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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空中

交通管理委员会主任韩正 3 月 31 日前

往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航空气

象中心、航行情报服务中心，调研了解

我国民航运行管理、气象服务、航行情

报服务等情况。

韩正指出，空中交通管理是国家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

航空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加快提升国家空中交通管理水平，

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要科学编制“十四五”有关专项规

划，统筹把握当前和长远，合理设定目标

任务，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举措。空中

交通管理的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不能有

任何疏忽，一定要尊重规律、尊重科学，

不断强化能力建设，确保空中交通安全

平稳运行。要瞄准管理中的短板弱项，

加强资金保障，提升装备设备水平，全面

增强空中交通管理体系支撑保障。要加

强协调配合，以改革推动发展，为把我国

建设成为航空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韩正在调研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工作时强调

科 学 编 制 规 划 强 化 能 力 建 设
加 快 提 升 国 家 空 中 交 通 管 理 水 平

本报北京 4 月 1 日电 （记者张天

培）全国人大常委会 1 日上午在京举行

生物安全法实施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统筹发

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全面有效实施生

物安全法。

栗战书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工作，对国

家生物安全战略、政策和生物安全立法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全国人大常

委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去

年 10 月，审议通过了生物安全法。这

是生物安全领域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

系统性、统领性法律，它的颁布和实施

起到一个里程碑的作用，标志着我国生

物安全进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这部

法律的出台，在生物安全领域形成国家

生物安全战略、法律、政策“三位一体”

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强化

了防控重大传染病和动植物疫情的法

律制度， （下转第二版）

栗战书在生物安全法实施座谈会上强调

坚 持 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从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 战 略 高 度 实 施 好 生 物 安 全 法

新华社北京 4月 1日电 全国剥离

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4 月 1 日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 理 李 克 强 作 出 重 要 批 示 。 批 示 指

出：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国有企业持续攻坚

克难，推动这项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果，

基本解决了多年来制约国企改革发展

的难题。谨向付出辛勤努力的同志们

致以诚挚问候！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压

实责任，因地制宜、因企施策解决好剩

下的难点问题 ，加 强 相 关 政 策 举 措 衔

接，全面扎实做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

会 职 能 和 解 决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收 尾 工

作 ，巩 固 改 革 成 果 ，防 范 化 解 风 险 隐

患 ，为 有 效 提 升 国 有 企 业 竞 争 力 、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推

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下转第二版）

李克强对全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进一步压实责任 因地制宜、因企施策 全面扎实做好
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收尾工作

“十四五”，我们这样开局起步

几十年来，我国能源事业飞跃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

远瞩，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能源结构大幅优化，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

图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舍得乡利用当地丰富的风能资源，在山顶建起羊雄山风电

场，保护生态的同时，点亮万家灯火，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杨文明 熊平祥摄影报道

绿色发展“风光”无限

沐浴明媚春光，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鸬鸟镇，游客张奥被当地恬静安逸的田园生

活吸引，这里的便捷服务也让人印象深刻。

她在网上预订了民宿，“刷身份证后半分钟就

办好入住手续，抬脚就进入了景区”。

“点点手机，虚拟现实赏景、掌上导航、在

线预订等一站式服务都能轻松实现。”鸬鸟镇

镇长郭健告诉记者，依托“杭州城市大脑·余

杭平台”，鸬鸟镇今年打造了“数智旅游”。

不止鸬鸟镇，浙江各地依托秀美风光与

数字化改革成果，把乡村旅游办得红红火火，

引得八方客来。像张奥一样，不少体验过浙

江乡村游的游客赞叹之余也在议论一个话

题：道路平整、村容整洁、设施完善、服务精细

……为啥浙江的乡村这样好？

2003 年起推行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开启了浙江农村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

民生活质量的大行动。18 年来，历届浙江省

委和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广大干部群众

齐心协力加油干，久久为功扎实推进，造就了

万千美丽乡村。

2020 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

踏上“5 万元”台阶，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和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分 别 连 续 20 年 和 36 年 居 各 省

（区）之首，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 1.96∶1。
居民收入水平高，城乡收入差距小，成为浙江

发展的突出亮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向着更远的目标谋

划共同富裕，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

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

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

“十四五”开局起步，浙江有了新目标。

如何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 示 范 区 建 设 ？ 如 何 在 奋 力 谱 写“ 八 八 战

略”新篇章中找准从省域层面推动共同富裕

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浙江省委和省政府明

确，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发展，提高劳

动 生 产 率 ，持 续 扩 大 全 社 会 财 富 总 量 。 为

此，浙江不仅从地方立法层面出台《浙江省

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并创新实施融资

通畅工程、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打造隐

形冠军单打冠军“雏鹰行动”等一系列惠企

政策。

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浙江更重视“分

好蛋糕”，建立健全“先富带后富”机制，提高

收入分配质量，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

和地区差距。

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浙江深度推进“山

海协作”，加快扶持欠发达地区，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做策划、搭平台、收单出货、打包发

货……这些天，绍兴市上虞区的工作人员正

忙着为“山海协作”对口帮扶的丽水市景宁畲

族自治县村民拓展土蜂蜜的新销路。

“上虞区不仅为我们搭建了线上销售平

台，景宁土特产还卖进了上虞的各大商超扶

贫专柜和农批市场。”景宁县家地乡村民叶娟

荣告诉记者，在上虞区帮扶下，今年以来乡里

由她代理的农副产品已销售近 50 万元。

伴随高质量发展进程，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不断深入，浙江将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

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

窗口。

“浙江将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四梁八

柱’，谋划牵一发动全身的平台和抓手，率先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推动实现

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努力打造人民幸福美

好家园。在追求物质富裕的同时，浙江注重

精神富有，大力实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坚

持文化强省、提升浙江软实力，加快打造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高地。”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

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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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R

“震撼，中华五千年文明博大精深”“沉

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精美绝伦的文物，

无一不让人惊叹”……日前，四川广汉三星

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吸引了无

数人的目光。华丽的金面具、精美的牙雕、

双手合拢的顶尊铜人像，人们在一张张文物

图片、一段段发掘视频中，领略考古工作的

独特魅力，感受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工作是展示

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

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一个个考

古发现，既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也

述说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

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丝绸遗迹的发现，拓

展了人们对“蚕丛及鱼凫”的认知；象牙残片

上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印证着古蜀国与

中原地区的频繁交流；青铜神树、鸟形金饰

片等，丰富着人们对古蜀文明的想象。人们

关注三星堆，不仅在于文物之精美，还在于

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考古成果与公众距离越近，文化自信的

根基就越深厚。这些年，从海昏侯墓考古引

发观展热潮，到《国家宝藏》等文博节目热

播，再到云端博物馆蓬勃发展，考古成果日

益“飞入寻常百姓家”，丰富着全社会的历史

文化滋养。进一步讲好文物故事，让考古更

好走近大众，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群众的

期待。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
陈 凌

河北省康保县土城子镇朝阳互助

幸福院里，一出地方戏正在上演。65 岁

的李德大爷坐在小广场的戏台前，看得

津津有味，“自从住进幸福院，不愁吃、

不愁穿，还有医生给咱定期体检，每天

心情好，身体也越来越硬朗了！”李大爷

的幸福生活，是我国兜底保障网愈加牢

靠的一个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政工作关系

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

基础性工作。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民政

部门以完善制度机制、聚焦特殊群体、

助力重点地区攻坚等政策“组合拳”，兜

住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活。数据

显示，截至 2020 年，全国共有 1936 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

障范围，占全部脱贫人口的 19.6%，脱

贫地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提升。

“不落一户、不落
一人”，建起牢靠的兜
底保障网

“ 多 亏 了 低 保 政 策 ，帮 我 们 家 渡

过难关。”2018 年，内蒙古赤峰市松山

区当铺地满族乡南平房村村民王贵军

因病致贫，乡民政办获得信息后，第一

时间入户核实情况，并按规定将王贵军

一家三口纳入农村低保范围，每人每年

享受 4400 元低保。稳定的保障措施帮

助王贵军一家缓过劲儿来。

“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是脱贫攻坚的

重要内容，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民政部

副部长唐承沛说，民政部门聚焦脱贫攻

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综合

运用社会救助等保障措施，实现应保尽

保、应兜尽兜，努力做到“不落一户、不

落一人”。

完善政策，兜住民生底线。

53 岁的李冬梅是吉林省通榆县乌

兰花镇太平村的低保脱贫户。从纳入

低保，到收入增加实行“脱贫退出”，再

到突发重病纳入低保兜底“支出核减”，

救助政策让这个处于贫困边缘的家庭

实现稳定脱贫。

通榆县民政局社会救助中心主任

张海英说，2016 年以来，县民政局在落

实落细低保政策、做到应保尽保的同

时，坚持返贫致贫风险预警与动态帮扶

一体推进。

从全国看，民政部连续多年出台加

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

衔接的具体措施，夯实兜底保障制度基

础，确保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范围。

（下转第四版）

193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范围

筑 牢 保 障 网 脱 贫 不 返 贫
本报记者 常 钦 朱 隽 李昌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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