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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强 9 月 1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

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有关举

措，听取今年粮食生产形势和农

业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

《烈士褒扬条例（修订草案）》，审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

项出口管制条例（草案）》

◉外交部 9 月 18 日公布关

于对 9 家美国军工企业采取反

制措施的决定

◉九一八事变爆发 93 周年

之际，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

东北烈士纪念馆首次展出 1939 年

“满洲农业移民入植图”

◉今年中秋节期间全国边检

机关共计保障 525.6 万人次中外人

员出入境，日均 175.2万人次，较去

年中秋假期同期增长 18.6%

◉日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

68届大会期间，中国国家原子能机

构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捐赠中国核

科学家钱三强先生铜像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9月

18日颁布法令，批准由加法尔·哈桑

组建的新政府名单 （均据新华社）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不断深

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别是党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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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谋划开展一系列具

有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我国

生态文明之路越走越笃定、越走越宽

广，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书写新的绿色奇

迹。

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

今年夏天，山西省右玉县苍头河

畔，红旗口村的 30 多亩集体林地里绿

树成荫，前来露营的游客扎起帐篷，尽

享绿色生态之美。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处毛乌素沙漠

边缘的右玉县林木绿化率不足 0.3%，群

众饱受风沙之苦。70多年来，右玉县干

部群众持续不断植树造林，林木绿化率

提高到 57%，将“不毛之地”变成“塞上

绿洲”。昔日沙地不仅种出一片片绿

荫，更“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好日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森林覆盖

率仅 8.6%，风沙肆虐、水土流失等影响

群众生产生活。上世纪 50 年代，党和

国家十分重视绿化建设，号召“绿化祖

国”。

1978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西

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

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战略决策，历

时 73 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要

在祖国北方建设一道绵亘万里的绿色

长城。

40多个寒来暑往，“三北”工程区累

计完成造林 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 12.8

亿亩，森林覆盖率由 1978年的 5.05%提

高到 13.84%，重点治理区实现了由“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同时，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等，让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

洲。

如今，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

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

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我国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 24.02%，成为全球“增绿”的主

力军。

75 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重

塑，亿万人民为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家

园而不懈努力。

为便利孩子们利用暑假进行自然

研学，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今年设置了一条“小小科学家成

长之路”主题自然教育体验径和一条以

“自然森林”为主题的自然教育探索径，

让孩子们更加亲近自然、了解自然。

这个保护区设立于 1956年，是我国

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保存了大片原始森

林，生物多样性得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

遗产、地质公园、海洋公园等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地近万处。

进入新时代，我国持续推进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实施 52 个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扎实开展国

土绿化行动，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推进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部署。2013 年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如今我国正在建设全世界最

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目前，我国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

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种群得到有效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祖国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污染防治成效日益彰显

9 月 7 日 是“ 国 际 清 洁 空 气 蓝 天

日”。在今天的首都北京，人们发现随

手一拍就能得到“美颜蓝”“漫画云”。

近年来我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

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

定。尤其是北京空气治理成效明显，被

联合国环境署誉为“北京奇迹”。

回首来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从新

中国成立后开始孕育，上世纪 70 年代

正式拉开帷幕。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

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生态环境保护

开始摆上国家重要议事日程。

改革开放激发了发展活力，但我国

经济高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

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一段时间内

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

从确立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到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建设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

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应对生态环境挑

战，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科研力量，重点

治理太湖、巢湖、滇池三大湖泊，大力治

理酸雨等污染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亿万

人民向污染宣战。

2013 年，“大气十条”——《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球

第一个大规模开展 PM2.5治理的发展中

国家。

在 城 市 ，公 交 车 不 再 拖 着“ 黑 尾

巴”，新能源汽车加速奔跑；在农村，北

方地区数千万的家庭告别散煤取暖，用

上更清洁的取暖方式；在工厂，超低排

放改造让燃煤电厂更加清洁，建成世界

规模最大的清洁燃煤发电基地……

经过持续攻坚，2023年全国空气质

量达标城市共 203 个，占比达到约六

成。蓝天白云成为常态，我国成为全球

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2022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

额达 9014 亿元，而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每年仅有 25亿至 30亿元。

河湖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地表水

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水

平。2023 年，长江干流连续 4 年、黄河

干流连续 2年全线水质保持Ⅱ类。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家园

更加健康美好。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

升城乡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能力，减

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如期实现固体废物

“零进口”目标。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
体系不断完善

今年 9月 10日，国家公园法草案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

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针对国家公园

专门立法。

法律制度，是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

力量。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生态

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

形成。

从 1978年首次将“国家保护环境和

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

宪法，到 1989 年环境保护法通过，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进入法治化轨道。

进入 21世纪，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

环境保护法律、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

行政法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生

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及 30余部生

态环境法律法规。特别是 2014 年修订

的环境保护法，引入按日连续罚款、查

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公益诉讼

等措施，被评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

法。如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已经

涵盖大气、水、土壤、噪声等污染防治领

域以及长江、湿地、黑土地等重要生态

系统和要素，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得到完

善。

印发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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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几十项具体改革方案，逐步建

立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

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

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

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

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基础制

度，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

系基本形成。

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建

立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污

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河湖长制、林长制、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等制度，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责任体系更加严密健全，全党全国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断增

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锚定美丽中国

建设目标，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我们必

将书写出新的绿色奇迹。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生态环境保护成就综述

不 断 书 写 新 的 绿 色 奇 迹

欧盟委员会（欧委会）主席冯德莱

恩 9 月 17 日公布新一届欧委会成员提

名名单。欧委会是欧盟的行政机构。

按照欧盟规定，各成员国都应提名一位

欧委会成员人选，冯德莱恩作为下届欧

委会主席自动当选，她拟组建的欧委会

新“内阁”有何特点？相关提名能否被

欧洲议会批准？

能否实现男女平等

冯德莱恩当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7名欧委会

委员人选中，女性约占四成，6名欧委会

执行副主席候选人中，4人是女性。分

析人士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兑现了冯德

莱恩此前作出的实现性别平衡承诺。

今年 7月 18日，冯德莱恩经欧洲议

会投票再次当选欧委会主席。在她“组

阁”过程中，冯德莱恩要求成员国在提

名欧委会委员时推出一男一女两名候

选人，但配合的成员国较少。

根据欧盟规定，选派谁出任欧委会

委员由成员国决定，但提名人选在欧委

会负责哪个领域则由欧委会主席掌握。

为尽可能获得更重要岗位，一些成员国

顺应冯德莱恩有关性别平衡的要求。

据新闻网站“欧洲动态”报道，为帮

助本国候选人在欧委会获得更有意义

的职务，罗马尼亚将原本已提名的男性

人选换成女性人选。冯德莱恩 17 日公

布的名单显示，罗马尼亚的女候选人罗

克萨娜·门扎图被提名为执行副主席。

有何新职位

提名名单显示，新一届欧委会新设

置了主管防务和太空的委员和主管科

技主权、安全和民主的执行副主席。分

析人士认为，往届欧委会的职位设置

中，仅“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一职明确与安全议题相关，此次新增这

两个岗位，是欧委会从外交、防务、科技

三个维度强调安全的表现。

立陶宛前总理库比柳斯被提名为

首位负责防务的欧委会委员。美国《政

治报》网站认为，尽管防务委员的头衔

很“高”，但欧盟在各国防务问题上只发

挥边缘作用，这一职位不拥有军事指挥

权，而是负责协调加强欧盟国家分散的

国防工业等。

分析人士指出，库比柳斯和被提名

为主管科技主权、安全和民主的执行副

主席的芬兰人维尔库宁都是乌克兰的

支持者，被提名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的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更

是以对俄罗斯强硬著称，这三个职位的

提名人选，凸显俄乌冲突将是欧盟未来

五年安全事务中的重要课题。

提名能否顺利过关

根据欧盟规定，欧洲议会将逐个审

议 26 名获提名人选，全部人选经审议

通过后，新一届欧委会才能正式就职。

如审议不通过，相关成员国则需重新提

名。2019 年欧委会委员“组阁”时就出

现过提名人选被“退货”、相关国家重新

提名的情况。

分析人士指出，除性别、政治派别

外，冯德莱恩在“组阁”时还需考虑候选

人来自哪个成员国，一些大国往往要求

获得更重要的委员职位，名单“出炉”过

程经常很坎坷。

16日，原已获提名连任欧委会委员

的法国人布雷东突然宣布辞职，他指责

冯德莱恩“出于个人原因”向法国施压，

要求法国撤回对他的提名。17日，冯德

莱恩提名法国外长塞茹尔内为执行副

主席。

德国之声报道说，欧洲议会“不太

可能”批准所有被提名的委员。冯德莱

恩提名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政治

人物拉法埃莱·菲托出任执行副主席，

有可能在欧洲议会未来数周的审议中

引发争议。

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说，绿党

和欧洲自由联盟认为，用执行副主席职

位“奖励”意大利右翼政党，存在引发欧

盟“向右转”的风险。

（新华社日内瓦9月18日电）

欧委会新一届“内阁”提名有何特点

◀这是 9 月 18 日拍摄的“勿忘九一

八”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今 年 是“ 九 一 八 ”事 变 爆 发 93 周

年。9 月 18 日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

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残历碑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铭记历史“勿忘九一八”

▶9 月 18 日，社会各界代表在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撞响和

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祈愿和平。

当日，“铭记九一八事变爆发 93 周

年”主题教育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据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17 日

电 （记者潘云召）中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傅聪 17 日在巴勒斯坦问题联

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发言时

表示，中方敦促以色列倾听国际社

会的强烈呼声，立即结束对巴勒斯

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傅聪说，几十年的占领和压迫

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无尽的痛

苦，让独立建国的夙愿遥遥无期。

国际法院 7月 19日发布咨询意见，

明确认定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

坦领土违反国际法，阻碍巴勒斯坦

人民实现民族自决，以色列有义务

立即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

占领。国际法院的这一咨询意见

确认了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的共识，

指明了巴勒斯坦问题的症结所在。

傅聪表示，结束占领既是纠正

历史不公，更是奠定和平之基。独

立建国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

的 民 族 权 利 ，不 容 置 疑 、不 容 否

认。历史已充分说明，占领不会让

以色列更加安全，只会滋生更多的

仇恨和对立，给整个中东埋下动荡

不安的祸源。只有彻底结束占领，

让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才能真

正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比邻而

居、和平共处，才能真正让巴勒斯

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共同过上平

静、安宁的生活，实现中东地区长

久和平。

傅聪说，今天是一个历史性时

刻，巴勒斯坦国坐在了广大会员国

中间，提出了一份聚焦落实国际法

院咨询意见的联大决议草案。中

方将在表决中投赞成票。中方希

望这份联大决议可以为结束占领、

落实“两国方案”、推进中东和平进

程注入新动力。

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结束
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

（上接第一版）该院迅速成立非遗

保护专班，通过无人机航拍、查阅

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应河基本情

况，并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

建议，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应河

治理。收到检察建议后，杨庄镇政

府和相关行政机关及时清理土堆，

并会同有关部门联合治理河道排

污问题，改善河道生态环境，确保

行洪安全。

如今，应河潺潺，水清岸绿，一

泓碧波如同翅膀，守护着这道最具

特色和底蕴的风景线。马街书会

会场周边建成的中华曲艺展览馆

等文化设施，已打造成为 4A 级景

区。

改善马街书会主会场及周边

环境后，保护技艺传承被提上重要

议事日程。走访三弦书传承人余

书习老先生时，技艺失传的担忧让

检察官心里五味杂陈。仅仅是三

弦书面临传承的窘境吗？通过进

一步走访，该院检察官发现其他非

遗同样面临后继乏人、社会公众缺

乏保护意识、保护仅限于文化部门

等问题。

该院随即开展了“公益诉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监督活

动，和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

保护发展中心沟通，通过教学传

承、演出服务、购置传承用具、打造

修缮传承所等方式给予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扶持。

“非遗夜市”应运而生。每到

仲夏时节，在宝丰县周庄镇陈营社

区，“非遗夜市”就如同一幅流动的

画卷准时展开。刺绣、糖画、剪纸、

竹编、烙画……“赶集”的市民和游

客往来如梭，检察官化身法治宣传

员，给商户讲解非遗小常识，喧闹

市井中，法治护航下的烟火气不断

升腾。

“前两年特别担心演艺失传，

现在在书会亮书的孩子越来越多，

看到三弦书这门艺术后继有人，那

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余书习的

长子余泮宏高兴地说。

协作联动，绘就非遗
保护同心圆

守护汝瓷之美，点亮曲艺之

光，是全市检察机关开展“非遗+公

益诉讼”保护模式、守护文化遗产

瑰宝的一个缩影。

我市文化资源丰厚，共有不可

移动文物保护点 5273 处，居全省

第四位。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31处，居全省第三位，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95 处，市文物保护单

位 150 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9项，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 4人；传统古村落 212个，数量

居全省第一，现有建档古树名木

4356株。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文物破

坏与保护不力现象时有发生，该怎

么保护和传承呢？两级检察机关

以实际行动作答。

“两级检察院立足我市文物和

文化遗产丰富的实际，积极发挥公

益职能，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联

动，着力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新格局，为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提

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王林海说。

我市检察机关建立派驻联络员

制度，组建“检察官+技术+法警”办

案团队，会同41个部门联合会签《说

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试验区建设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信息共

享、线索移送、调查取证等六项机

制，并利用中原工学院法学院知识

产权保护专业优势和数字赋能等

“外脑”，凝聚起“公益诉讼+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强大力量。

此外，我市建立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机制，平顶山说唱文化（宝

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成立的文化

遗产保护检察官办公室，依托基层

法律监督联络站，借助在马街书会

等四地成立的公益诉讼基地，让非

遗“护”得好、“活”起来、“传”下去。

同时，我市检察机关部署开展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活动，通

过公开听证、诉前建议、行政起诉

等方法，共办理案件 37件，实现多

方协作配合的信息化、制度化和常

态化。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4 月 19

日，市人民检察院、鲁山县人民检

察院办理的《督促保护楚长城遗址

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人民检

察院发布的长城保护专刊。我市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文化遗产保

护”品牌成为全省检察机关豫检品

牌项目。

延 续 400 多 年 的 宝 丰 魔 术 、

700 多年的马街书会、1000 多年的

汝瓷烧制技艺、4000 多年的宝丰

酒历史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每一

次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都在补全

着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脉相承

的强大拼图，让鹰城人民内心深处

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行走在鹰城大地，现代法治精

神与非遗保护传承交相辉映，宛如

镶嵌在金秋画卷上的璀璨明珠，愈

发熠熠生辉。

以公益诉讼之力守护非遗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