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鄉建設全面實現綠色發展

●碳減排水平快速提升

●城市和鄉村品質全面提升

●人居環境更加美好

●城鄉建設領域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基本實現現代
化，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
本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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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及央視網報道，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20日在山東省東營市考察黃河入海口。
當天下午，習近平來到黃河入海口碼頭、黃河三角

洲生態監測中心、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實
地察看黃河河道水情和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了
解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情況。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黃河流域生

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

要》），提出將黃河流域打造成為大江大河治理
的重要標杆，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高質量
發展的重要實驗區，中華文化保護傳承弘揚的重
要承載區。《綱要》指出，相關規劃是全流域協
同合作，縮小南北發展差距、促進民生改善的戰
略需要。根據部署，中央成立推動黃河流域生態
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領導小組，全面指導黃河流域
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實施，審議全流域重
大規劃、重大政策、重大項目和年度工作安排，

協調解決跨區域重大問題，確保在2025年前黃河
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取得明顯進展。

黃河水患「像利劍懸在頭上」
歷史上的黃河，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據

統計，從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間，黃河下
游共決溢1,500多次，改道26次。水少沙多、水
沙關係不協調，是黃河複雜難治的癥結所在。

2014年3月，習近平就曾赴黃河蘭考東壩頭段

考察，了解黃河防汛和灘區群眾生產生活情況。
2019年9月，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座談會上，習近平曾形容黃河水害隱患「像一把
利劍懸在頭上」。

協調水沙關係 提高生物多樣性
讓黃河安瀾，必須緊緊抓住水沙關係調節這個

「牛鼻子」。近些年，東營市實施河道和灘區綜
合提升治理工程，有效減緩黃河下游淤積，逐漸
構築起了穩固防線。得益於入海口處河道趨緩、
泥沙沉積，現代黃河三角洲逐漸形成。這裏被稱
為共和國最年輕的土地。

「下游的黃河三角洲是我國暖溫帶最完整的
濕地生態系統，要做好保護工作，促進河流生
態系統健康，提高生物多樣性。」在兩年前的
座談會上，總書記就為黃河三角洲生態保護定
下了清晰的目標。黃河三角洲是鳥類遷徙的重
要驛站。每年南來北往的鳥類超過600萬隻，
被國內外鳥類專家形象地稱為「鳥類國際機
場」。據了解，黃河三角洲的鳥類已由
1992年187種增加到371種，其中國家
一級、二級保護鳥類分別有25種、65
種。從去年3月至今，還首次發現
火烈鳥、白鵜鶘、勺嘴鷸在
這裏棲息。

習近平山東考察黃河入海口生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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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職住平衡新城
保護鄉村風貌文脈

中央發文規範城鄉建設綠色發展 分層次分區域協調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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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人
居環境持續改善，住房水平顯著提

高，同時仍存在整體性缺乏、系統性不足、宜
居性不高、包容性不夠等問題，大量建設、大
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建設方式尚未根本扭
轉。

實施城市功能完善工程
在推進城鄉建設一體化發展方面，《意見》

提出要建立分層次、分區域協調管控機制，以
自然資源承載能力和生態環境容量為基礎，合
理確定城市人口、用水、用地規模，合理確定開
發建設密度和強度。提高中心城市綜合承載能力，
建設一批產城融合、職住平衡、生態宜居、交通便利

的郊區新城，推動多中心、組團式發展。大力推進城市節
水，提高水資源集約節約利用水平。實施海綿城市建設，
完善城市防洪排澇體系，提高城市防災減災能力，增強城
市韌性。實施城市生態修復工程，保護城市山體自然風

貌，修復江河、湖泊、濕地，加強城市公園和綠地建設，
推進立體綠化，構建連續完整的生態基礎設施體系。
此外，實施城市功能完善工程，加強嬰幼兒照護機構、

幼兒園、中小學校、醫療衞生機構、養老服務機構、兒童
福利機構、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社區足球場地等設施
建設，增加公共活動空間，建設體育公園，完善文化和旅
遊消費場所設施，推動發展城市新業態、新功能。建立健
全推進城市生態修復、功能完善工程標準規範和工作體
系。

建立城市體檢評估制度
《意見》並要求，要建立城市體檢評估制度。具體為建

立健全「一年一體檢、五年一評估」的城市體檢評估制
度，強化對相關規劃實施情況和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基礎
設施效率、生態建設、污染防治等的評估。制定城市體檢
評估標準，將綠色發展納入評估指標體系。城市政府作為
城市體檢評估工作主體，要定期開展體檢評估，制定年度
建設和整治行動計劃，依法依規向社會公開體檢評估結

果。加強對相關規劃實施的監督，維護規劃的嚴肅性權威
性。
對於鄉村建設，《意見》重點提出，要提高農房設計和

建造水平，建設滿足鄉村生產生活實際需要的新型農房，
完善水、電、氣、廁配套附屬設施，加強既有農房節能改
造。保護塑造鄉村風貌，延續鄉村歷史文脈，嚴格落實有
關規定，不破壞地形地貌、不拆傳統民居。統籌布局縣
城、中心鎮、行政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促進城鄉
設施聯動發展。提高鎮村設施建設水平，加強農村防災減
災能力建設。

支持以「公司+農戶」對接市場
同時，立足資源優勢打造各具特色的農業全產業鏈，發

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支持以「公司+農戶」等模式
對接市場，培育鄉村文化、旅遊、休閒、民宿、健康養
老、傳統手工藝等新業態，強化農產品及其加工副產物綜
合利用，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促進產鎮融合、產村融合，
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已
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
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這些國家公園
是否會對公眾進行開放，相關負責人21日在國
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國家公園將分為
核心保護區和一般控制區，核心保護區只對科研
開放，一般控制區則開放旅遊。
國家公園研究院院長唐小平指出，堅持全
民公益性是國家公園的重要理念之一。國家
公園分為核心保護區和一般控制區兩個管控
區。核心保護區只對科研開放，一般控制區
可以開放旅遊，滿足公眾進入自然、親近自
然的要求，適當區域建設自然教育基地、科
普館、野外觀察點、露營區、登山步道和解
說徑等，開展自然教育、自然遊憩和生態體
驗。
據介紹，中國第一批正式設立的5個國家公
園，保護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涵蓋了中國

陸域近 30%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
類。公園均位於中國生態安全戰略格局的關
鍵區域，實現了重要生態區域的整體保護。

考慮環境容量 門票需預約
唐小平也指出，在國家公園開展遊憩體驗與

大眾旅遊不同，國家公園將根據環境容量等合
理確定到訪遊客承載數量，建立門票預約制
度，科學測算運營成本，體現公益屬性，嚴格
控制門票等經營服務類價格。原則上，公益性
項目免費，經營性項目實行特許經營，少收門
票。
國家林草局副局長李春良補充說：「國家公

園不能建成無人區，它也不是一個隔離區，更
不是我們人為設定的一個禁區。」他說，要處
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係，營造一個人與自然和
諧共生的場景，讓生態保護和生態遊憩、生態
體驗相得益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有關部門近
期針對資本無序擴張、壟斷等違法違規行為出台了監管
舉措，此間有個別聲音將一些監管舉措曲解為「打壓民
營經濟」。21日，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徐善長在發改
委發布會上表示，這些舉措針對的是「無序」，強調的
是「規範」，是推動相關行業健康發展、促進社會公平
正義的務實行動、必要之舉，不針對特定所有制企業，
更不是針對特定所有制的特定企業。由此引發的「打壓
民營經濟」的曲解和雜音，是毫無根據的。依法整頓市
場秩序，促進公平競爭，是成熟市場經濟的表現，將為
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創造更公平、更優化
的發展環境。

舉措針對「無序」助民營經濟發展
徐善長進一步說，「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
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
黨的一貫方針，兩句話要一起講，一個都不能少。國有
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

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在穩定
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
要作用，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推動民營經
濟實現更大發展，既要通過深化改革、優化治理、改善
管理提高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又要為民營企業創造更
好的發展環境和條件。
談及國家發改委還將就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安

排時，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副司長蔣毅表示，一是通過多
種方式，持續發現和了解民營企業在產權保護、招投
標、市場准入等領域存在的典型問題，及時研究解決。
二是通過破除區域間涉民營經濟政策壁壘、建立區域間
利益協同機制，推進涉民企政務服務協同、區域市場協
同，從而解決民營經濟發展不平衡、要素不流動、市場
不聯通的問題，為全國跨區域協同發展機制探索路徑。
三是引導民營企業參與增量混改，在開展國家企業技術
中心認定、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領跑者」行動等工作
中，積極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四是開展「民營經濟
示範城市」創建工作。

國家公園非核心區將開放旅遊 發改委：「打壓民營經濟」的曲解毫無根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

院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於推動城鄉

建設綠色發展的意見》（下稱《意

見》）。在推進城鄉建設一體化發展方

面，《意見》提出，要提高中心城市綜合

承載能力，建設一批產城融合、職住平

衡、生態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區新

城，推動多中心、組團式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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