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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谢赫·哈西娜，祝贺她当选连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总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
建交 49 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发
展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福祉。去年 8 月，我和哈西娜总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会见，就发展中孟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希望中孟双方
共同努力，进一步落实好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
治互信，弘扬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
新台阶。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哈西娜总理致贺电。

习近平致电祝贺哈西娜
当选连任孟加拉国总理

李强向哈西娜总理致贺电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为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新时代新征程开启全
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位置，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由重点整
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
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由实
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
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
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
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
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
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经济社会
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生态环境
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区
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美
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新征程上，
必须把美丽中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保持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
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二、总体要求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处理好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
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
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
系，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抓好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以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为导向的美丽中国
建设新格局，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态根基。

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增
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国家生态安全有效保障，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形成一批实践样板，美丽中国建
设成效显著。到 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
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新格局全面形成，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
提升，国家生态安全更加稳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展望本世
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
面形成，重点领域实现深度脱碳，生态环境健康优美，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美丽中国全面
建成。

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根据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人民群众对
生态环境改善的新期待，加大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集中解
决力度，加快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十四
五”深入攻坚，实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巩固拓
展，实现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十六五”整体提升，实现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要坚持做到：

——全领域转型。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
碳化，加快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等领域绿
色低碳转型，加强绿色科技创新，增强美丽中国建设的内

生动力、创新活力。
——全方位提升。坚持要素统筹

和城乡融合，一体开展“美丽系列”建设
工作，重点推进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
丽海湾、美丽山川建设，打造美丽中国
先行区、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绘就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中国新画卷。

——全地域建设。因地制宜、梯次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全域覆盖，展现大美
西部壮美风貌、亮丽东北辽阔风光、美
丽中部锦绣山河、和谐东部秀美风韵，
塑造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建
设板块。

——全社会行动。把建设美丽中
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行为自觉，鼓励园
区、企业、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开展绿
色、清洁、零碳引领行动，形成人人参
与、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完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
等各类空间布局。坚守生态保护红线，
强化执法监管和保护修复，使全国生态
保护红线面积保持在 315 万平方公里
以上。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确
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不再减
少。严格管控城镇开发边界，推动城镇
空间内涵式集约化绿色发展。严格河
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强海洋和海
岸带国土空间管控，建立低效用海退出
机制，除国家重大项目外，不再新增围
填海。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体系，为发展“明底线”、“划边
框”。到2035年，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
不低于35%，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
降低、性质不改变。

（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为努力争
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奠定基础。坚
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确保能源安全。重点控制煤炭
等化石能源消费，加强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

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双控，加强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和制度建设。
逐年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实施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
案，研究制定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行动方
案。进一步发展全国碳市场，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
富交易品种和方式，建设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市场。到 2035 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进
一步提高，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
碳市场。

（三）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产业数
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
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
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严把准入关口，坚决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大力推进传
统产业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实施清
洁生产水平提升工程。加快既有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节
能降碳改造，推动超低能耗、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大力
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提升大宗
货物清洁化运输水平。推进铁路场站、民用机场、港口码
头、物流园区等绿色化改造和铁路电气化改造，推动超低
和近零排放车辆规模化应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低碳应
用。到 2027 年，新增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力争达到
45%，老旧内燃机车基本淘汰，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保持
较快增长；到 2035年，铁路货运周转量占总周转量比例达
到25%左右。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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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11日电（记者张天培） 公安部11
日发布最新统计，截至2023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达2041万辆，全年新注册登记743万辆；全国机
动车保有量达4.35亿辆，其中汽车3.36亿辆；机动车
驾驶人达5.23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86亿人。

截至 2023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041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6.07%；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1552 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76.04%。2023 年
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743万辆，占新注册登记汽车

数量的 30.25%，与 2022
年相比增加 207 万辆，
增长 38.76%，呈高速增
长态势。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23
亿，其中汽车驾驶人 4.86 亿，占驾驶人总数 92.92%。
2023 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 2429 万。140 万人取得

“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C6）驾驶证，促进房车旅
游新业态发展。

据悉，全国有94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
与 2022年相比增加 10个城市，其中 43个城市超 200
万辆，25个城市超300万辆，成都、北京、重庆、上海、
苏州等5个城市超过500万辆。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记者徐佩玉） 记者11日
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
别达3016.1万辆和3009.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6%和
12%，年产销量双双创新高。其中汽车出口491万辆，同
比增长57.9%，有望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

2023 年，中国乘用车产销量分别达 2612.4 万辆
和 2606.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6%和 10.6%；商用车
产销量分别达 403.7 万辆和 403.1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26.8%和22.1%。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分别达 958.7 万辆和 949.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5.8%和37.9%，市场占有率达31.6%。在新能源汽车
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度相比，三大类新能源汽车品种
产销量均呈现明显增长。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宏观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有助于汽车行业稳定增长。随着国家促消
费、稳增长政策持续推进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系列政策实施，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
消费潜能，2024 年中国汽车市场有望继续保持稳中
向好发展态势。

上图：国产汽车在山东港口烟台港集结等待装
船出口。 唐 克摄 （人民图片）

中国汽车产销量去年均首超中国汽车产销量去年均首超30003000万万辆辆
汽车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57.9%

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0412041万万 辆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国家航天局 10 日消息，2024 年 1 月 8
日、9 日，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产品分别搭乘安—124
和运—20 飞机，抵达海南美兰国际机场，随后通过公路运输方式运
送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按计划进行发射前各项测试准备
工作。

嫦娥六号任务将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和月
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实施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开展着陆区
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行，嫦娥
六号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实施发射。

本报山东海阳1月11日电（记者张保淑） 1月 11日 13时 30分，由
东方空间技术（山东）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引力一号火箭在山东海阳附
近海域成功首飞，将云遥一号商业气象空间探测星座3颗卫星顺利送入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引力一号成功首飞是中国商业运载火箭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次重大
突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运载火箭型谱，扩充了中国中低轨卫星多样化、
规模化发射能力。

引力一号火箭采用三级半全固体捆绑构型，长度约为30米，起飞重
量405吨，起飞推力600吨。作为首款海上发射的捆绑式火箭，引力一号
成功首飞创造了全球起飞推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世界首型全固体捆绑

（固体芯级+固体助推动力）运载火箭等多项纪录。

嫦 娥 六 号 探 测 器 运 抵 发 射 场
计划上半年发射

嫦 娥 六 号 探 测 器 运 抵 发 射 场
计划上半年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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