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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2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25日在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
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 近 平 将 出 席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时代答卷时代答卷

新华社济南10月 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下午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
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形势，把握好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问题，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确
保“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
成效，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并
讲话。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甘肃省委书记
尹弘、山西省委书记林武、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自然资源
部部长陆昊、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水利部部长李国
英先后发言，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参加座谈会
的其他省区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党
中央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来，我们围绕解决黄河流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开展了大量
工作，搭建黄河保护治理“四梁八柱”，整治生态环境问
题，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完善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进步。同时也要看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再接再厉，
坚定不移做好各项工作。

习近平指出，沿黄河省区要落实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
代化道路。第一，要坚持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保护和发展

关系。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通过打好环境问题整治、深
度节水控水、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明显改善流域生态面
貌。沿黄河开发建设必须守住生态保护这条红线，必须严
守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用强有力的约束提高
发展质量效益。第二，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提高
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高度重视水安全风险，大力推动全
社会节约用水。要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的复杂深刻影
响，从安全角度积极应对，全面提高灾害防控水平，守护
人民生命安全。第三，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
贯穿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把握好全局和局部
关系，增强一盘棋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以全局利益为重。要
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放眼长远认真研究，克服急功近
利、急于求成的思想。第四，要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推动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供需
两端入手，落实好能耗双控措施，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
目上马，抓紧有序调整能源生产结构，淘汰碳排放量大的落
后产能和生产工艺。要着力确保煤炭和电力供应稳定，保障
好经济社会运行。

习近平强调，“十四五”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抓好重大任务贯彻落实，力争尽快
见到新气象。一是加快构建抵御自然灾害防线。要立足防大
汛、抗大灾，针对防汛救灾暴露出的薄弱环节，迅速查漏补
缺，补好灾害预警监测短板，补好防灾基础设施短板。要加
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大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力度，严
格保护城市生态空间、泄洪通道等。二是全方位贯彻“四水
四定”原则。要坚决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走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
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要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
细管好水资源。要创新水权、排污权等交易措施，用好财税杠
杆，发挥价格机制作用，倒逼提升节水效果。三是大力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上游产水区重在维护天然生态系统完整性，
一体化保护高原高寒地区独有生态系统，有序实行休养生息制
度。要抓好上中游水土流失治理和荒漠化防治，推进流域综合
治理。要加强下游河道和滩区环境综合治理，提高河口三角洲
生物多样性。要实施好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四是加快构建
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要提高对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水平，让这些地区一心一意谋保护，适度发展生态特色产
业。农业现代化发展要向节水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发展旱
作农业，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城市群和都市圈要集约高效发
展，不能盲目扩张。五是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要坚
持创新创造，提高产业链创新链协同水平。要推进能源革命，
稳定能源保供。要提高与沿海、沿长江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推
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已经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关键在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步调一
致、抓好落实，要落实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工
作机制，各尽其责、主动作为。要调动市场主体、社会力量积
极性。

习近平强调，进入7月下旬以来，黄河流域部分地方遭
受罕见洪涝灾害，各有关地方要切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特别是要关心和帮助那些因灾陷入困境的群众，保障人
民群众基本生活，保证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要注意克服秋汛

影响，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抓好秋冬种工作。入冬在即，
各地要早作谋划、制定预案，保障群众生活用电、供暖，确
保群众温暖过冬。

韩正在讲话中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水安全和水资源优
化利用，保障生态和生活用水，严控高耗水产能过度扩张。要
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性和完整性出发，加强上游水源涵养
能力建设、中游水土保持、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分区分
类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要扎实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建设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高度重视煤炭清洁利用，建设全
国重要能源基地。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凝聚大保护合力，坚
决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落实到位。

为开好这次座谈会，20日至21日，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
记李干杰、代省长周乃翔陪同下，深入东营市的黄河入海口、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黄河原蓄滞洪区居民迁建社区等，
实地了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

20日下午，习近平来到黄河入海口，凭栏远眺，察看河
道水情，详细询问径流量、输沙量等。随后，习近平走进黄河
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听取黄河流路变迁、水沙变化和黄河三
角洲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情况介绍。他强调，我一直很关心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沿
线就都走到了。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确保黄河安澜，是治国
理政的大事。要强化综合性防洪减灾体系建设，加强水生态空
间管控，提升水旱灾害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黄河沿岸安全。

（下转2版）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
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韩正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10月 22日电 10月 22日，
外交部发布《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

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
起伏不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同时和平与发
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团结
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呼声更加强烈。今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
年。立场文件展现了50年来中国对联合国各
领域工作作出的突出贡献，就维护多边主义、
促进全球发展、团结抗击疫情等重要国际问题
阐述中方立场和主张。

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始终高举多边主义的旗
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上的事由大
家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坚
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坚决反
对搞集团政治、小圈子等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
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全球发展应当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推动构建全
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同世界各国携手前
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中国发布《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
（据新华社电 详见人民政协网）

金黄的稻浪，蔚蓝的湖泊，多彩的城
镇。从高空俯瞰长三角，一片“秋日胜春
朝”的盛景。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
升为国家战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的重大战略。
从基础设施到公共服务，从产业集群到

创新协同。长三角三省一市紧扣总书记强调
的“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既
谋划长远，又干在当下，一体化发展的动力
澎湃激荡，百舸争流的局面加速形成。

从“有界”到“无界”
跨域一体化加速推进

隔山不算远，隔水不为近。2020年 7
月1日，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沪苏通铁路
正式通车运营，与上海一江之隔的江苏省南
通市，到上海的铁路不再需要绕道南京，两
地间出行最短时间压缩到1小时6分钟。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考
察时说：“当年，你们这里和上海隔江相
望，南通不好‘通’，现在跨江大桥建起

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从此‘南通
就好通’了。”

南通好“通”，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生动写照。2014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长三角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
强调，“继续完善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努
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时宣布，支持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协调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互联
互通不再是“接通血管”，而是基于全局战略
的“打通经脉”。

规划一张图——
横跨沪苏浙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
棋和突破口。近日，在编制全国首个跨省域国
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又
率先发布国内首个跨省域规划建设导则。

（下转3版）

御 风 而 行 向 未 来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谱写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姜微 何欣荣 胡洁菲

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座谈会前，习近平20日下午在东营市黄
河入海口考察。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本报讯（记者 朱婷）财政部2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4020亿元，同比增长16.3%。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6526亿
元，同比增长17.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7494亿
元，同比增长15.6%。全国税收收入140702亿元，同比增长
18.4%；非税收入23318亿元，同比增长5.4%。

从主要税收收入来看，前三季度，国内增值税50103亿
元，同比增长 17.4%；国内消费税 12212 亿元，同比增长
12.3%；企业所得税35645亿元，同比增长18.8%；个人所得税
10413亿元，同比增长21.6%。

支出方面，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9293亿
元，同比增长 2.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24139亿元，同比下降1.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5154
亿元，同比增长3%。

此外，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1018 亿元，同比增长 10.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71373亿元，同比下降8.8%。

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