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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首个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上线

我国耕地保护实现“人人动手、指尖监督”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

王立彬）自然资源部永久基本农田
查询平台23日正式上线，向全社会
提供永久基本农田查询服务。我国

耕地保护实现人人动“手”的“指尖

上的监督”。

公众可通过在微信搜索永久

基本农田查询平台小程序、访问自

然资源部官方网站或者下载自然

资源部APP等多种渠道，便捷、快
速地查询到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空

间位置等信息。

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在互联网

上向社会提供永久基本农田查询

服务，可供查询范围做到“应公开

尽公开”，少量数据还需要进一步

处理和完善，涉及用地审批、督察

执法等事项需向当地县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确认永久基本农田范

围，后续将逐年更新完善，逐步做

到全覆盖。

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并

实施特殊保护的优质耕地，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发挥重要作用。2022

年，自然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各地开展了新一轮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工作，将《全国国土空间规划

纲要 (2021 -2035年 )》确定的 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

落图，严格管控。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永久基本

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正式

上线，是对永久基本农田依法实施

特殊保护的重要举措，是对各地已

开展的永久基本农田公布工作的

重要补充，可以为广大社会公众广

泛参与、共同监督和保护永久基本

农田提供更多样化的渠道。

公众通过在平台上查询确认耕

地性质，如发现在永久基本农田上

开展种植果树、花卉、挖塘养鱼等活

动并改变耕地性质的，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建住宅或其他建筑物，以及

堆放建筑垃圾等破坏永久基本农田

种植条件的，向当地县级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反映，可得到及时处置。

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新进展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

陈炜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是我国的重大政策部署。

今年3月，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方案》；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

干措施》。

加力支持“两新”取得哪些进

展？如何推动政策取得更好效果？

国家发展改革委 23日举行专题新
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详解

“两新”政策新成效新举措。

“两新”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若干措施提出，统筹安排 3000
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

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

昕介绍，近两个月，加力支持“两

新”的配套细则全面出台，国债资

金全面下达，支持政策全面启动。

截至目前，各部门支持“两新”的加

力措施已经全部启动，各地也配套

出台了一系列细化落实举措。

赵辰昕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

力下，“两新”工作逐步取得明显成

效，并还在不断显现。

设备更新政策持续推进，有效

调动了经营主体更新生产、用能、

电梯等各类设备的积极性。前8个
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16.8%，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64.2%，比前 7个月提高3.5个
百分点，说明加力政策实施后，8月
份的拉动效果更加明显。

各地以旧换新政策陆续落地，

带动重点消费品销售明显上涨。8月
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量为190.5万辆，
环比增长10.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零售额由降转升，8月份同比增
长3.4%。从平台和卖场情况看，近期
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快速增长。

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
辆低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

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是“两新”

的重要方面。赵辰昕说，目前，今明

两年拟制定、修订的294项国家标
准已全部立项，其中70项已完成制
定修订，已向社会发布，涉及能耗

能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电动

汽车、家用电器、家居用品、民用无

人机等多个领域。

提高能效水平是消费品以旧

换新的重要方向。赵辰昕介绍，在

政策带动下，8月份新能源汽车零
售达到102.7万辆，环比增长1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连续两个月突

破50%。预计全年将实现200万辆低
排放标准乘用车退出。

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术
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

资金保障是加力推进“两新”工

作的关键环节。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副司长赵长胜介绍，财政部及时下

达超长期特别国债和设备更新贷款

贴息资金。同时，财政部配合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部门建立了定期调度机

制，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明确资

金使用“负面清单”，要求相关资金

不得用于平衡预算、偿还政府债务

或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三保”支出

等，并通过线上监控、线下核查等具

体举措，防止资金挤占、挪用。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司

长彭立峰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联

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进一步

加大对银行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指

导督促力度，通过加快贷款项目的

土地、规划、环保、安全等证照办理

进度，将更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涉农主体的项目纳入备选清单，加

大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支持力度

等措施，用好用足科技创新和技术

改造再贷款，大力支持重点领域技

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

进一步完善废旧产品设
备回收网络

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赵辰昕

介绍，针对回收渠道不够完善等问

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

深入推进垃圾分类网点与废旧物

资回收网点“两网融合”，提高可回

收物分类准确率。截至目前，全国

建成回收网点约15万个，各类大型
分拣中心约1800个，有效解决了过
去回收网点不够、不完善的问题。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

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构建覆

盖各领域、各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

用体系，持续畅通资源回收利用链

条，推动实现“去旧更容易，换新更

便捷”。

天山南北唱新歌：走近“中国长城最西烽”
9月23日拍摄的别迭里烽燧遗址。新疆乌什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内的别迭里烽燧遗址，是我国境内至今现存的万里长城防御体系最西端

的烽火台，被称为“中国长城最西烽”。近年来，乌什县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线，继承和展示历史文化和戍边文化，挖掘遗址历史文化底蕴，实现历史
遗址保护和功能开发完美嫁接，成为集旅游观光、接受历史文化熏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的打卡点。 新华社记者 顾煜 摄

提高超55个百分点

75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

潘洁 张晓洁）国家统计局23日发
布的新中国 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系列报告显示，2023年末我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比 1949
年末提高 55.52个百分点，年均提
高0.75个百分点。

这是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高、城市规模逐步扩大、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的生动缩影。75年来，我
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

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1949年末，

全国城市共有129个，城市人口共
3949万人。2023年末，全国城市个
数达到694个，我国地级以上城市
常住人口达到67313万人。其中，常
住人口超过 500万的城市有 29个，
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11个。

在改革开放大潮激荡下，开发

区、工业园、新城和新区等不断涌

现，城市建设快速突破老城区的界

限。1981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
7438平方公里，到了 2023年，全国
城区实体地域面积达到62038平方

公里，增加了54600平方公里，增长
了7.3倍。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的陆续发布，我国城市区域发展的

协调性不断增强，2011年以来增加
的11个地级市中，有9个位于西部
地区。

城市地域面积不断增加、区域

分布更加均衡的同时，城市的经济

实力也在日益增强。1988年，全国
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7025亿元，
占全国的50.7%。到2023年，仅地级
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就达 77万

亿元，占全国的61.1%。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

深入推进，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
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城

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向常住人口

覆盖、供给水平不断提高。城乡融

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的差

距明显缩小，全国城乡居民收入

比由 2012年的 2.88下降到 2023年
的2.39。

联合国未来峰会开幕

通过《未来契约》促发展
新华社纽约9月22日电（记者

高山 夏林）为期两天的联合国未
来峰会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幕。峰会通过《未来契约》及其附

件，以进一步发展多边主义框架，

适应未来发展，努力建设一个安

全、和平、公正、平等、包容、可持

续和繁荣的世界。

第 7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菲
勒蒙·扬当天在峰会开幕致辞

中表示，我们正站在转型的十

字路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未来

契约》不仅应对当前的危机，而

且为可持续、公正与和平的全

球秩序奠定了基础。他强调，挑

战与机遇并存，未来掌握在我们

自己手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

辞中表示，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动

荡和转型的时期，必须采取决定

性的第一步来更新和改革国际合

作。“我呼吁本次峰会考虑进行深

层次改革，以《联合国宪章》价值

观为基础，使全球机构更加合法、

公平和有效。”

未来峰会当天通过《未来契

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

《子孙后代宣言》，涉及可持续发

展和发展筹资，国际和平与安全，

科学、技术和创新及数字合作，青

年和子孙后代，全球治理变革等

五大领域。

第 79届联合国大会 10日在纽
约拉开帷幕。未来峰会是本届联

大期间备受瞩目的重要高级别会

议，约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出席峰会。

欧盟呼吁黎以立即停火
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 22日电

（记者 李骥志）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2日呼吁黎
巴嫩和以色列边境“蓝线”两侧立

即停火，避免造成更大人道灾难。

博雷利当天发表声明说，欧盟

对黎巴嫩局势升级极为关切。黎

以双方平民都在付出高昂代价，

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他们将再次

成为最大受害者。必须通过外交

调解等努力避免全面战争。

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在

工党年会上表示，以色列和黎巴

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

级令人担忧。“我们向各方发出的

信息很明确：我们需要双方立即

停火，这样才能达成政治解决方

案，以便以色列和黎巴嫩平民返

回家园，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

生活。”

本月17日和18日，黎巴嫩接连
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累计已造

成37人丧生，近3000人受伤。黎方
指认以色列策划爆炸事件，以色列

未公开回应。20日，以色列对黎首
都贝鲁特南郊发动导弹“定点打

击”，造成包括至少两名黎巴嫩真

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在内的37人
死亡。21日，以军又对黎巴嫩南部
进行大规模打击。22日，黎巴嫩真
主党对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

军基地及机场发动两次导弹袭击。

国内国际

浙江发布2023年度
“八八战略”实施情况

首次覆盖所有县(市、区)

浙江在线9月 23日讯 （记者
包勇）今天，中共浙江省委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浙江持续推动“八

八战略”走深走实主要举措以及

2023年度“八八战略”实施综合评
估情况。

自2020年以来，浙江连续4年
开展“八八战略”年度综合评估。与

往年不同，2023年度评估指标体系
突出精简务实，更加聚焦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三个“一

号工程”等重点，具体指标数量从

上一年的574项精简到204项。
评估范围横向覆盖了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人才强省创新强

省、全面深化改革、对内对外开

放、产业优化升级等13个领域，纵
向则首次覆盖到所有县（市、区），

实现省、市、县贯通。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方面，

11市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共富
路径。2023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
入倍差为 1.86，比上年降低 0.04。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最小的 3个市
分别是嘉兴1.53、舟山1.55、湖州
1.5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最
快的3个市分别是温州 6.9%、舟山
6.7%、衢州6.5%。

在改革攻坚上，浙江各地把

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作为提升

政府服务力的“新赛道”，2023年
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

结果显示，杭州、宁波分别位列

全国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

前十，温州、嘉兴、绍兴、金华位

列全国地级市前十。各地还自觉

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宁波

舟山港跃居全球第四大船加油

港，金华“义新欧”中欧班列开行

数量居全国第 3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

竞争力。“11个市规模以上工业研
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逐年增

长，规模以上工业研发费用占营

业收入比重最大的3个市，分别是
绍 兴 4.09%、杭 州 3.87%、温 州
3.43%。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最
快的3个市，分别是丽水54.3%、金
华48.0%、绍兴36.8%。”浙江省委党
校常务副校长陈柳裕介绍，浙江

各地在高质量发展中亮点纷呈，10
个城市登上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

强榜，数量居全国第三。

此外，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

是，全省各地“比学赶超”氛围浓

厚，杭州、宁波领跑全省数字经济

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

加值分别是1224亿元和792亿元。
未来，浙江将在系统谋划、整

体推进，破难解题、探路先行，鼓

励首创、汇聚民力，实干争先、久

久为功这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提

升，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

变成美好现实。

勇扛大国“顶梁柱”使命担当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资国企发展

成就综述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
者 王希 任军）国有企业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

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的“顶梁柱”。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有企业改

革发展屡创佳绩，为推动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

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牢记“国

之大者”，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阔步前进，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

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撑起国民经济脊梁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纵深推进国企改革

扫一扫 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