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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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专家高度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和发展蓝图，认为中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有
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完善全球环境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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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理念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逐渐深入人心，美丽中国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
院长小约翰·柯布说，过去十年，
中国致力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生态保护方面力度大、举措实，
在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能够在保护
自 然 环 境 的 前 提 下 使 数 亿 人 脱
贫，这是一项具有全球历史意义
的成就。

柯布说，中国显示了治理污
染的决心，为节能减排和保护环
境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不仅
体现在承诺上，更体现在实际行
动上。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环境问题
专家大塚健司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
设行动印象深刻。他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近年来，中国出台《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
和国长江保护法》等诸多环保措施、
法律，生态环境大幅改善，民众环保
意识明显增强。

曾多次到访中国的肯尼亚非
洲 政 策 研 究 所 所 长 卡 格 万 加 认
为，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有目共
睹。他说，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努
力富有成效，让人真正理解生态文
明建设的内涵，即在发展和环境
可持续性之间寻找平衡，使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共建美丽世界
老挝国会副主席宋玛·奔舍那

对中国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颇有感触。他说，中国
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现代化发
展老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说明中国共产党谋
求高质量、可持续的绿色发展。

柬埔寨亚洲愿景研究院研究员
通孟戴维说，人类不应以牺牲自然
环境换取经济发展，而应努力在两
者间取得平衡。中国推动绿色、可

持续发展，体现了中国对建设生态
文明的承诺。

中国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多国企业界
人士表示，中国绿色技术不仅有助
于一些国家解决发展和环保问题，
也给不少企业带来机遇。

委内瑞拉环境电视台总裁维
克托·卡里略说，中国为全球向绿
色经济转型和节能减排作出了巨
大贡献，例如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
很好地满足了拉美地区很多国家
偏远地区解决电力和环保问题的
需要。

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环
境与社会部高级研究员郭江汶看
来，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
方面，中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动车、减
排以及生态修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展，而且中国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将显著加速全球绿色转型，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新华社记者

记者从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进博会
共有 145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
展，28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参加
企业商业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
海介绍，来自 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
业将亮相第五届进博会企业商业
展，66 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将亮
相国家综合展，数量均超过上届。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成员国均有企业参展，“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合组织参展国

数量也较上届增加。同时，尼加拉
瓜、吉布提、毛里塔尼亚、科摩罗、莫
桑比克、刚果（金）、伊拉克、冰岛8国
将首次参与国家展。

与此同时，本届进博会展示内容
更加丰富，新设农作物种业专区和人
工智能专区，优化能源低碳及环保技
术专区。新设“中国这十年——对外
开放成就展”综合展示区，全面展示新
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辉煌成就。

孙成海说，今年，共有284家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参加企业商业展，
数量超过上届。 据新华社上海电

第五届进博会吸引
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

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 国家
发展改革委1 日称，近日生猪价格出
现一定幅度回落。据监测，10月24日
至 28 日当周，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
9.66∶1，仍高于猪肉储备调节预案确
定的 9∶1 合理区间上限；猪肉价格同
比涨幅超过40%，仍处于过度上涨一

级预警区间。
为进一步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

作，促进生猪价格尽快回归至合理
区间，近日国家将投放今年第七批
中央猪肉储备，并督促指导各地加
大力度投放地方政府猪肉储备，形成
调控合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

近日国家将投放
今年第七批中央猪肉储备

（上接第一版）
热源分散、保障能力紧张、区域

性供热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凸显，“小
马拉大车”现象让阜新市传统供热体
制不堪重负。

供热改革民心所向，势在必行。
今年，阜新市把城市供暖改造提

升列为“八大攻坚战”之一，标本兼
治、破立并举，打出“拆小并大”“一网
多源”组合拳，破瓶颈、补短板、强根
基，力争让百姓满意，政府放心。

经过系统梳理、科学分析，攻坚战
首战放在热源改造、整合与提升上
面。将一家供热企业的供热区域并入
阜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将4家公司
的供热管网与阜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并网，一旦单一热源出现问题，其他热
源能及时顶替。据测算，通过互联互
通、能力互补，阜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的供热保障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未来，阜新市将逐步把区域性分
散热源纳入供热主干网，变各自为战
为一网互联、集团出击，形成供热管

网一体运行、全网贯通的全新格局，
构建起一张安全稳定、优质高效的

“坚强热网”。

供暖保障由“治病”到
“防病”

截至 10 月 27 日，阜新市燃煤热
源企业储煤率和供热企业收费率分
列全省第一和第二。在这份亮眼的
成绩单背后，是供热改革向纵深推进
的成果显现，是供暖保障由治“已病”
到防“未病”的生动实践。

上一采暖季结束后，阜新市坚持
“停暖日即是开工日”，全力以赴抓好
“冬病夏治”“冬煤夏储”，做好夏季“三
修”、供热管网改造，让每一台供热设
备、每一公里供热管网安全可靠。

8 月 10 日，时值盛夏，骄阳似
火。“拆小并大”工程开工建设，施工
人员冒酷暑、战高温，新建一条总长

超过10公里的供热大动脉。
手里有煤，供暖不慌。近年来煤

价持续上涨，给供热工作带来很大挑
战。从9月开始，阜新市住建局多措
并举、千方百计提高库存量，为冬季
供热攒够“口粮”。建立每日调度、每
周抽查制度，组建驻企督导组，实地
查看储煤和采购合同签约情况，引导
热源企业加大储煤力度。

为了提高管网效能，把温暖畅通
无阻地输送到每家每户，阜新市全面
开展老旧管网改造，今年以来改造长
度达 286 公里，工程量明显高于往
年。在楼宇间、管沟内、在一米见方
的窨井里，热力人全心全意补漏点、
焊管道、清淤泥，保供热，全力守护这
座城市的温暖。

热源企业大院里高高的煤山，焕
然一新的供热管网，运转良好的锅
炉，民生温度可知可感，成为提升百

姓幸福感、安全感的最直接来源。

变热源企业单枪匹马
为多方联动

城市供热不是程序简单、结构单
一的“加减法”，而是涉及多级单位、
多家企业的复杂“方程式”。阜新市
明确工作目标，构建从热源到居民端
的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

居民暖气片热不热，社区网格员
最知根知底。阜新市依托成熟、高效
的基层治理体系，以供热行业试点先
行，组建由各县区街道、社区、小区物
业构建的三级社会网格，供热企业也
相应建立三级专业网格，变热源企业
单枪匹马为多方联动，形成物业、热
源企业、街道社区共融、共管机制。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网格员和专
业网格员作用，“阜新供热”小程序应
运而生。接到供热投诉后，物业网格

员将在半小时内联系用户，并在约定
时间内上门处理。如遇专业技术性
或难以解决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热源
企业专业网格员，同时上报街道、社
区网格员。专业网格员24小时内需
告知用户具体处置方案，48小时内需
在系统上选择办理结果，未解决或用
户不满意的，街道网格员将按照相关
规定测温，履行退费等程序。

分类诉求、分级派发、及时处理，
小程序不仅是解决诉求的“好帮手”，
而且能统计各县区、街道、物业企业、
供热企业满意率及平均办结时限等，
让监督考核体系更加精准、高效、便
捷，畅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由一煤独大到清洁取
暖异军突起

作为以燃煤锅炉取暖为主的东
北城市，如何在保障群众温暖过冬的

同时，全力压减燃煤，让天空更蓝？
阜新市在全力以赴保电保煤保

暖的同时，将清洁供暖改造提升列为
“八大攻坚战”之一，全力探索多种途
径的清洁供暖改造模式。

今年以来，阜新市打生态牌，走
绿色路，全力创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
型示范市、能源综合创新示范市，积
极 推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绿 色 转 型 。
2021年，阜新入选国家北方地区冬季
清洁取暖项目。计划用3年时间，通
过实施城市清洁集中供热延伸覆盖、
乡镇镇区电＋生物质集中清洁取暖、
农村分散住户“光热＋”三个层面工
作，全市实现清洁取暖率100%。

阜新市风光资源丰富，围绕创建
能源综合创新示范市，构建“风光火
储氢热”综合能源体系，加快建设新
能源发电、装备制造、就地消纳“三大
基地”，这为阜新发展清洁取暖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蓝天之下，碧水之畔，这样的阜
新将更加温暖，更加美丽。

一切为了群众温暖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