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王文珏 武宗义

电话:(0531)85193297  Email:guoji@dzwww.com时事4
  新华社北京7 月20 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十九大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下册，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
全国发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收入自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至2022 年 10 月党的
二十大召开前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74 篇，约
65 . 3 万字。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稿37 篇，其他
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15 篇，中共中央、全国人大、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有关文件22 篇。有
12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
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
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
进，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伟
大历史进程；充分彰显了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做到
“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蹄疾步稳推进改革，扎
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大力度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
祖国统一，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推进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提出的重要思
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创造的新鲜
经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与之前出版的上册、中册形成一个
完整系列，为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提供了重要教材，对于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
———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重要讲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总结新时代十年的实践经验，分
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
理几个重大关系。”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
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
五个重大关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对生态
文明建设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作出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重大部署。要深刻认识到，建设
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目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本质要求。正确
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
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
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
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
动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更高站位、更宽视
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

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
永恒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的。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我
们都要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的辩证统一关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
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
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
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
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以高
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
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处理好重点
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就要坚持系统
观念，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
施，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工作提升，同
时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
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
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要统筹兼顾，推动局部和全局相协
调、治标和治本相贯通、当前和长远相
结合，既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

文明建设。
　　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
体，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具
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
力。要充分尊重和顺应自然，遵循生态
系统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坚持自然恢复
为主的方针，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
的时间和空间，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
恢复能力和稳定性。同时，自然恢复的
局限和极限，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也留下了积极作为的广阔天地。
要把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统一起
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
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
复两种手段，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
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
决方案。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
失之难存。防止过度索取、肆意破坏，
做到取用有节、行止有度，离不开强有
力的外部约束。早在2013 年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
就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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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
关系，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
压力，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
碰的高压线。同时，要激发起全社会共
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弘扬生态

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把建设美丽
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让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成风化俗。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
严承诺，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不是别人让我们
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我们承诺
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
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
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
他人左右。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
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
现的。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
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
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
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等关系，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
乎民族未来。新征程上，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携手
同心、不懈奋斗，我们一定能建成青山
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
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7月20 日电 人民日
报7月21日评论员文章）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群众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以高品质生态
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
　　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更高站
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
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成就瞩目：生态文明建

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经过顽强努力，我国天更蓝、地
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
彩。”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讲话，令
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党委书记张为民
感同身受。
　　王稳庄，钉子产量曾占全国 40% 以
上，是远近闻名的“钉子镇”。近年来，这个
镇关停、提升改造“散乱污”企业356 家，
让企业进了园区，污染的河流得到治理。
　　“老百姓身边的良好环境，就是对
生态文明的最佳诠释。总书记对生态环
境工作的肯定，是对我们基层工作人员
的巨大鼓舞，也坚定了继续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张为民说。
　　生态文明建设的变化，体现为可知
可感的环境提升，背后是人们保护生态
环境的自觉行动。
　　在西藏拉萨市北郊的拉鲁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了10 余年的尼
玛多吉，对总书记强调的“不断增强全
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
性”深有体会。
　　这些年，尼玛多吉感受到市民和游
客们环保意识明显增强。他说，过去湿
地的水渠经常被垃圾堵塞，现在大家不
再乱扔垃圾和烟头，不少市民还积极主动
来当环保志愿者，“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了”。
　　巴丹吉林沙漠东南缘，甘肃省治沙
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先英正和同事们一
道，在甘肃省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开展
治沙科研工作。
　　徐先英说，研究所已持续举办了 40
多期以荒漠化防治、生态恢复、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为主题的国际培训班，来自 76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000 多名学员参加
了培训，中国的治沙技术走向了世界。
　　“中国的治沙成就是一扇窗口。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承担大国责任、
展现大国担当，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
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他说。

　　凝聚共识：必须以更高

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

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
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
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
　　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大气环境司
司长刘炳江表示，看到成绩的同时，
也要清醒认识到，生态环境稳中向好
的基础还不稳固，生态环境保护结构
性压力依然较大，产业结构调整和能
源转型发展任重道远，统筹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难度加大。
　　“在当前这个关键时间节点，总书
记再次亲自部署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有
利于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共识。”刘炳
江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里指出，继续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
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 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
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
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
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
　　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唐小平认为，
我国正在建设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
系，这是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也是久久
为功的过程。我们要按照总书记要求，
正确处理总书记提出的几个重大关系，
积极稳妥推进和落实好国家公园科学
布局。

　　切实行动：汇聚力量健

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美丽中
国建设保障体系。统筹各领域资源，汇
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
技、政策“组合拳”。

　　“总书记提出要加强科技支撑，推
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为三钢乃至
整个钢铁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指明
了方向。”福建三钢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黎立璋结合工作实际，谈了自己的
认识体会。
　　近年来，通过技术创新，三钢集团
不仅钢铁产量成倍增长，还实现了总能
耗基本持平、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厂
区也建成了“4A级工业旅游景区”。
　　黎立璋表示，集团将继续牢牢抓住
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推动结构调
整、突破产业瓶颈、提升工艺装备、建
设智慧工厂，加快实现智能制造和绿色
低碳转型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
法治。近年来我国制定和修改了环境保
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
规，有力促进了生态环境向好发展。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
杨朝霞说：“要进一步强化法治保障，
按照总书记所说，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
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
理制度，用法治为绿水青山‘保驾护
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美丽中国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
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这让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六市乡党委书
记陈江华这位基层林长深感重任在肩。
　　为了更好保护生态环境，近年来江
西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组织体
系，划定责任区域，明确林长责任。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决
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扎实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陈江华表示。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
十
九
大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
下
册
出
版

  据新华社齐齐哈尔舰 7 月 20 日电
“北部·联合-2023 ”演习开幕式20 日上
午8时在日本海某海域举行。演习联合战
役指挥部在齐齐哈尔舰举行简短仪式，中
俄双方指挥部人员整齐列队，奏响中俄两
国国歌。
　　“我宣布，‘北部·联合-2023’演
习现在开始！”随着演习指挥员邱文生一
声令下，海上、空中行动指挥组分别向双
方参演兵力下达演习开始命令，中俄海空
兵力依令向演习作战海区机动。在随后的
4天时间里，中俄双方参演兵力将围绕海
空护航、威慑驱离、锚地防御等多个课目
展开联合演练。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中俄两军是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的重要力量。演习指挥员邱文生在开
幕式致词中表示，此次演习是全面落实两
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实际举措，是两国、两
军高度战略互信和牢固传统友谊的再次体
现，也是对中俄海空兵力在远海远域一体
化联合作战能力的多维度检验。

中俄“北部·联合-

2023”演习开幕

  新华社北京7 月20 日电（记者 李延霞）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获悉，20 日上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31 家省级监管局和5 家计
划单列市监管局、 306 家地市监管分局统一挂牌。这标志着金融监管体制
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取得阶段性成效。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
多项涉及金融监管领域，包括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 5 月18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省市两级派出机构统一挂牌

  新华社北京7月20 日电 生态环境部20 日发布消息，中美应对气候
变化对话日前在京举行。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
里于7月16 日至19 日访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克里举行会
谈，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参加。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
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挑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两国携手合作应对
该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
美关于在21 世纪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就推进全
球气候治理、加强对话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对话。
　　会谈期间，双方介绍了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进展，并
围绕能源转型、全球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低碳零碳负碳技术、推动合作机
制化务实化等深入交流，愿继续共同努力推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坚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支持《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 ）主席国阿联酋
的工作，与各方一道推动COP28取得成功。
　　双方商定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7月20日，在日本海某海域进行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中，中方海上作战群指挥舰齐齐哈尔舰破浪前行。
┬新华社发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

对话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奥克兰7月20日电 多个历史纪录在这一夜被改写——— 2023
女足世界杯20 日晚在新西兰奥克兰拉开帷幕。这是女足世界杯首次有32
支球队参加，首次在南半球举办，首次由两个东道主联合承办。揭幕战中，新
西兰队以1：0战胜挪威队，获得该队在女足世界杯历史上的首场胜利。
　　枪声先于哨声——— 距离本届女足世界杯开幕不到12 个小时，奥克兰
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给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天晚上，在
寒风冷雨下的伊甸公园球场，女足世界杯如期揭幕，在简短的开幕式表演
后，双方球员围绕在场地中圈，全场肃立，为枪击事件中的遇难者默哀。
　　随着主裁判吹响开场哨，足球的激情在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点燃。新西
兰队此前曾5次参加世界杯，但未能拿下一胜。此役，在创造新西兰足球
赛观众人数最高纪录的42137 名球迷的见证下，东道主打出了该队在女足
世界杯上的最佳一战。
　　面对1995 年女足世界杯冠军挪威队，新西兰队开场后在主场球迷的
助威声中打得积极主动，毫不畏惧，上半场结束双方互交白卷。
　　易边再战，新西兰队突然发力，第 48 分钟，汉德右路送出精准横
传，汉娜·威尔金森中路包抄推射破网，现场球迷的激情被瞬间点燃。第
81分钟，图瓦·汉森险些帮助挪威队扳平比分，但她的远射击中了横梁。
第89 分钟，汉森禁区内手球，新西兰队获得点球，但珀西瓦尔的射门重
重砸在横梁上，错过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
　　此后，新西兰队在长达10 分钟的补时中顶住了挪威队的进攻。终场
哨响，欢呼声响彻伊甸公园球场，新西兰人像赢下冠军一样庆祝自己的女
足世界杯首胜。

2023女足世界杯

揭幕战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