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新闻

新闻热线：（010）56805028
本版编辑：王春华

2021.09.22
星期三

今日12版 第7376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改革网 中国改革报微信

中国改革报社主办出版中国改革报社主办出版

CHINA REFORM DAILYCHINA REFORM DAILY

www.cfgw.net.cn
中华人民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价价格格公报发布报纸公报发布报纸

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

本 报 发 布 企本 报 发 布 企 业业 债 券 公 告债 券 公 告

传 播 力 就 是 竞 争 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重点推荐

2版
北京环球度假区
20年蓝图变为现实

5版秋空悬明月 天舟再出发

改革时评

》2版

》2版

□ 胡 璐 高 敬 王立彬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

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底线，也为世界处理好

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

“中国方案”。

“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

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

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

受到惩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到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从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制度到深化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改革，从加快国家公园建设

到确立“双碳”任务目标……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引下，中国的绿色实践举

世瞩目。

划定红线管控生态空间

今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关

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

意见》，提出引入生态保护红线作

为相关转移支付分配因素，加大对

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比例较高地区

支持力度。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与生态保

护红线制度紧密联系，是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守

护国家生态安全、奠定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

发展中的中国，面临着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生态环境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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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习近平总书记用“眼睛”和“生

命”为喻，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强调要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

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加快形

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

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

的时间和空间。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在已有

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我国创

造性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格

保护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

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

的区域。

2017年2月7日，中办、国办公

布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的若干意见》，全国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与制度建设正式全面

启动。

2018 年 5 月 1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明确要求：“要加快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对突破三

条红线、仍然沿用粗放增长模式、

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绝对不能

再干，绝对不允许再干。”

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

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将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三条控制线作为调整经济结

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

可逾越的红线，夯实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基础。

今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对生态保护红线工作

提出要求——要强化国土空间规

划和用途管控，落实生态保护、基

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

界，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并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这是结合中国生态保护实

践，根据需要提出的创新性举措。”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

任高吉喜说，红线区不是“无人

区”，可以有人活动但不能改变其

生态属性。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将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保护起

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永续性的生

态支撑。

红线所划，必须严守。近年

来，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相继建

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一片

片森林都有了专属守护者。山水

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逐步实现一

体守护。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这是一条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红线，是划

在人民群众眼前、落在人民群众心

里的红线。

生态红线下的绿色成效

今年全球动物界的一大“网

红”，非云南那群野生亚洲象莫

属。从北移到南返，象群一路游

走，中国政府与民众一路精心管

护，护象行动赢得世界肯定。

亚洲象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

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3个州

市，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近年来，

云南野生亚洲象的种群数量出现

了大幅度增长。

亚洲象等珍稀动物生存状况

与栖息地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为

保护自然生态，云南将全省面积的

30.90%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对于

一个地处西南地区、局部经济还欠

发达的省份而言，能如此大力度推

进生态保护，新时代发展思路之变

可见一斑。

云南亚洲象的故事是一扇窗

口，展示了中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人与

自然环境、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生

物多样性既是可持续发展基础，也

是目标和手段。我们要以自然之

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

找发展机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国内考察，都将生态环境保护

作为其中重要内容。今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2月在贵州毕节看

乌江，3月在福建深入武夷山考

察，4月在广西桂林乘船考察漓

江阳朔段，5月在河南南阳了解

南水北调中线情况，6月调研青

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7月

在西藏一路关注绿色发展，8月

在河北承德考察塞罕坝林场，9月

在陕西榆林考察黄土高原生态治

理……总书记每次国内考察，必看

环保、必谈生态。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

引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为自然

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的同时，正确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成为各

地不断探索前行的坚定举措。

今年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

号”进村，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东

北。为促进虎栖息地维护、恢复和

改善，中国在位于吉林、黑龙江两

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积极推

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总面积

超过146万公顷。

划定版图上的红线 守护美丽中国 □ 任 评

9 月 17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管理机构揭牌仪式举行。这是

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总体方案》、健全粤澳共商共建

共管共享新体制的重大举措，为做

好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这篇大文章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丰富

“一国两制”实践，为澳门长远发展

注入重要动力，推动澳门长期繁荣

稳定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

要意义。开发横琴是国家战略，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高度重视，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横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

绩，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制度创新

深入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

高，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快速

增长。同时，横琴实体经济发展还

不充分，服务澳门特征还不够明

显，与澳门一体化发展还有待加

强，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任重道

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指出，以更加有力的开放举措统筹

推进粤澳深度合作，大力发展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加快

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

家园，着力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

平开放的新体系，不断健全粤澳共

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支持澳

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澳门

“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注入新

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横

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

元发展创造条件。”横琴地处珠海

南端，与澳门一水一桥之隔，具有

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是促进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赋予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

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

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

高地”的战略定位，并结合国家发展大局和澳门实际

情况，提出了合作区建设分步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

主要任务，顺应了澳门同胞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

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的贯彻落实，必将为澳门经济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有力推动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充分表明了中央进

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决心，充分体现了中

央对澳门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有力支持以及对澳

门同胞福祉的最大关爱，充分彰显了中央不断丰富

和发展“一国两制”实践的坚定信心。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粤澳双方要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合作区建设。现在，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已经成立，接下来要抓紧

制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实施方

案，加强组织实施，提升粤澳合作水平，创新发展模

式，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取得实质进展和

显著成效。

蓝图已经绘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扬帆

起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做好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这篇大文章，

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

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粤澳发展空间，引领带动粤

澳全面合作，就一定能谱写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新

篇章，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做
好
加
快
横
琴
粤
澳
深
度
合
作
区
建
设
大
文
章

□ 本报记者 刘 念

枣庄位于山东省最南部，地处

京沪交通大动脉的黄金中间节点，

京沪高铁、京台高速、京杭大运河

穿境而过。作为我国工业文明的

重要发源地，枣庄有着140多年的

工业文化，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家民族股份制企业，发行了我国最

早的工业股票，创造了一段辉煌的

民族工业历史，“工业基因”深深融

入城市发展之中。

重塑枣庄昔日辉煌，是枣庄人

心中最为强烈的声音。站在枣庄

建市六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今年

3月，枣庄吹响了“工业强市、产业

兴市”三年攻坚突破行动的战斗号

角。“回眸枣庄百年工业历程，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积淀了

深厚的工业底蕴，形成了齐全的工

业门类，这是我们转型发展的最大

基础，也是实现工业强市的最大底

气。”枣庄市委书记陈平如是说。

高端化工产业发展
蹄疾步稳

建市之初，枣庄依托丰富的煤

炭资源，大力发展工业经济，曾经

一度走在全省前列，工业城市、能

源基地的地位由此确立，铸就了枣

庄人的“工业强市”情结。但随着

煤炭资源的日益枯竭，也面临着因

煤而困的被动局面。作为国家第

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

怎么转、如何转，成为摆在枣庄人

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于一座老工业城市而言，传

统产业亟须改变生产模式，技术改

造则是关键。因此，因煤而生、缘

煤而兴的高端化工产业应运而

生。枣庄人以新旧动能转换为契

机，走出了一条深耕煤化工的转型

蝶变之路。

枣庄市高端化工促进中心副

主任刘修存向记者介绍，枣庄市

委、市政府在充分考虑交通区位、

产业基础、环境容量等条件下，精

准部署4个化工园区产业定位，完

善基础设施功能，采取“一园一链”

“一园多链”等模式，推进产业链垂

直整合、横向集聚，加快形成专业

化、特色化、集群化格局。

据了解，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

以新型煤气化为核心，以甲醇、合

成氨为原料的氨基、醇基两大产业

链加快形成；薛城化工园区以煤焦

化为基础的煤焦油深加工、煤气综

合利用、苯精深加工三条产业链行

稳致远，峄城化工产业园着力打造

生物医药化工园区，市中区水处理

剂产业园已形成国内领先的特色

水处理剂产业园区。

目前，化工园区共有省级创新

平台6个、市级平台18个，泰和科技

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中科院化工新材料技术创

新与产业化联盟启动“技术攻关+产

业化应用”科技示范工程，创新要素

不断聚集，引导化工产业向化工新

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方向延伸。

枣庄市围绕高端补链、终端延

链、整体强链的思路，以兖矿鲁南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鲁

南化工”）、联泓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为代表的“链主”企业，实施

“建链、强链”工程，不断延伸产业

链，优化产品结构，夯实了“稳”的

基础，加快了“优”的步伐。

今年上半年，枣庄市规上化工

生产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19 亿

元，在全市工业行业营业收入中

占比30.8%，同比增长41.4%，实

现利润超过去年全年利润总额

（23 亿元）14.8 亿元。高端化工

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1%，高于全市平均10.8个百分

点，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3.6个百分点。“高端化工产业将

率先成为支撑支柱产业。”刘修存

信心满满地说。

在兖矿鲁南化工的展示厅，技

术成果及推广应用板块吸引了记

者的目光。

吹响重塑老工业基地辉煌的冲锋号角
山东枣庄赓续“工业基因”，实施“工业强市、产业兴市”三年攻坚突破行动，

以新旧动能转换为契机，走出一条深耕煤化工转型之路

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到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从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到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从加快国家公园建设到确立“双碳”任务目标，中国的绿色实践举世瞩目

郑济高铁山东段郑济高铁山东段
节日期间加紧施工节日期间加紧施工

日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郑（州）

济（南）高铁山东段中铁上海局标段

首架方向箱梁架设完成。郑济铁路

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项目通车后，济南到郑州

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5小时。图为

在郑济高铁长清黄河特大桥项目段，

中铁上海局标段首架方向箱梁架设

完成。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