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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型发展注入更多“绿”意

———当前抓改革促发展观察

权威发布

四部门：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

总体恢复向好

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生态环境

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长江流域水生生物

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 （2023 年）》（以下简称

“公报”）。 公报指出， 近年来长江水生生物资

源总体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以十年禁渔为重点

的长江大保护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公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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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支流监

测点位单位捕捞量均值为 2.3 千克， 比 2022

年上升 64.3%。

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2023 年长江流

域监测到土著鱼类 227 种， 比 2022 年增加 34

种；监测到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4 种，

比 2022 年增加 3 种，新监测到滇池金线鲃、细

鳞裂腹鱼和四川白甲鱼。

栖息生境总体稳定。 2023 年长江干支流水

质评价总体为优，Ⅰ-Ⅲ类水质断面占 98.5%，

采砂和航道整治等涉渔工程增量开发强度有

所下降，但存量规模依然较大。 （于文静）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上半年建设筹集

保障性住房 112.8 万套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4 年全国计划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 170.4

万套（间）。 截至 6 月底，全国已建设筹集保障

性 住 房 112.8 万 套 （间）， 占 年 度 计 划 的

66.2%，完成投资 1183 亿元。

随着 2023 年 8 月《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

住房的指导意见》出台，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

迈入新阶段。目前保障性住房建设分为配租型

和配售型两种保障性住房，其中配租型包括公

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重点针

对住房有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以

及城市需要引进的科技人员、教师、医护人员

等，按保本微利原则配售。

今年以来，各地切实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

落地见效。 抢抓政策出台，在明确保障对象标

准、以需定建、轮候库建设、用地保障、资金监

管、配售价格、建设分配管理工作机制等方面

探索好的经验做法，积极形成保障性住房政策

体系；抢抓项目建设，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实现净地供应，完善规划设计方案，保证工程

质量和施工安全， 努力让群众早日住上新房，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亢舒）

国铁集团：

今年前 7 月中国铁路

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 1 至 7 月，全国铁路发送

旅客 25.22 亿人次， 旅客周转量 9454.53 亿人

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15.7%和 10.6%，均创历史

同期新高。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称，铁路部门

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

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0434 列， 同比增加 998

列、增长 10.6%。

据介绍，国铁集团在京港、沪港间开行夕

发朝至高铁动卧列车，在中老铁路安排开行中

国西双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国际旅客列车 2

列，恢复开行中国呼和浩特至蒙古国乌兰巴托

国际旅客列车。 1 至 7 月，广深港高铁累计发

送跨境旅客 1537.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4.7%，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 13.9 万人次。

（王连香）

新闻·视点

聚焦产业

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地上花园，地下煤田。

走进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国

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煤

矿， 高低错落的丘陵沟壑到处是绿

草鲜花。 采矿不见矿，黄土披绿装。

矿山“变形记”折射出采矿理念

的转变。 煤炭行业正推进绿色矿山

建设，加强矿区生态修复，迈出绿色

转型步伐。

能源是工业的“血液”、经济的

命脉，也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

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董事长

杜善周说 ，能源向“新”向“绿 ”转

型，不仅有利于自身高质量发展，也

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上半年， 国家支持非化石能源

发展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新能源消

费快速增长，用能结构持续改善，天

然气、 水核风光电等清洁能源消费

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 2.2个百分点。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传统产业

是主力军。当前，各地加大力度推动

传统产业绿色化升级。

云南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 ，

提升有色金属资源保障和精深加工

能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河南提升黄河流域内产业含

“绿”量，在流域内率先完成重点行

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推动产业向低能耗、低材耗、低

碳化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有关部门作出一系列部署。

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

面转型新机制： 将碳排放指标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并要求

建立健全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

企业碳管理、 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

度和管理机制；

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加

快发展节水产业，到 2027 年节水产

业规模达到万亿元；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到 2030 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

达到 15 万亿元左右 ； 非化石能源

消费比重提高到 25％左右 ； 大宗

固体废弃物年利用量达到 45 亿吨

左右等。

建章立制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推

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抓住群众关切，推进系统治理。

近年来， 黄河流域累计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超过 26 万平方千米，水

土流失、水质污染、湿地退化等问题

明显好转；11 省市强力推进长江生

态环境修复， 干流稳定保持Ⅱ类水

质，长江江豚等物种数量增加……

生态环境部最新数据显示，我

国已实施 52 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累计修复面

积超 1 亿亩； 推进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工程， 红树林面积增长

至 43.8 万亩，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

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加强制度

刚性约束。

近年来， 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政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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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陆域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

比例超过 30％。

建章立制， 纲举目张。 从出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总体方案》， 到将“生态文明

建设”写入宪法 、制定修订多部法

律法规，再到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对全

面绿色转型进行顶层设计； 从高擎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到

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

制等……生态环保法律制度形成体

系，生态文明建设有了坚实保障。

深化改革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到 2027 年全市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水耗、碳排放保持全国省

级最优水平、到 2035 年碳中和取得

明显进展、到 2035 年 PM2.5 年均浓

度下降到 25 微克每立方米，美丽河

湖基本建成……

近日，北京出台《关于全面建设

美丽北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亮出美丽

北京建设的“任务清单”。

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 健全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健全绿色低碳

发展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从体制机制上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作出部署。

生态环境部负责人说， 未来将

实施分区域、 差异化、 精准管控的

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全面实行排

污许可制 。 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

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 推进多污

染物协同减排。 此外，还将持续推

进“绿盾 ”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监

督机制。

位于河北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

的千松坝林场， 成片的绿色绵延铺

展，令人心旷神怡。

2006 年， 千松坝林场开始启动

碳汇林建设。 2014 年， 当地几家碳

汇造林项目得到整合， 统一为丰宁

千松坝林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 千

松坝林场场长何树臣说：“项目两次

碳排放权交易， 为丰宁带来 359 万

元收入。 ”

千松坝林场碳汇交易的探索 ，

发挥了示范作用。 2021 年， 承德市

10 个林场被确定为开展林业碳汇

交易试点， 越来越多的林场探索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今年 6 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首批国家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 承德市

名列其中。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生态

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必将推动各地

加快探索拓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的转化通道， 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

能、新优势，更好实现发展和保护协

同共生。 （据新华社）

.

������� 8 月 11 日， 在河

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罗

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

作社， 社员在抢收头

茬再生水稻。

初秋时节，田野稻

穗金黄、瓜果飘香，农

民忙着收获劳动的果

实。 谢万柏 摄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对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

夏秋之交，万物竞秀。 各地各部门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改革举措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努力交出一份优异的绿色发展成绩单。

初秋收获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