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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务 院 新 闻 办 27 日 举 行“权 威 部 门 话 开
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
秋围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碧水保卫战：坚持“三水统筹”

黄润秋介绍，我国碧水保卫战取得显著成
效。去年全国地表水Ⅰ至Ⅲ类断面比例达到
87.9％，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饮用水安全保障
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他表示，要坚持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
水生态修复“三水统筹”，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
卫战。在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的同时，重点突
出水生态保护和修复。

在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方面，要以入河排
污口整治为抓手，切实解决河流沿岸污水违规
溢流直排等突出问题，有效管控入河污染物排
放。同时，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水污
染整治，全面启动沿黄省（区）工业园区水污染
整治专项行动。

在水生态保护修复方面，以长江流域为重
点，推进水生态考核试点，引导地方切实履行水
生态保护和修复责任，着力提升长江流域水生
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在推进落实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方面，制定实施规划重点任务措施清单，强化流
域统一监管，完善突出问题发现和推动解决工
作机制；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深入打
好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

新污染物治理：加强科技支撑，
有效防范环境与健康风险

“用于生产学生书包、塑胶跑道、儿童玩具
等的短链氯化石蜡，将在今年年底淘汰。”黄润
秋说，今年还将淘汰国际上关注的全氟化合物
中的两大类，并对全氟辛酸类实施用途限制，禁
止用于防水防油的服装、烘焙纸、胃镜管等。

黄润秋介绍，新污染物通常是指具有环境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毒性的化学物质。
这类物质环境与健康风险比较隐蔽，即使以低
剂量进入环境，也可能对人的身体健康、环境健
康、环境安全带来风险和隐患。

国务院办公厅去年 5 月印发《新污染物治
理行动方案》，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推
动落实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一是摸清家底，筛选了 4000 余种具有高危
害、高环境检出率的化学物质，开展生产使用情
况摸底调查，逐步掌握分布情况。二是评估环
境风险，将国际上已经禁止和限制使用，且在我
国仍有生产使用的化学物质优先纳入评估计
划，对其开展全生命周期的环境风险评估。三
是印发《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
对 14 种具有突出环境风险的新污染物，实施禁
止、限制、限排等管控措施。

黄润秋表示，新污染物治理工作仍处于起步
阶段。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同时，遵循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
理理念，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

核安全监管：核与辐射安全状
况总体良好

核安全是核事业的生命线，是国家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黄润秋介绍，我国大陆地区现
有运行和在建核电机组 77 台，居世界第二位。
多年来，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去
年，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对全球 387 台运行机
组进行了综合指数排名，74 台满分机组中，我
国大陆地区占 37台。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的核安全之路。”他介绍，我国构建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体系，形成了一套既接
轨国际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规标准体系。同时，我国开展了严格有效的核安全
监管。此外，我国建成了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重点核设施监督性监测、应急
监测“三张网”，夯实了核安全基础保障能力。

他表示，下一步将严格落实核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核安全监管能力，严格开
展核安全监管。

新一轮督察：继续发挥好督察利剑作用

目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完成两轮督察全覆盖，对 20 个省（区）开展
了督察“回头看”，对两个国务院部门、6家央企开展了督察。

黄润秋介绍，截至 2023 年 6 月，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明确的 3294 项整改
任务，总体完成率超过 97％；第二轮督察明确的 2164 项整改任务已经完成超过
64％。一些重大突出问题整改取得明显成效。

两轮督察共移交责任追究问题 667 个，被督察对象共追责问责 9699 人，其中
厅级干部 1335 人，处级干部 4195 人，切实发挥了督察的警示作用。

黄润秋表示，今年是第三轮督察开局之年，要紧盯重点任务，谋划开展好新
一轮督察，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利剑作用。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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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晚，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开幕式在成都东安湖
体 育 公 园 主 体 育 场 举
行。

左图：7 月 28 日 拍
摄的开幕式焰火。

新华社记者
黄 伟 摄

左下图：7 月 28 日，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在开幕式上入场。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右下图：7 月 28 日，
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记 者
郁琼源）农业农村部 28 日发布消息称，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
部门部署开展“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
引导在村农民和在外老乡共建、共治、共
享美好家园，促进人才、资金、技术下乡，
汇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力量。

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我的家乡
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明确，要着力搭
建建乡平台，畅通回引渠道，强化政策引
导，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共同规划家乡、
建设家乡、服务家乡的浓厚氛围。要坚
持党建引领、社会协同，以村为单元、情
为纽带，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打通回乡
堵点，引导好、服务好、保护好人才、资
金、技术下乡的积极性，充分激发农民参
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有效畅通社会力

量投身家乡建设的渠道。
方案提出，要组织农民积极参

与村庄规划、建设、管护等乡村建设
重要事项，鼓励在外就读大学生发
挥所长参与家乡事业发展和志愿服
务，动员热衷家乡建设事业的专业
人才、经济能手、文化名人、社会名
流等能人回乡参与建设，吸引返乡
农民工参与家乡公益性项目建设、
管护和运营，引导企业家回乡投资
兴业、举办社会事业。

方案要求，各地要把开展“我的
家乡我建设”活动作为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的重要抓手，健全县级统一
组织、乡级深化落实、村级具体实施
的责任体系，以村庄规划凝聚共识、
集聚力量。

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

部署开展“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青春的盛会、团
结的盛会、友谊的盛会。我们要携手
世界青年，以青春的活力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把成都大运会办成一届具
有中国特色、时代气息、青春风采的国
际体育盛会，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
朋友因成都大运会相聚相知，增进理
解 ，为 促 进 人 类 进 步 事 业 提 供 新 动
力。我们要弘扬大运会宗旨，以团结
的姿态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国际社会
汇聚正能量，合作开创美好未来。我

们要深化交流互鉴，以包容的胸怀构
建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园，用欣赏、互
学、互鉴的态度对待多种文化，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谱写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成都是历史文化名
城，也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
之一。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
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蔡奇、丁薛祥、王毅、李干杰、王小
洪、谌贻琴等出席活动。

欢迎宴会开始前，贵宾们欣赏了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上接第一版）
场地中央，“太阳神鸟”图案的圣

火盘缓缓升起。航天员叶光富等 31
名火炬手高擎火炬，进入场地。在万
众瞩目下，火炬手奔跑至圣火盘前，围
成一圈，用手中的火炬点燃“太阳神
鸟”，瞬间，光芒万丈。大运圣火熊熊
燃烧，传递出全世界大学生如阳光般
灿烂的美好祝愿。

“ 把 世 界 照 亮 ， 听 见 生 命 的 歌
唱 ”“ 把 未 来 照 亮 ， 眺 望 美 丽 的 远
方”……青年大学生们在圣火下欢

聚，共同演唱开幕式主题曲 《成就
梦 想》， 整 座 体 育 场 化 为 欢 乐 的 海
洋。

出席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有：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和夫人伊莉亚娜、毛
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布隆迪总统
恩达伊施米耶、圭亚那总统阿里、格鲁
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

王毅、李干杰、王小洪、谌贻琴出
席开幕式。

国际大体联主要执委也出席了开
幕式。

“这将是一场盛会，我们希望赢得奖
牌，拥抱熊猫，度过美好时光。成都，我
们来了！”与从五洲四海来到中国参加成
都大运会的其他人一样，尼日利亚大学
生体育协会秘书长奇迪贝雷·埃泽尼满
心期待。

伴随“大运热”的，是熊猫顶流——
“熊猫高铁”、熊猫冰棍、熊猫咖啡、熊猫
玩偶……蓉城处处是“熊猫”，它们用和
蔼可亲、憨态可掬的形象广迎宾客，传递
出中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真
挚情感，与世界“熊猫热”同声相应。

情通世界

“一路顺利，‘圆梦’！”“25 岁生日快
乐，‘美香’！”“希望‘爱宝’分娩后能尽快
恢复，希望‘乐宝’和‘福宝’也能健健康
康。”最近一段时间，旅居海外的国宝大
熊猫们喜事不断。

“爱宝”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雌性
双胞胎幼崽，旅韩大熊猫家族得到壮
大；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
园，“美香”吃上了营养部门精心设计
和制作的生日蛋糕，由冷冻稀释苹果汁
制成的数字“25”十分醒目；法国总统
马克龙夫人布丽吉特和法国民众专程为

“圆梦”回中国送行；旅日大熊猫“枫
浜”再次被日本和歌山县警方任命为

“交通安全和歌山梦大使”；卡塔尔世界
杯前夕旅居多哈的“四海”也刚刚庆祝
了四岁生日……

熊猫之热，感染世界。作为友好交
往的使者，中国国宝大熊猫在世界收获
了爱与认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增进中
外人民之间的理解，见证着中外友谊的
成长，成为中国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的一

条重要纽带。
“圆梦”是中法两国一道命名的。布

丽吉特 25 日送别它时说，“圆梦”的取名
寄寓着“对我们两国间绝不可磨灭的友
谊的期许”。

韩国大熊猫饲养员姜哲远、宋永宽
多年来一直悉心照料旅韩大熊猫，在中
国也拥有不少粉丝。他们说，刚诞生的
双胞胎为两国的大熊猫粉丝们带来更多
快乐，也希望可爱的大熊猫一家让韩中
两国民众心更近、情更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关系归
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经久不衰的

“熊猫热”，激发了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极
大兴趣和好感，给国与国的关系添加了
更多人情味。如今，越来越多的大熊猫
走出国门、安家海外，把中国人民的友好
情谊带到世界各地，激荡起超越国界的
情感共鸣。

包容并蓄

成都是“大熊猫之城”，此次成都大
运会吉祥物“蓉宝”的原型就是大熊猫，
名字取自成都的简称“蓉”。大运会火炬

“蓉火”、奖牌“蓉光”也都采用了“蓉”字，
除了代表成都，也寓意“融合”“包容”。

曾有调查显示，如果让世界各国的
人来选一个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多数
国外民众的第一选择是“大熊猫”。作为
代表中国的一个超级 IP，大熊猫性格温
顺平和，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的气质，成为世界读懂中国
的一张文化名片。

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物种。相传早在
唐代，中国就曾将大熊猫作为国礼赠予
他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曾向

多个国家赠送大熊猫。1957 年，中国
送出了第一只大熊猫“平平”到苏联；
1972 年 4 月 16 日，大熊猫“玲玲”和

“兴兴”先于中国外交官抵达美国首都
华盛顿；1972 年 10 月 28 日，中方为纪
念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向日方赠送
的大熊猫“康康”和“兰兰”抵达东京
上野动物园……佳话不胜枚举。这些友
谊使者以它们的超高人气，吸引着所在
国家的人民努力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

此外，大熊猫的形象也频频被用于
中国举办国际盛会的吉祥物，它们笑意
盈盈地向全世界人民张开怀抱。进博会
的“进宝”手持四叶草，表达了中国同世
界进一步分享发展机遇和红利的愿望；
北京亚运会的“盼盼”、北京奥运会的福
娃“晶晶”、北京冬奥会的“冰墩墩”、成都
大运会的“蓉宝”，都展示了笑迎八方宾
客的热情。

大熊猫，带着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胸
襟，承载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展现出中国希望与世界深度交融、共
创未来的美好心愿。

和谐共生

大熊猫的黑白毛色，犹如中国太极
图中的黑白两色，蕴含着中国阴阳平衡
的生态哲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等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智慧。

大熊猫繁殖堪称世界性难题。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于保护国宝和物种
繁衍的长远考虑，中国政府不再向外国
赠送大熊猫，逐渐转为租借大熊猫，并
进行合作研究。作为全球最大的大熊猫
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已与 15 个国家的 17 家动物
园开展了大熊猫科研合作，与世界
共同探索大熊猫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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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大熊猫保护起到积极促进作
用。2016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
布大熊猫由“濒危”级物种转为“易
危”级。

如今，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建
设等不断推进，受保护的大熊猫栖
息地面积大幅增长。大熊猫国家公
园打通了 13 个大熊猫区域的种群
生态廊道，保护了 70％以上的野生
大熊猫。据权威统计，目前我国共
有 大 熊 猫 约 2600 只 ，其 中 野 外 约
1900 只，圈养近 700 只。这成为中
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物种保护不
断升级的生动写照。

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诺·艾
德说，每一轮“熊猫热”的背后，都离
不开中国绿色发展之下大熊猫种群
的不断壮大，“非常感谢中国政府为
保护大熊猫所做的一切”。

“大运热”连着“熊猫热”，展现
出中国拥抱世界、热爱自然的情怀，
讲述着中国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动
人故事。（参与记者：乔本孝、周思
雨、杨畅、姜俏梅、陈毓珊、高静、孙
鑫晶、孙丁、胡友松）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世界“熊猫热” 中国“天下情”
新华社记者 柳 丝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 （记 者
王优玲 潘 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
长倪虹在近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说，
要继续巩固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态势，
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
步落实好降低购买首套住房首付比例和
贷款利率、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减免、
个人住房贷款“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
措施；继续做好保交楼工作，加快项目
建设交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稳住建筑业
和房地产业两根支柱，对推动经济回升
向好具有重要作用。要以工业化、数字
化、绿色化为方向，大力推动建筑业持
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建筑业“促投
资、稳增长、保就业”的积极作用。

在座谈会上，8 家来自建筑施工、
建设科技、房地产等领域的国有、民营
企业负责人作了重点发言，结合企业生
产经营实际，分析了当前行业发展的现
状和趋势，表达了对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的真切感受，就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提出
了政策建议。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要坚持系
统思维、协同发力，通过科技创新和
制度创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要
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
技赋能，提高住房品质，为人民群众
建造“好房子”。希望建筑企业和房地
产企业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城
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

住房城乡建设部

要继续巩固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