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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以国

家名义亮相服

贸 会 的 布 隆

迪 ，在 展 区 推

出咖啡、茶叶、

传统手工雕刻

等极具非洲特色的产品，吸引着

众多参观者驻足；《山海经》手办、

圆 明 园 拾 光 买 卖 街 、“ 塞 尚·四

季”、“盗梦空间”等一系列沉浸式

体验活动，以先进科技打开文化

交流交融新空间；“北京艺术博物

馆拼布手工互动体验”“古陶拾珍特

色文化体验”等活动，让人们进一步

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象……

近日在北京举办的服贸会，为各

国加强文明交流、开展人文合作

搭建平台，成为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又一生动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

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

泉”的基本规律，提出“文明因交流

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重

要论断，倡导坚持弘扬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中华文

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列重

要理念、重要论断、重大倡议，从全

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审视国与国

关系，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

价值内涵的认识，展现了“天下为

公”的博大情怀和“美美与共”的远

见卓识，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逻

辑、发展方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

高度认同。

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世界上有 2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基于不同历史、

国情、习俗等因素孕育出不同文明，各有独特魅力和深厚底

蕴，我们理应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

习近平总书记做过这样一个比喻：“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

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

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

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

人生。”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性。历史

和现实深刻表明，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

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的繁盛、

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

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

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精神力量。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

碍。那些鼓噪“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制度对抗论”的

声音，那些试图搞“小圈子”、组建“价值观同盟”、挑起意识

形态对抗的做法，注定不得人心。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

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

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

往的精神隔阂，才能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

滋养。

文明长河共同汇聚，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也不是谋求

在世界建设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

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

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

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促进人类社会整体

发展。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交织，国际形势的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

峻。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

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正如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们

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正如推动共赢合作，“遇

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独行快，众行远”；正如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气候变暖等挑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团结友

爱的箴言、文明交流交往的行动，为人们提供了精神支撑和

心灵慰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深了共识、增强了

合力。面向未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

明互学互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一

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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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上午，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

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新时代

自然资源事业发展与成就有关情况。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

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入推动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有力促进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保障资源供给，推动
节约集约利用

十年来，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严格保护耕

地，有力保障资源供给，有效支撑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

十年来，耕地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实 现 了 国 务 院 确 定 的 2020 年 耕 地 保 有 量

18.65 亿亩的目标，守住了耕地红线。特别是

近两年来，耕地减少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2021 年全国耕地总量实现净增加。

持续加强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勘

查 ，主 要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实 现 增 长 ，煤 炭 、钨

等矿产品产量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天然气

水合物试采取得重大进展。自然资源部地

质勘查管理司司长于海峰说，十年来，形成

了 一 批 重 要 矿 产 资 源 战 略 接 续 区 ，主 要 矿

产保有资源量普遍增长：石油、天然气新发

现 23 个 亿 吨 级 大 油 田 和 28 个 千 亿 方 级 大

气 田 ，非 油 气 矿 产 新 形 成 32 处 资 源 基 地 ；

80 余座老矿山新增资源量达到了大中型规

模 ，近 800 座 生 产 矿 山 不 同 程 度 地 延 长 了

服务年限。

依法依规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有力有序

保障用地供给，有效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城

镇住宅、公园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等用地大幅

度增长，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十年来，深入落实全面节约战略，自然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助推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并落实最严格的

节约用地制度，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

控，健全区域、项目节约用地评价制度，实行

建设用地增量安排与存量盘活挂钩机制。严

格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促进城镇内涵式、集约

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 2012—2021 年，全

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40.85%，

国土经济密度明显提高。

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刘国洪

说，节约集约用地既是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的 内 在 必 然 要 求 ，也 是 耕 地 保 护 的 现 实 需

要。从 2018 年开始，建立建设用地增量安排

与存量盘活挂钩机制，4 年来，全国消化批而

未供土地 1372 万亩、处置闲置土地 436 万亩。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持续提升

十年来，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

升，有力促进了美丽中国建设。

坚持并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陆域生态保护

红 线 面 积 占 陆 域 国 土 面 积 比 例 超 过 30% 。

除国家重大项目外，全面禁止新增围填海，

严格管控新增用岛活动。庄少勤介绍，全国

国土空间规划纲要中统筹划定了生态保护

红线，把我国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敏感

脆弱地区全部纳入生态保护红线。通过红

线的划定，建立了国家“三区四带”生态安全

屏障格局。

推动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部署实施了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江河湖泊生态系统

质量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增长到 24.02%，

沙化土地重点治理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加 强 系 统 治 理 ，考 虑 生 态 系 统 的 整 体

性，对于区域、流域进行系统治理。“十三五”

以来，重点在“三区四带”部署实施了 44 个

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保护修复工程，完成

修复治理面积 200 多万公顷，同时围绕矿产

资源集中分布区，特别是京津冀、长江经济

带、黄河流域这些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涉及的

地区开展矿山生态保护修复，修复面积达到

了 28 万 公 顷 。 深 入 开 展 蓝 色 海 湾 整 治 行

动，海岸带保护修复、红树林保护修复等专

项 行 动 ，共 修 复 岸 线 1500 公 里 ，滨 海 湿 地

3 万公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林草建设交出优

异答卷：我国森林面积 34.60 亿亩，森林蓄积

量 194.93 亿立方米，人工林保存面积 13.14 亿

亩、居世界第一位；草地面积 39.68 亿亩、居世

界第二位；湿地面积 8.50 亿亩左右；我国是世

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12 个国家之一，高

等 植 物 种 数 、脊 椎 动 物 种 数 分 别 占 世 界 的

10%和 13.7%；我国林草总碳储量达到 114.43
亿吨，居世界前列。

“国家公园建设的成果已成为这十年林

草工作的最大亮点，也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

明和美丽中国最亮丽的名片。”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副局长李春良说，2015 年以来，我国陆

续启动了 10 个国家公园试点，在管理体制创

新、严格生态保护、社区融合发展等方面探索

了做法，积累了经验。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
新进展

十年来，着力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

强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自然资源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统筹推

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积极探索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建立覆盖

土地、矿产等主要门类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制度。

在高质量完成第三次国土调查基础上，

编制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

要 ，“多 规 合 一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体 系 总 体 形

成。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放管服”改革，基于

“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

实施“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多测合一”。

不动产由过去多部门分散登记实现了

统 一 登 记 ，所 有 市 县 基 本 实 现 不 动 产 一 般

登 记 和 抵 押 登 记 压 缩 至 5 个 工 作 日 以 内 ，

促 进 了 营 商 环 境 的 优 化 。 刘 国 洪 说 ，十 年

来，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任务圆满完成，不

动 产 登 记 服 务 质 量 、水 平 和 效 率 不 断 提

升。全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

产 登 记 任 务 ，截 至 2021 年 6 月 底 ，全 国

258.18 万套建档立卡户应登记安置住房全

部完成不动产登记。

构建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基于实景三维

中国，推进数字国土、智慧国土建设。十年

来，我国基础测绘能力显著提升，地理信息服

务 领 域 不 断 拓 展 ，有 力 支 撑 了 经 济 社 会 发

展。十年间，国产高分辨率影像数据获取实

现了零的突破。全国卫星导航定轨基准服务

系统已经全面建成，实现向全社会提供厘米

级实时的导航定位服务。

海洋经济发展取得了新成效。自然资源

部总工程师张占海介绍，2012—2021 年，我

国海洋经济总值从 5 万亿元增长到 9 万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 9%左右。新

兴海洋产业的增速超过 10%。我国是世界第

一造船大国，海洋工程装备总装建造进入世

界第一方阵，海洋港口规模和海上风电累计

装机容量均占世界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画卷
本报记者 常 钦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蒙蒙晨雾中，缓缓前行的执法船上，执法

人员全程警惕，紧盯江面。不久前，一场由公

安、水利、海事等多部门联手开展的长江重点

江段涉砂船舶整治行动，在长江武汉至武穴

段水域展开。

长江采砂管理是维护长江河势稳定，保

障长江防洪、通航、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近

年来，沿江各地和有关部门加大了打击整治

力度，长江流域规模化非法采砂活动明显减

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仇保利介绍，公

安部于 2021 年 1 月起，部署沿江 11 省市和长

江航运公安机关开展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犯罪

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侦破各类涉砂刑事案

件 652 起，查获非法采砂、运砂船舶 637 艘，涉

案金额达 4.9 亿元。“盗采尘土飞扬，洗砂污水

乱排”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

侦破大案要案

在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有一条发源于

龙门山脉的河流——干河子。干河子河道

长，砂石资源丰富，主要流经地少有群众居

住。前不久，当地警方发现一条线索：在安州

区安罗村，有人以改造村道为名，非法盗采砂

石。公安机关迅速展开侦查，并在 8 月 5 日一

举打掉该非法采砂犯罪团伙。

“案件中涉及‘采、运、销’各环节，组织化

特征明显，甚至形成‘公司化’管理。”绵阳市

公安局安州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

约明介绍，不法分子组织人员利用大型机械

设备在夜间作业，将从干河子河道内盗采的

砂石直接销售到外地砂厂。目前案件已查明

涉 案 砂 石 20 余 万 立 方 米 ，涉 案 金 额 410 余

万元。

作案船舶必查、贩销网络必查、涉黑恶保

护伞必查……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犯罪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公安机关紧盯“人、船、砂、证、

案、钱”，严打“采、驳、运、销”各环节，斩断非

法产业链，深挖严查幕后组织者、获利者和保

护伞，侦破了一批非法采砂大案要案，维护了

长江水域生态安全。

多方联动治理

专项行动期间，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水

上分局接群众举报：近期在扬州市场上交易

的非法江砂，可能采挖自邻市镇江；在镇江扬

中一桥附近水域内有一艘船舶经常昼伏夜

出，情况异常。

民警联合调查发现，该非法采砂团伙犯

罪过程设计严密，每次采砂时间约一个半小

时，甚至会事前商量好说辞和顶包计划。“不

法分子为逃避打击，通过加装‘隐形砂泵’、设

置船底暗舱等方式对货船进行改造，作案方

式更为隐蔽。”扬州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局长谢

锦泉介绍。

加装“隐形砂泵”、签订假合同……近年

来，违法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更加复杂。“为阻

拦执法，有的团伙甚至派出多艘小快艇，在

执法船周围高速绕行、左右夹击，对执法安

全造成威胁。”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张

晓鹏说。

“面对这些非法采砂犯罪行为的新特点，

公安机关发挥长江一体化警务合作机制优

势，强化多方联动协作，不断健全完善执法信

息共享、联席会商研判、案件移送等制度，进

一步提升打击整治合力。另外，最大限度发

动群众广泛参与提供涉砂违法犯罪线索，努

力营造全社会共抓长江大保护的良好氛围。”

仇保利表示。

紧盯重点水域

7 月 8 日，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和彭

泽县公安局侦查民警发现两条疑似在跨省交

界水域盗采江砂的运力船。民警迅速出动，两

个多小时仔细排查后，终于在小孤山水域将其

成功拦截。这两艘运力船载着在湖北省武穴

市长江大桥附近水域盗采的 6000吨江砂，正准

备运往长江下游高价出售。目前，涉案人员已

被彭泽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等待进一步调查。

九江市长江水域地形复杂，特别是长江

八里江段，地处江西、湖北、安徽 3 省交界水

域，一些交界水域仍偶有盗采犯罪活动。“不

法砂贩往往安排人员在关键水域盯梢放哨，

一旦看到执法艇，非法采砂船就立即逃离。”

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刑侦大队大队

长叶亮介绍，一到夜晚，该水域一片漆黑；岸

线距离交界水域有七八公里航程，开船到达

此处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增加了执法难度。

“针对这一情况，根据公安部部署建立的

长江上中下游区域警务合作机制，九江市公

安局牵头与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湖北

省黄冈市公安局、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共同

打造‘一江三省四警’联合执勤模式，跨区域、

跨层级、跨部门，实现长江水域打击非法采砂

全覆盖，让非法采砂者无所遁形。”叶亮说。

在长江重点水域布建涉水探头千余个，

及时调整沿江视频监控等前端感知设备点

位……公安机关在重点水域布建视频监控系

统，加大高清红外取证设备、无人机等装备投

入，实现对犯罪活动快速反应、核查和抓捕，

着力增强水域防控硬实力。

“过去，非法采砂使江水浑浊了，鱼也少

了。如今，在警方的打击治理和社会各界的

共同守护下，长江流域江水更清、岸线更美，

人与自然相处更加和谐。”九江市濂溪区护渔

队、江豚协巡队队长王第友说。

本期统筹：陈亚楠

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

形成治理合力 共护长江生态
本报记者 张天培

长江采砂管理是维护长
江河势稳定，保障长江防洪、
通 航 、生 态 安 全 的 重 要 举
措。公安部于 2021 年 1 月
起，部署沿江 11省市和长江
航运公安机关开展打击长江
非法采砂犯罪专项行动，“盗
采尘土飞扬，洗砂污水乱排”
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长江
流域江水更清、岸线更美、人
与自然相处更加和谐。

核心阅读

■深阅读R

本报北京 9月 19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日前从应急管

理部 9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应急管理部推进安全生产信

息化建设，将信息化深度融入安全生产工作，有效提升企业本

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目前我国已实现

高危行业企业联网监测，其中，危化品行业已基本实现重大危

险源企业联网监测全覆盖，重点接入了 44 万个监测点位数

据；煤矿行业已实现正常生产和建设矿井联网监测，接入了 60
余万个传感器数据，以及井下作业人员点位和视频监控图像；

在非煤矿山行业，实现了头顶库、在用三等及以上尾矿库联

网，具备了企业风险分析和区域风险研判能力。应急管理部

还积极推进粉尘涉爆企业监测联网工作。

在安全生产执法方面，应急管理部已建成并在全国推广

应用“互联网+执法”系统，建立了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基础数

据台账，实现了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综合分析。智能执法辅助

工具可自动识别危化、工贸等 30 余类重点工艺、关键设备问

题隐患，提高了执法效率。

应急管理部

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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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甘肃省平凉市崆

峒区白庙回族乡，农民趁着好天

气抢收玉米。

图为 9 月 17 日，白庙乡的农

户正在收运玉米。

黄蔚林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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