项目管片拼装作业人员田振
说。虽然没有直面阳光，但是闷热潮

湿的盾构隧道内温度能达到 35摄氏
度以上，尤其是最前端的刀盘作业区
环境温度更是考验一线建设者。

在地下 30多米高温高湿的环境
里，田振每天都要全神贯注地用遥控
手柄操纵拼装机，将运输下来的管片
一片片地在开挖好的隧道壁上拼接成
环，为地铁隧道披上一层坚实的“铠
甲”。“项目建成后，中山与广州市中心
将实现45分钟通达。工程有品质，出
行更便利，这是我们建设者最大的心
愿。”田振说。

坚守，是劳动者不变的奋斗本
色。中铁十五局陕西西咸新区沣西新
城防水排涝泵站施工现场，潮热的环
境中，焊花飞舞，钢筋工张大平和工友
们正忙碌地作业。

“这些钢筋承载着工程的安全，一
丝一毫都马虎不得。”张大平说。钢筋
加工与绑扎是建筑施工过程中非常关
键且安全风险源较多的环节之一，尤为
考验从业者的技术和耐心。在现场，每
天经过张大平双手的钢筋就达2吨，他
凭借精湛的工艺和高度的专注，对钢筋
进行切割、布置和焊接，确保施工钢筋
的稳定性和结构强度安全可靠。

千里之外，江西赣州，上午10点，
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浮江2号高架桥
施工现场，车辆穿梭、机器轰鸣。烈日
下，中铁十一局项目负责人汪祥国穿
梭在各个工点之间。

查看钢筋安装质量，检查挂篮悬
浇和托架体系是否按方案执行，盯守
塔吊和架桥机操作是否符合规范……
汪祥国身上的工服被汗水浸出了白色
的盐渍。“浮江2号高架桥需跨越章水
河和丘间沟谷，安全风险高、特种设备
多、技术难度大，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
工程。”他说。

工作20年来，汪祥国先后参与过
常吉高速、京福高铁、汉十高铁、萍莲
高速等多项重点工程。

“工地上摸爬滚打惯了，只要工程
安全质量有保障，热点累点都不算
啥。”汪祥国说。

为美好生活流淌汗水，为国家建
设贡献力量。三伏天里，一位位普通
却又不普通的劳动者，用平凡的坚守
书写奋斗的荣光。

（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记者
王优玲、樊曦）

今年是中国与巴西建交 50 周
年。半个世纪以来，面对国际风云
变幻，中巴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合作共赢的原则，两国关系始
终保持稳定发展。如今，站在建交
50周年的新起点上，双方将持续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
合作，赋予中巴关系新的时代内涵，
携手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巴西同为发展中大国和
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是志同道合的
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1974
年8月15日，中巴建立外交关系，开
启了两个发展中大国携手发展的历
程。巴西是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和首个将双边
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
美国家。中巴两国没有地缘政治矛
盾，没有现实利益纠纷，经济高度互
补，利益深度融合，对重大国际地区
问题立场相近。这是中巴之间最宝
贵的战略资产、最重要的共同利益，
也是双方深化互信合作的政治基
础。

中巴建交50年来，两国始终以
共同发展为目标，视对方发展为自
身机遇，推动务实合作实现跨越式
发展，有力支撑了各自现代化建设，
为双方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中国自
2009 年起一直是巴西最重要的贸
易伙伴，也是巴西主要外资来源国
之一，巴西是首个对华出口突破千
亿美元的拉美国家，也是中国在拉
美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巴西总统卢
拉日前表示，巴西不想坐在共建“一
带一路”的“替补席”上。中方积极
回应，欢迎巴方尽早加入共建“一带
一路”大家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踢出精彩的“世界波”。以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双方应积极探讨共建

“一带一路”同巴西“再工业化”战略
对接，为彼此发展振兴注入重要动
力。

近年来，中巴务实合作向着更
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方向迈进。中

国企业积极参与巴西多地水电、太
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
助力巴西绿色经济发展。中巴在地
球资源卫星项目上取得丰硕成果，
促进两国空间技术进步乃至全球遥
感应用合作。从人工智能到数字经
济，从智慧农业到生物技术，中巴合
作在诸多前沿领域不断拓展。

在双边务实合作深化的同时，
中巴两国文化交流日益活跃。为庆
祝中巴建交50周年，巴西累西腓市
将 2024 年设立为“中国年”。今年
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邀请巴西作为主
宾国，举办巴西电影周活动。以建
交50周年为契机，中巴双方将全面
加强立法机构、政党、地方、文化、教
育、旅游、青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为中巴合作汇聚更多友好力量，提
供更多有力支撑。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变局，“全球
南方”正在群体性崛起。在这样的
时代背景下，中巴关系远超双边范
畴，其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
日益突出，在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
兴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
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在联合
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
架内就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加强
战略协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发言权
和代表性，捍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双方前不久共同发
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六点
共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认
同。

50年中巴关系发展历程，积累
了许多重要经验启示。在承前启后
的历史节点，双方将相向而行，继往
开来，系统总结建交半个世纪以来
的成功经验，把握战略性、增强互利
性、彰显全面性，促进两国友好交往
和务实合作，推动中巴关系不断迈
上新台阶，共同迎接下一个“黄金
50年”。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15日
电 记者陈威华 赵焱）

新华时评

三伏天，那些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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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化国资
国企改革进行了全方位部署，其中专门
提出“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
安排”。

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原
始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近年
来，国有企业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
务”，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
强。“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
年均增长14.5%，在量子信息、类脑智能
等领域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深入
实施“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等 11个专项
行动。

以改革之火点燃创新引擎，一批重

大科技成果惊艳亮相：“嫦娥”揽月、“天
和”驻空、“天问”探火、“奋斗者”号探万
米深海……但同时也应看到，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
需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 0到 1”的
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
不来，科技原始创新等不得、拖不得、慢
不得。围绕加快健全有利于原始创新
的制度安排，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
在近日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
上，明确了未来一系列重点工作——

支持国有企业更大范围、更高层
次、更深程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主动
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紧盯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聚焦应用导向

的基础研究加大投入、加紧布局，建立
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完善多元化资金
投入机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科技
问题；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试验证平台，
让中央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产品的友好
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上述举措瞄准高质
量的科技供给、高能级的研发平台、高
效率的产业融合，在集聚创新要素、深
化创新协同、促进成果转化等方面发
力，进一步健全了相关制度安排，将有
助于国有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
原始创新能力。

创新制胜，关键靠人。清华大学中
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周丽
莎表示，推进原始创新，需要营造优质
的创新生态，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科

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培养造
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让国有企业成为各类优秀人才创新创
造活力竞相迸发的沃土。

“我们将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
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打通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人才双向交流通道。”国务
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下一步，国务院国资委一
方面将健全支持原始创新的出资人政
策，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以创
新创造为导向，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中
长期激励；另一方面将根据科研工作不
确定性高的特点，做实做细合规免责机
制，保护创新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记者 王
希、任军）

推进原始创新，国有企业如何健全制度安排？

8 月 15 日，“新申洋”轮在钦
州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卸油（无
人机照片）。

8 月 13 日，载运约 26.3 万吨
原油的“新申洋”轮重载进靠钦州
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开始了为
期约4天的卸油作业。这是该码
头投入使用以来首次接卸吃水达
到 20 米的超大型油轮（VLCC）。

“新申洋”轮总长 332.9 米，型宽
60 米，型深 29.8 米，属于当前国
际海上原油运输的主力VLCC船
型。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巨轮卸油巨轮卸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