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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11月 16日
出版的第 2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文章强调，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们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总结新时代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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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一是正确处理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
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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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
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
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
内。通过高水平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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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二是正确处理重点攻坚
和协同治理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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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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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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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必须保
持战略定力，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文章指出，三是正确处理自然恢复
和人工修复的关系。首先要充分尊重和
顺应自然，给大自然休养生息足够的时
间和空间，依靠自然的力量恢复生态系
统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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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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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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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

文章指出，四是正确处理外部约束
和内生动力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只有人人动手、人人尽责，激发起全
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才能
让中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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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指出，五是正确处理“双碳”承
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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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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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
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对于传统
行业，要推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要以更加积
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形成更加主动有利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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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谭文华）为推动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11月13日至
15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主办的第二十届世界中医
药大会暨世界中联第五次会
员代表大会、世界中联成立
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菲律宾
马尼拉举行。

鉴于在海外中医药推
广、中医临床领域的极高
影响力和长期以来取得的
科研成就、社会声望，商
丘名中医、医学博士、《孙
氏中医大接经全息疗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宁陵华英医院院长孙贤华
应邀出席大会，并现场分
享了学术成果。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作了题为
《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
思考》的报告，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果德
安作了题为《中药高质量发
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的报
告，中国福建中医药大学校
长李灿东作了题为《面向 21
世纪的中医治未病健康管
理》的报告。

孙贤华作了《中医药在
肿瘤各阶段治疗中的方法研
究》主题学术报告，从中医

药与肿瘤手术前后治疗相结
合，与肿瘤化疗、放疗相结
合，与肿瘤后期治疗相结
合，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知
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及世
界各国中医药工作者进行
了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
科研成果分享交流，得到
极高关注。会务期间，孙
贤华受到了菲律宾卫生部
部长贺博萨、中国驻菲律
宾大使黄溪连、世界中联
主席马建中及张伯礼等与
会国内外中医药专家、学
者的亲切会见，并就中医
药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西医结合研究等进
行了学习、研讨、交流。

据了解，在 30多年的医
疗实践中，孙贤华非常重视
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念，认为
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与自然
界的现象及事物的变化是一
致的，因此治疗疾病不能只
考虑局部病变而忽略人体的
全身状况，治病需要求本，
更要顺应人体组织结构的自
然规律，并率先提出“肿瘤
大接经全息疗法”，协调和增
强正气祛除病邪，治疗中以

“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延长
病人的寿命，减少病人的痛
苦”为最高目标。

宁陵一民间医师应邀出席
第二十届世界中医药大会并作学术报告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初冬时
节，11月14日，航拍下的民权黄河故
道色彩斑斓，夺人眼球。在这片厚重
的沃土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底色越来越足。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
山”，这在民权县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
号，更是一个庄严的承诺。

近几年来，民权围绕生态提升工
程，大力实施黄河故道绿化、廊道绿
化、城郊及村镇绿化、平原沙荒营造
林、农田防护林、森林抚育、林业产
业等重点工程，以黄河故道三大湖泊
水体为依托，加强黄河故道生态建
设，硬是把风沙、盐碱、内涝肆虐的
黄河故道变成了人工绿洲。

据该县林业部门负责人介绍，清
咸丰年间古黄河改道给民权留下了茫
茫黄沙，上世纪50年代，民权人民先
后在沙荒上营造了 15 万亩的防护林
带，同时大力发展农桐间作，将黄沙
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上世纪 70
年代，民权将农桐间作、农果间作
纳入农田林网建设，农田防护效果
有效提升；上世纪 80 年代后，民权
划定了沙土地防风固沙林区、青沙
土两合土农桐间作经济林区、黏土
地农田林网区、黄河故道背河洼地盐
碱改良林区等四大林区，基本建成了
网、带、片、点相结合的农田防护林
体系。

民权县委书记王静娴说：“我们坚
持把绿色发展作为根本保障，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大力推动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建
设，使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生态效应。今天，‘绿洲’民
权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努
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
机统一。”

民权县积极构建全域生态屏障。
他们紧抓生态廊道、农田林网和森林
乡村建设重点工程，着力构建高速、
高铁、国道、省道、县道“五位一
体”的廊道绿化网络和“田成方、林
成网，沟相连、路相通”的农田防护
林体系，建成了国家级森林乡村 24
个，省、市、县级森林乡村 101 个，
国家级森林乡村建成数量位居全省第

一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勤劳智慧

的民权人民用心血和汗水摘取了一项
项生态建设的桂冠。民权县先后荣获

“全国绿化先进单位”“河南省造林绿
化十佳县”等荣誉称号，建成了国家
湿地公园、国家生态公园、中国森林
体验基地、省级森林城市。2020年，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被核准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成为我国 64处国际
重要湿地之一，也是全省第一个国际
重要湿地。

“林映水中鱼游树，云落水底鸟
穿波。”昔日受风沙困扰的民权，眼
下已成为森林之城、生态之城，呈
现出“田成方、林成网，路渠披绿
装、村庄如林场、沙区绿海洋”的
喜人景象。

依托自然禀赋 厚植绿色优势

民权：生态优先成为高质量发展底色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 申铖）财政部 15日
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 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7494亿元，同比增长8.1%。

其中，税收收入 157841亿元，同比增长 10.7%；非税
收入29653亿元，同比下降3.8%。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5870亿元，同比增长7.3%；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1624亿元，同比增长8.8%。

财政支出方面，前 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5734亿元，同比增长4.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0271亿元，同比增长6.8%；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185463亿元，同比增长4.2%。

从主要支出科目看，前 10个月，教育支出 32224 亿
元，同比增长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223亿元，同比
增长 8.7%；科学技术支出 7344亿元，同比增长 4.5%；农
林水支出18031亿元，同比增长4.7%。

从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看，前 10个月，全
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3795亿元，同比下降 16%；全国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72899亿元，同比下降15.1%。

前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8.1%

民权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编辑 王义才】

11月15日，睢阳区李口镇小庄村一派忙碌景象。20多名农民正忙着起垄、覆膜、定位、
移栽，一排排整齐的洋葱苗被栽植于田间。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11 月 15 日，民权县
绿洲街道办事处吴庄村村
民在草莓大棚里劳作。近
年来，绿洲街道办事处坚
持党建引领，采取“党支
部+基地+农户”模式，
引导群众发展果蔬产业，
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新路
子。 王平萍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
员 田冬） 11月15日，睢县河集乡
大杨庄村的田地里，十几名村民播
撒蒲公英种子，一派繁忙景象。

为拓宽产业种类、扩大产业
规模，河集乡在保证粮食安全的
情况下从药材上下功夫，多方考
察、深层研判、融合实际、精准
决策，于 2022年开始大力发展蒲
公英种植，成立大杨庄村蒲公英
种植合作社，如今已种植近 300
亩的蒲公英，并产生很好的收益。

蒲公英一年四季均可种植，
以春、秋季最为适宜。每种植一
茬可以收获 3 年，每年可收割 6
次，每次每亩可收益 4000 多元，
一年亩收益在 2万元左右，经济
价值远超传统作物种植收入，不
仅可带动“一村一品”，还可以鼓
足群众的钱袋子。

“俺村自从种了蒲公英，很多

群众都不外出了，在地里割了一
茬又一茬，一季儿能挣几季儿的
钱。”大杨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建伟
说,“明年俺村还会种植更多的蒲
公英。”

蒲公英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许
志清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收不
完，根本收不完，种一季收 3
年，一季跟着一季种，一茬接着
一茬割，一车挨着一车卖啊！”。

河集乡为推动“一村一品”
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曾先后发展食用菌种植、鸭蛋深
加工、蛋鸭养殖、辣椒种植、草
莓种植、苗圃栽培等产业，有效
带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群众的
收入，取得了明显成效。如今，
在乡、村两级干部的共同努力
下，蒲公英种植以自身经济价值
优势已升级为全乡增收致富特色
产业。

河集乡：蒲公英种植富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