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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2023 年，我

国能源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新增风

电光伏装机突破 2 亿千瓦、创历史

新高，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份额

达 40% 左 右 ，贡 献 了 新 增 量 的 约

50%；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

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如何理解新型能源体系？今

年将重点推进哪些方面工作？

“从内涵看，新型能源体系至

少包含五方面突出特征。”国家能

源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一是新

的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逐步替代

化石能源成为主体能源；二是新的

系统形态，新型电力系统、氢能“制

储输用”体系、化石能源低碳零碳

化利用等加快涌现；三是新的产业

体系，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

形成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四是弹

性韧性的供应链，有力保障极端天

气等各类条件下的用能安全；五是

新的治理体系，各种要素资源实现

灵活高效配置。

国 家 能 源 局 相 关 司 局 负 责 人

表示，今年能源工作将围绕深入推

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重点推进四方面任务。

推 动 能 源 生 产 消 费 方 式 加 快

转型。供给侧，大力发展非化石能

源，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预计新增风电光伏装机 2 亿千瓦左

右，核电新投产 4 台、装机约 500 万

千瓦。需求侧，推进终端用能清洁

化低碳化。例如，加快建设充电基

础设施体系，稳妥有序推进北方地

区新增清洁取暖项目等。

提 升 能 源 供 应 链 弹 性 韧 性 和

安全水平。夯实煤炭煤电兜底保

障作用，科学合理优化煤电布局。加大油气增储上产，推动原油

产量稳定在 2 亿吨，天然气产量进一步提高。推动能源基础设

施网络建设，持续优化完善电网主网架，推动跨省份输电通道核

准建设，加快推进油气管网设施重点工程建设。强化迎峰度夏、

度冬能源电力供需预测预警，做好供能保障。

推进能源产业体系现代化。完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技攻关。推进新型储能试

点示范，研究制定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拓展能源产

业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

增强能源高质量发展动能和活力。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

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提升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

和比例。推动绿证绿电、碳市场、自愿减排市场等有效衔接。推

动微电网、综合能源站等能源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积极加强能

源国际合作，深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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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问答·2024年中国经济这么干

本版责编：吴 燕 臧春蕾 董映雪

1 月 28 日至 31 日，由中央网信办、国家

文物局、人民日报社、福建省委网信委联合

指导的“何以中国·向海泉州”网络主题活动

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其间同步开展“文化

拾遗 魅力泉州”媒体采风活动。

泉州，在宋元时期就是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历经岁月流转，多元文化在泉州和谐共

生、交相辉映。如今，全城 22 处世界遗产点，

见证并诉说着泉州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通商贸易的繁荣景象。

近 年 来 ，泉 州 以 打 造 世 界 遗 产 保 护 利

用典范城市为目标，持续加强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统筹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

设、经济发展、旅游开发工作。本次活动深

度呈现当地的灿烂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

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加强保护，赓续历史文脉

1 月 28 日，泉州市南音艺苑，伴着南音

《流连刺桐》悠扬婉转的歌声，“何以中国·
向海泉州”网络主题活动启动。 30 多位嘉

宾围绕“耕海千帆竞”“刺桐万国商”“古厝

吐 新 生 ”“ 爱 拼 才 会 赢 ”4 个 篇 章 开 展 主 题

讲述。

“泉 州 承 载 了 人 类 古 典 航 海 的 历 史 记

忆，也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以

前具有全球代表性的海洋文化遗产。”中国

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姜波说，泉州是

串联起古代中国文明、东南亚文明、印度文

明 、阿 拉 伯 文 明 乃 至 地 中 海 文 明 的 海 上

明珠。

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是首届“东亚文化之都”。2021
年 7 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加强文

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推动 22 处世界遗产点文

物本体和周边环境保护提升，留存大量宋元

时期的文化瑰宝。

市舶司遗址在一处狭窄小巷，德济门遗

址旁正举办热闹集市，天后宫一侧就是菜市

场……在泉州，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迹随

处可见。

泉州把保护文物作为城市规划的首要

原则，严格实行“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对可

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

查、勘探、发掘前不准收储。今年 1 月 1 日

起，《“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当地文

化遗产法治保障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同

时，文物、司法等部门联管共治，形成文化遗

产保护的合力。

开放包容，展现多元文化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宋

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叙述着人类美

好交往的故事。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示的不仅有

中国古代海洋交通、航海科技，还有各种宗教

石雕。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介

绍，“海上丝绸之路”带来海上交通、商贸的繁

荣发展，也带来了宗教文化的异彩纷呈。

文 明 因 交 流 而 多 彩 ，文 明 因 互 鉴 而 丰

富。在泉州，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成

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生动注脚。

过去两年，人民网阿拉伯语专家瓦利德

曾 3 次到访泉州。瓦利德说，泉州让人看到

了中国文化倡导的“和而不同”，不同文化、

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可以在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共享机遇、共同

繁荣，“共建‘一带一路’必将给泉州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呈现更加灿烂的文化。”

守正创新，活化传承利用

坐拥 22 处世界遗产点，泉州如何在保护

好、传承好的同时更进一步活化利用？泉州

坚持守正创新整合资源，注入科技、旅游、生

态等要素，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

在文化餐饮业，世遗泉州推荐官、伯勒

剧 场 主 理 人 蓝 净 已 深 耕 25 年 。“ 我 们 融 合

非 遗 文 化 、海 丝 文 化 、宋 元 美 学 ，烹 饪 出

‘宋元泉席’烟火家宴。”蓝净说，最好的保

护 方 式 就 是 让 文 化 融 入 生 活 ，“ 伯 勒 剧 场

让泉州本地非遗大师和世界知名设计师、

艺术家们一起玩创意，举办时尚秀、音乐会

近 300 场。”

妆糕人传习者蓝绥泓是个 95 后。为搞

明白妆糕人的材料配比、着色、塑形，她花两

年时间潜心研究。现在，她将现代科技融入

妆糕艺术，用 3D 打印、新型材料制作妆糕

人。“越钻研，越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蓝

绥泓说。

“申遗成功大大激发出泉州人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泉州市文旅局局长吕秀家说，目

前泉州世遗已有百名观察员、千名志愿者、

万名守护人。

得益于深厚的世遗资源滋养，2023 年，

泉 州 旅 游 总 收 入 首 次 突 破 千 亿 元 ，达

1002.4 亿元，同比增长 68.9%。

新征程上，泉州将全力打造 21 世纪“海

丝名城”，为共建“一带一路”、奋力推动中国

式现代化的福建实践贡献力量。

“何以中国·向海泉州”网络主题活动在福建泉州举办

保护非遗之美 坚定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付 文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青海可可西里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片白茫茫。

清晨 6 点出发，记者来到了位于可可西

里“东大门”的索南达杰保护站。高原的狂风

裹挟着细密雪花刺痛脸颊，行走格外艰难，巡

山队员才文多杰和同事们却早已习惯。

“今天我们主要开展从站里到楚玛尔河

大桥的巡护巡线。”才文多杰说，“大雪给野

生动物的捕食带来困难，这两天，野生动物

救助就是我们的巡护重点。”

这是一段“原生态”的巡山线路。记者

搭上站里巡护的皮卡车，前往茫茫草原。雪

天路滑，坑坑洼洼的路面时不时把人高高颠

起。“为了尽量避免对可可西里自然状态的

干扰，我们每次都沿固定线路巡逻。这条路

早已装在我们的心中。”才文多杰一边介绍，

一边盯着窗外，“检查非法闯入、救助野生动

物、捡拾垃圾，这些都是巡山的主要内容。”

2023 年，才文多杰在巡山中发现了 3 只

“ 掉 队 ”的 藏 羚 羊 ，把 它 们 带 回 站 里 喂 养 、

救助。

应对新形势下的保护需要，坚守中也有

开拓。队员们给科考人员做向导、为沿途司

机提供服务，有时还要做“交警”保护藏羚羊

安全穿过青藏线。

每个月，队员们至少要组成主力巡山队

开展大规模巡山一次，每次巡山短则一周，

长则 10 余天。“大家都早已习惯。”才文多杰

说，冬天地面封冻，夏天到处有沼泽与泥坑。

临近中午，长达 3 个多小时的巡山终于

结束。几块水煮牛肉，几个白饼，火炉上简

单一热，就是午餐。“我们站上 13 个人，再加

上不冻泉、沱沱河、五道梁、库南保护站，总

共 50 多人，常年坚守在可可西里，平均年龄

不到 30 岁。”如今，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种群已

经从之前不足 2 万只恢复到 7 万余只，还有

野牦牛、藏狐、藏野驴自由驰骋。

今 年 ，才 文 多 杰 主 动 申 请 留 在 站 里 过

年。下午巡山前，他给 5 岁的女儿打去视频

电话。“爸爸过完年就回去，到时候给你带礼

物！”才文多杰冲着闺女眨眨眼睛。

雪下得更大了，小年的饭匆匆吃完，随

着汽车发动的声音，下午的巡山又开始了。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索南达杰保护站—

无人区里的深情守护
本报记者 乔 栋 贾丰丰

2 月 2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

雪橙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冰冻橙色预警。经

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将雨雪冰

冻应急响应状态提升为二级。2 日，国家防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与中

国气象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

等继续组织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河南、安徽、

湖北、湖南、贵州等 11 个省份，研判本轮寒

潮 及 低 温 雨 雪 天 气 形 势 ，部 署 防 范 应 对

工作。

未来两天将进入本轮雨雪过程最强时

段 ，除 了 强 降 雪 ，中 东 部 多 个 省 份 将 遭 遇

2009 年以来最大范围冻雨天气，对河南、安

徽、湖北、湖南等省份影响将进一步加重。

应急管理部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派工

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做好调拨中央救灾

物资准备，部署重点地区铲冰除雪工程救

援队伍 130 支 1.1 万余人 4000 余台套装备，

跨省区铲冰除雪工程救援队伍 10 支 500 人

及部分航空器、融雪剂，全力做好抢险救援

准备。

中国气象局主动对接交通、能源、电力

等 10 个高影响行业部门需求，强化联合会

商、预警和调度机制，此次过程各级气象部

门已累计发布预警信息 4215 条、送达 138 万

人次。

公安部启动恶劣天气高等级响应机制，

重点地区公安交管部门全警动员，日均投入

警力 8.7 万人次、警车 3.1 万辆次，全力维护

道路通行秩序。

交通运输部于 1 日 10 时启动综合交通

运输二级应急响应，加强监测预警和调度指

挥，强化极端恶劣天气防范应对，组织 35 个

检查组赴各地督导防范应对工作及保通保

障工作。

国家能源局部署 3.8 万余人、近万台车

辆、668 台应急发电车、3373 台发电机、164
套融冰装备、1100 套除冰装备值守待命，随

时做好抗冰保供电准备。

国家消防救援局以列车停运、输变电线

路结冰和孤岛救援、助民解困为重点，备足

指挥通信、铲冰除雪、破拆顶撑、疏散救生等

器材装备和防寒保暖物资，提前预置力量，

靠前救援救灾。

多地积极开展除冰作业，保障生产生

活。国网河南电力采用组合手段推动高效

抢修，使用机械振动装置、运载无人机、模拟

观冰架等多种工器具加速除冰，保障人民群

众用电安全。国网湖南电力观冰、融冰、除

冰队伍已集结到位，184 个固定观冰站已全

部启用，并在原有 1168 个流动观冰哨基础

上再增加 555 个，6000 多名电力工人奋战在

抗冰保电一线。

（综合本报记者李红梅、刘温馨、朱佩

娴、孙超报道）

未来两天将进入本轮雨雪过程最强时段，多地多部门—

合力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本报南京 2 月 2 日电 （记 者 尹晓宇）2024“ 点 亮 中 国

灯”——龙年灯会灯彩迎新春全国主会场活动 2 日在江苏南京

启动。此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江苏省文

化和旅游厅、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

该活动是文化和旅游部“欢欢喜喜过大年”2024 年春节主

题活动重要内容之一。据初步统计，全国将开展灯会、灯彩项目

非遗传承实践活动 500 余项。

“点亮中国灯”的全国主会场活动包括启动仪式、全国灯会

灯彩项目展等。在启动仪式上，留左大鼓《鼓乐金陵》、江南丝竹

《幻乐雅韵》、海盐滚灯《龙腾甲辰》等非遗项目进行了现场展演。

当天，全国灯会灯彩项目展在秦淮非遗馆举行，设置瑞龙贺

春、非遗新韵、匠心传承、盛世欢歌 4 个板块，汇聚 15 个省份 35
项灯会灯彩非遗代表性项目 150 余件作品。

“点亮中国灯”龙年灯会灯彩

迎新春全国主会场活动启动

图①：2 月 2 日，湖北省襄阳市，运维

人员对谷城县李家大山 220 千伏汾翁线

进行巡视。

王 虎摄（影像中国）

图②：2 月 2 日，江苏省泗洪县环卫

工人清扫积雪。

许昌亮摄（影像中国）

图③：2 月 2 日，安徽交控集团蚌埠

管理处工作人员为滞留司乘人员提供热

水简餐等服务。

罗阳奇 李 斌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 2月 2日电 （记者江琳）“迎甲辰新岁 扬龙马精神”

中央台办慰问台胞春节联欢会 2日在京举办，中央台办有关负责

人与台胞代表座谈交流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40位来自经济、教

育、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行业的台胞和在京台湾学生代表参加。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活动并讲话，表达

对广大台胞的新春祝福。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非常

关心关爱台湾同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强调“祖国统一

是历史必然，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这是对广大台胞的殷切期盼和诚挚鼓励。希望广大台胞坚定两

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行径，做祖国统一大业的支持者；积极投身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做民族复兴的参与者。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家人有家

人的感情，就应该彼此相亲，相互扶持。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中

国人有中国人的责任，都应该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打拼。

座谈交流中，6 名台胞代表发言，分享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

的经历和感悟。台湾知名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黄朝亮分

享了他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感受，并

就进一步促进两岸影视交流合作提出建议。北京美亚生物科技

集团董事长吴宜蓁讲述了她投身大陆大健康产业，发起“美亚爱

心小细胞”救助白血病儿童公益活动，先后救助 280 位小朋友的

故事。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陈柏翰分享了他与几位台湾同学参

与乡村振兴，亲历国家建设发展的收获。北京协和医院丁文蕴

医生、中国人民大学林承铎副教授讲述了他们借由同等待遇政

策落实，在北京收获幸福家庭和成功事业的故事。上海丙火文

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陈立晴用“高度”“速

度”与“温度”6 个字概括了她在大陆生活工作 14 年的感受，并就

更好带动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出建议。

座谈交流后，两岸同胞联袂奉上精彩文艺演出，联欢会在合

唱《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歌曲声中圆满结束。

中央台办慰问台胞春节联欢会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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