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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司长肖渭
明 20 日表示，2021 年，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地区生产
总值分别达9.6万亿元、27.6万亿元、
10.1万亿元，总量超过全国的40%，发
挥了全国经济压舱石、高质量发展动
力源、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作用，我国动
力源地区引擎作用不断增强。

“这三大地区规模经济效益明显，
创新要素快速集聚，高水平人才密集，
对外开放走在前列，成为我国科技创
新的主要策源地和制度型开放的先行
引领者。”肖渭明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 日举行专题
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十年来我国区
域协调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

肖渭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
战略，确立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
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
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
展目标，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
机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

他说，通过十年来的实践，可以得
出四点重要启示：新时代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注重发挥各地
区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
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各地
区民生保障能力；必须统筹发展和安
全，增强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经济和人
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
功能。

据介绍，2021 年，中部和西部地

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5万亿元、24万
亿元，与2012年相比分别增加13.5万
亿元、13.3 万亿元，中西部地区经济
增速连续多年高于东部地区，东西差
距持续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逐步
增强。

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各
地义务教育资源基本均衡，基本医疗
保障实现全覆盖，中西部地区每千
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超过东部
地区。

在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方面，目前，
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9万
公里，占全国比重近 60%，交通可达
性与东部差距明显缩小。西部地区
在建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规模超
过东中部总和，有的省份已实现县县
通高速。

在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方面，
2021 年，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超过 2.7 万元、2.9

万元，较十年前翻了一番。中西部地
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快
于东部地区，东部产业持续向中西部
转移，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和吸引力
不断增加，农民工跨省迁移数量明显
减少。

此外，中西部地区在生态环境改
善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
明显成效。

据介绍，十年来，中西部地区累计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超过1.37亿亩，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国比重超过
90%，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得到进一步
巩固；西部地区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
新经济蓬勃发展；中部地区粮食生产
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
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粮
食产量占全国比重多年稳定在30%以
上，制造业产值达到全国四分之一。

记者 潘 洁 安 蓓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我国动力源地区引擎作用不断增强
东西差距持续缩小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聚焦区域协调发展

截至2021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10.3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
民医保基本实现；全国共有两证齐全
医养结合机构6492个，机构床位总数
175万张，医养签约近7.9万对……国
家卫生健康委 20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完
善政策制度，狠抓工作落实，老龄工作
取得显著进展和成效。

聚焦“老有所养”
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据介绍，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
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
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

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日益重要且紧迫。民政
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新介绍，养
老服务体系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三大体系之一，聚
焦解决“老有所养”问题。

据介绍，2012 年至 2021 年，中央
财政累计投入359亿元支持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截至目前，社区养老服务基本

覆盖城市社区和半数以上农村社区。截
至2022年第一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达36万个，床位812.6万张，
床位数是2012年底的近2倍。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
将会同各地各部门，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
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
体系、健康支撑体系，让老年人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安享健康幸福晚年。

提供“家门口”服务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完善标准规范、摸清问题短板、加
快设施建设……近年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发布《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
范》等标准规范，组织开展社区养老等
基本公共服务调查研究工作，因地制
宜补齐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短板。2020
年至2022年上半年，各地建设改造社
区养老、助餐等服务设施约3.6万个，
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我们坚持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的方方面面，多措并举推进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就近就
便、‘家门口’服务。”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张雁说。

医养结合工作整合养老和医疗资
源，深受老年人欢迎。近年来，国家不断
推进医养结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
王海东介绍，下一步，我国将从深化医
养资源共建共享、加大居家社区医养
结合服务供给、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质
量等方面，落实医养结合标准规范，开
展医养结合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实施
医养结合示范项目，让老年人获得优
质、高效、便捷的医养结合服务。

加强老年人优待和权益保障
打造老年宜居环境

2012年以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
共组织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
109.8万余件；开展城镇老旧小区和特
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推进
老年宜居环境建设；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问题，帮助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不
断加强老年人优待和权益保障。

“2019 年至 2021 年，各地在老旧
小区改造中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5.1万部，这项措施让很多长期居家老
年人实现了走出家门、走出楼栋。”张
雁介绍，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
有关部门命名339个无障碍建设示范
和达标市、县、村、镇。

针对不法分子借养老之名侵害老
年人合法权益问题，2022年4月开始，
全国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作为联
合开展专项行动的12个部门之一，广
泛深入开展反诈防骗政策宣传和科普
知识宣传。同时，开展民营医院专项
巡查行动，将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
抽查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2 年国
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按照专项行动工作部署，民政部
负责整治养老服务领域涉诈问题隐
患，指导各地民政部门推动存量隐患
清仓见底。”李永新说，截至2022年8
月底，累计排查27万多家养老服务机
构及场所，梳理出950家风险隐患点，
全力守护好老百姓“养老钱”。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让更多老年人安享健康幸福晚年
——十年来我国老龄工作成效显著

9月20日，阿尔山市白狼镇的手艺人在制作桦树皮工艺品。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地处大兴安岭脊中
段，以白桦树和松柏树为主的林木资源丰富。当地群众利用白桦树树皮作画，辅以苔藓、干花、树叶等材料，
通过剪、刻、雕、画等技法，制作出极具特色的树皮画。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林海深处 树皮作画

9月20日，在位于织里镇乔溇村的溇港人家太湖蟹生态养殖基地内，
蟹农展示刚刚捕捞的太湖蟹。近期，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的5000
多亩蟹田迎来了秋季开捕的时节，蟹农们捕捞成熟的太湖蟹并发往全
国各地，进入了一年最忙的“卖蟹季”。织里镇坐落于太湖南岸，自古就
有养殖太湖蟹的传统。自太湖禁养禁捕以来，蟹农们依托水乡溇港河塘
优势，在内陆引用太湖水对太湖蟹进行生态养殖，大幅提升太湖蟹的品质
和收益。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千亩蟹田迎来开捕时节

9月20日，在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康布尔村，农民驾驶农机收玉米。
近日，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的甜糯玉米迎
来丰收季。近年来，当地通过“公司+合作社+农牧户”的模式发展甜糯玉
米产业，将新鲜采摘的玉米加工为鲜食速冻甜糯玉米和鲜食真空甜糯玉
米，运送至湖南、湖北、重庆等省市销售，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王泽聪 摄

甜糯玉米迎丰收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0 日电
（记者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20日发
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按不变价计算，
2013年至202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 7.4%，分别高于国内生
产总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年
均增速0.8个和1.4个百分点。

根据报告，2012年至2019年，服
务业对GDP的贡献率从45%增长到
63.5%，提高18.5个百分点。2020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46.3%，但仍稳
居三次产业之首。2021年贡献率增
长至54.9%，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
复提供了重要支撑。

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2021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
值 占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分 别 为
7.2%、15%和 5.8%，比 2012 年提高
2.3 个、0.6 个和 1.4 个百分点。2013
年至2021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业 营 业 收 入 年 均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30.1%和 19.5%，远超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11.9%的年均增速。

服务业新动能亮点纷呈。2021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到42万亿
元 ，2013 年 至 2021 年 年 均 增 长
20.3%。2015年至2021年，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25.4%，高出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17.5个百
分点；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5%，
比2014年上升15.3个百分点。

近十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4%

据新华社北京9月 20日电
（记者金地 张泉） 记者 20 日从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获悉，我国科学家对恐龙蛋
的一项最新研究从恐龙多样性演
化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恐龙灭绝新
机制。相关成果近日已作为封面
文章发表在国际期刊《美国科学院
院刊》上。

由中科院古脊椎所、中科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等组成的科研团队，在我
国恐龙蛋的一处富集埋藏地——
陕西山阳盆地开展了系统的古生
物学和地层学研究，采集了 1000
多件原位埋藏的恐龙蛋和蛋壳标
本，此外这里还发现了少量暴龙类
和蜥脚类骨骼。对这些恐龙蛋和

恐龙骨骼的分析表明，山阳盆地内
的恐龙多样性在其灭绝前约 200
万年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综合
我国其他地区发现的恐龙化石，此
次研究认为，在约 7200 万年前我
国的恐龙多样性出现明显的降低
趋势，这与北美西部的恐龙化石分
布特征有相似之处。

恐龙蛋的孵化需要合适的温
度、湿度甚至二氧化碳浓度。因
此，该项研究提出，在晚白垩世，随
着自然生态系统和恐龙自身的协
同演化，恐龙多样性发生了持续性
衰退，降低了恐龙这个类群的环境
适应能力，并导致其无法在由火山
爆发或小行星撞击等重大灾害事
件所引起的环境剧变中生存和复
苏，从而最终走向灭绝。

恐龙蛋研究揭示恐龙灭绝新机制

据新华社西安9月20日电（记者
付瑞霞）记者从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
获悉，该中心的大熊猫“安安”19日诞
下一只雌性幼仔，幼仔出生体重132.8
克，发育良好。截至目前，秦岭大熊猫
研究中心今年已成功繁育5只大熊猫
幼仔，秦岭大熊猫人工种群数量达到
41只。

此前，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
熊猫“永永”和“秦秦”在今年8月先后
产仔，分别产下一对雄性双胞胎和一
对龙凤胎。

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亚
种，主要分布在陕西秦岭山区。秦岭
大熊猫头型更圆，像猫科动物，且具有
较小头骨、较大牙齿。

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位于西安市
周至县楼观台，是全国三个大熊猫繁
育基地之一。

秦岭大熊猫再“添丁”
人工种群数量达41只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20日宣布，当日
在香港成功发行 50 亿元人民币央行
票据。此次发行受到境外投资者广泛
欢迎，表明人民币资产对境外投资者
有较强吸引力，也反映了全球投资者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此
次发行的50亿元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
票据，中标利率为 2.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
及国际金融组织踊跃参与认购，投标
总量约为228亿元。

近年来，在离岸市场发行的人民币
国债、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不断增
加。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中
国人民银行常态化在香港发行人民币
央行票据，丰富了香港市场人民币投资
产品系列和流动性管理工具，而且带动
了境内金融机构、企业等其他主体在离
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对于促进离
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50亿元人民币央行
票据在港成功发行

据新华社北京9月 20日电
（记者齐琪 罗沙）记者从最高人
民法院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
悉，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着
力构建中国特色专门化环境资源审
判体系，已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
机构或组织2426个，涵盖四级法院
的专门化审判组织架构基本建成。

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刘竹梅表示，人民法院深化改革创
新，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
件归口至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
或组织审理，促进惩治犯罪、赔偿
损失和修复环境协调统一。最高
法及28家高级法院实行环境资源
审判职能“三合一”归口，云南、江

西、浙江、四川等地法院探索涵盖
执行的“四合一”归口机制，将生态
环境保护理念贯穿到审判全领域、
全过程。

据介绍，十年来，人民法院共
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196.5 万
件，有力推动生态环境法治进程。
最高法发布环境资源指导性案例
26件、典型案例26批280件，提供
及时、具体、操作性强的司法指引，
促进裁判尺度统一。

刘竹梅说，人民法院严格适用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实现
生态环境保护刑事、民事、行政责任
的有效衔接，使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成为“长出牙齿”的严规铁律。

全国法院已设立环境资源审判
专门机构或组织2426个

据新华社北京9月 20日电
（记者徐壮） 记者从教育部 20 日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0
年来，内地（大陆）高校累计招收港
澳台学生 7.9 万名。2021 学年内
地（大陆）高校共有港澳台在校生
3.82 万名，较 2012 年增长了 51%。
内地已连续多年成为港澳学生赴
港澳以外地区升学首选，越来越多
的台湾学生选择到大陆就读。

据悉，目前内地与港澳中小
学、幼儿园已缔结“姊妹学校”2593
对，覆盖内地 29 个省（区、市）；设
立“内地与港澳高校师生交流计

划”项目近3000项，惠及港澳师生
近 10 万人。10 年来，教育部累计
开展对台交流项目 1300 余个，两
岸1000多所高校参与，约6万余名
台湾师生赴大陆参访交流，师生交
流覆盖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在高等教育领域，目前，教育
部已先后批准内地与港澳高校共
同设立本科层次及以上合作办学项
目19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
办学机构3个；港澳高校参与建设
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和20个粤港澳联合实
验室，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内地（大陆）高校港澳台在校生
10年间增长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