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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分别批复同意设立三江

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

山国家公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第一批

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标志着国家公园体制

这一具有全局性、引领性、标志性的重大制

度创新落地生根，也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

事业从试点阶段转向了建设阶段。

第 一 批 国 家 公 园 涉 及 青 海 、西 藏 、四

川、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海南、福建、

江西等 10 个省份，均处于我国生态安全战

略格局的关键区域。从主要保护青藏高原

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到守护

着大熊猫、东北虎、东北豹等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以及以这些旗舰物种为伞护种的重要生

态系统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再到主要保护热带、亚热带重要森林生态

系统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

公园，第一批国家公园生机盎然、鸟兽灵

动，具有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

制度体系建设，其中“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重要一项。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8
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并加挂国

家公园管理局牌子，管理国家公园等各类

自然保护地。今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

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

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

类。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加快构

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

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

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随着第一批国

家公园正式设立，我国向着建立国家公园

体系、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又迈出坚实一步，使得我国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更加丰富、更为立体。

构建多样化生态产品体系，实现生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双 赢 ，中 国 一 直 在 努

力。从 1956 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到

2015 年以来先后启动三江源等 10 处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从我国建有各级各类自然

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

到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1%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逐步恢复……

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生态保护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等方面，中国既

有先进的价值理念，更有务实的行动举措。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建设国家公园，保护生物多样性，既有利于

中国，也有益于全球。2017 年中办、国办印

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

了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

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明确了国家公园在

自然保护地建设中的标志性作用。国家所

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这是建设国家公

园的目标，也是国家公园实实在在的意义

与价值。建立国家公园，带来了生态保护

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带来了全民共享的

“自然课堂”，更体现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思路。这样的努力，不仅为建设美丽中

国注入了强大动力，更在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体现了中国担当。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未来，还

有更多的国家公园在路上，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也将日益完善。让

我们携起手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

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格局。

国家公园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周珊珊

2019 年 9 月，我来到山西省天镇县瓦窑口村担任第一书记。从

办公室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第一线，从政策文件到基层实践，我对

党员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有了更深的感悟。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驻村帮扶以来，我们

以党建工作为抓手，多措并举增强了村里党员的党员意识。我们创

建“瓦窑口村党员红旗谱”公众号，至今已发布 100 多期信息，实现村

内村外、党员群众同频共振。此外，我们还以“向党说句心里话”“我

的新年梦想”为主题，请党员谈体会、谈认识、谈未来。活动中，老党

员重温非凡历程，新党员立下奋进誓言，以实际行动让党旗在基层一

线高高飘扬。

作为第一书记，眼睛多向群众看，双脚多到群众中走，脑袋里要

多想群众的急难愁盼。刚到村里，我发现有村民为了洗一次热水澡，

需要乘车赶往十几公里外的县城，且费时费力。为此，我联系有关部

门共同建成一个浴室，“洗澡难”这个看似微小却存在已久的身边事

得到了彻底解决。不仅如此，我们还硬化村主干道，改善了村民“出

行难”问题。村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党员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

让村子富起来，不仅意味着要在产业上花心思，也要在文化上动

脑筋。一方面，我们以生态养殖扶贫车间为抓手，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挖掘当地丰富的长城历史文化资源，通

过收集村史、村情、村貌等信息，将村民口授的故事、提供的素材汇编

成展览资料，为外地人认识村子、了解村庄提供了一个窗口。

这段驻村帮扶经历，是一次锤炼，也是与时间的赛跑。在推进乡

村振兴的路上，或许会有困难险阻、风险挑战，但每一步都要去拼去

搏、去闯去试。千难万难，畏难才真难，干了就不难。这就要从现在

做起、从一个电话打起、从琢磨点子开始。多联系村民，就会知道大

家心里想什么、急什么、盼什么，就能发现党支部该做什么、怎么做。

干就要干成，要积小胜为大胜，和大家一起干，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

美丽画卷。

“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如果知识不

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从火热的基层实践中经风雨、

见世面、获真知、成真才，我们就一定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作者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干部）

每一步都要去拼去搏去闯去试
王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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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坚 持 把 解 决 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

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

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浏阳的农村面积占 95%，农业人口占 85%，

农业农村发展任务艰巨繁重。近年来，浏

阳坚持高质量发展，同步推进乡村环境改

善和产业发展，努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群众对生态

环境的需求逐渐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

变，这要求在乡村振兴中必须扮靓人居环

境，提高乡村宜居度和群众幸福感。同时，

只有繁荣乡村产业，乡村才有持续发展的

“源头活水”。前些年，古港镇梅田湖村交

通落后，公共文化设施缺乏，且人多地少，

农民种田收入不高，村庄发展比较滞后。

近年来，通过建设柏油路、休闲广场、农家

书屋等设施，同时大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梅田湖村的群众足不出村就能过上好日

子，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应该说，改善环境

和发展产业同步推进、同步落实，才能让乡

村面貌为之一新、百姓生活为之一变。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点是完善乡村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直接关系群众的起居

出行，必须成为工作中的优先选项。比如抓

好“厕所革命”，浏阳近 3 年新（改）建的无害

化厕所达 16.89 万座，基本实现无害化厕所

全覆盖；又如抓实污染防治，严格落实河长

制，近 5 年新建城镇污水管网 350 公里、新

（改）建污水处理厂 24 座，浏阳河出境断面

水质均值提升至Ⅱ类。通过持续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田园”才能真正变成“乐园”。

加快推动产业振兴，关键是找准发力

重点。品牌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做强产

业要放大品牌效应。近年来，浏阳充分发

挥农业品牌较多的优势，着力做强大围山

梨、浏阳黑山羊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以

及油茶、花木两个“一县一特”农产品，通过

品牌引领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浏

阳还依托特色小镇做强产业，引导乡镇、街

道以产业立镇、靠产业强镇，打造了大瑶

“花炮小镇”、文家市“红色文旅小镇”、社港

“正骨医药小镇”等省级特色小镇，让群众

“就业不出镇，挣钱不离乡”。乡村振兴要

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只有走出一条

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才能以新产业、新业

态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要扛起

政治责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

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

浏阳将始终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

行，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

的举措，努力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深做

实做精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为湖南省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

委书记）

同步推进乡村环境改善和产业发展
朱东铁

改善环境和发展
产业同步推进、同步落
实，才能让乡村面貌为
之一新、百姓生活为之
一变

注意查看房屋权属证书，确保出租人

有权出租；不图便宜选择明显低于市场价

的房源，防止被骗；看房时确认房屋及配套

设施状况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不轻信口头

承诺……想租到满意房子，需做好功课。

让年轻人安心租、放心住，离不开中介、平

台和相关部门协同发力。

这正是：

规范租房市场，

重拳解决乱象。

多方协同发力，

完善权益保障。

曹 一图 燕 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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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中国经济延续稳定恢复的良好态

势，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

引力场，也在为其他国家提供广阔的市场

机会。

前不久，第 130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广交会）在广州落下帷幕。这是一场线

上线下同步举办的国际盛会：线上，约 6 万

个展位，约 2.6 万家中外企业“云”端参展，

屏对屏远程沟通，结识新客户、发现新商

机，搭建起低成本高效率联结全球的“贸易

桥 梁 ”；线 下 ，展 览 面 积 40 万 平 方 米 ，约

7800 家企业参加展览，面对面深入交流，供

采对接合作意愿高涨。在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蔓延的情况下，这一全球规模最大的实

体展会，彰显了中国经济的蓬勃生机与巨

大潜力。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致 广 交 会 的 贺 信 中 指

出：“广交会创办 65 年来，为服务国际贸易、

促进内外联通、推动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六十五载风雨兼程、从未间断，年成

交额从创办之初的 8700 万美元，增长到疫

情前的 590 亿美元，增长近 680 倍，广交会

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合作的

重要平台，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

向标。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广交会的历史，

就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

济的历史，也是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机

遇、实现互利共赢的历史。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叠加，世界经济贸易面临深刻变革。本届

广交会革故鼎新、勇于突破，首次以促进国

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首次实行线上线下

融合办展，首次在广交会上举办国家级国

际贸易论坛——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

首次在线下设立“乡村振兴特色产品”展

区，首次引入第三方公共海外仓、航运等服

务……从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

全方位贸易转变，从出口促进为主向进口

和出口并重、促进贸易平衡转变，从展览为

主向展览与会议结合转变，从线下为主向

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多个“首次”尝试、多

重显著转变，广交会创新机制，丰富业态，

拓展功能，奋力打造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

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联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重要平台。

广交会带动企业创新，引领企业向“微

笑曲线”两端延伸。升级线上平台功能，优

化线下展会服务，组织更多创新能力强、发

展潜力大、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企

业参展，正是为了发挥引领创新的作用。

以本届广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评选为例，

共有 943 家企业的 1972 件产品参评，创历

史新高，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层出不穷，

智能化、品牌化、高端化渐成新潮流。越来

越多的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在这里崭露头

角、走向世界舞台，引领中国不断向全球价

值链上游迈进。

广交会发挥平台优势，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构建新

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

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本

届广交会采用境内外招商双轮驱动策略，

既帮助中国企业保订单、拓市场，又举办双

循环系列对接活动。科学认识、准确把握

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使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同世界各

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就能为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大动力。

同 舟 共 济 扬 帆 起 ，乘 风 破 浪 万 里 航 。

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

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秉持真正的多边

主义，推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世界经济。

彰显中国经济蓬勃生机与巨大潜力
罗珊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盛、

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

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

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我们既要实

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

大突破，夯实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又要

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力度，把科技成果充

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

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方兴未艾。我们只有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才能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2020
年，全国技术市场共签订技术合同 54.9
万项，成交额 2.8 万亿元，其中涉及知识

产权的技术合同 18.6 万项，成交额 1.1 万

亿 元 ，占 全 国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总 额 的

39.8%。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国

技术研发还存在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需

求 不 够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能 力 不 强 等 问

题。为此，我们需要疏通应用基础研究

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拆除阻碍产业

化的“篱笆墙”，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

准对接。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要强化

战略导向和目标引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在类脑智

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

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

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

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这

就要求我们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

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

排，以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为抓手，打通

“最后一公里”，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

产 品 再 到 商 品 的 转 化 ，创 造 更 多 竞 争

优势。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需要科

技创新、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协

同发挥作用。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完善符合科技创

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力求科技创新活动效率最大化；着力改革和

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改革

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

体系……唯有深刻变革科技体制及其相关机制，才能唤醒“沉睡”在

高校和科研院所里的基础研究，激活束之高阁于国际期刊论文里的

科研成果。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要求科技工作者勇做新时代科技创

新的排头兵。放眼未来，科技竞赛长如马拉松，比起来却需短道速滑

的拼劲。科技工作者既要能耐住科研工作的枯燥寂寞甚至挫折失

败，又要始终保持提升中国科技水平的奋斗热情；既要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调动科技创新资源，又要用市场规律促进科技成果的价值转

化。唯有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

神，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科技

工作者才能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科技创新本来就是勇攀高

峰的艰辛历程，为国为民的信念、探索未知的热情、心无旁骛的专注、

全面系统的知识，缺一不可。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

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顺应科技变革潮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科技工作者必将书写科技强国的崭新篇章。

（作者为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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