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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的意见》。

《意见》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环节，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
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是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
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
发展机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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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明确：到2030年，重点领域
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减污降碳协同能

力显著增强，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
提升，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
更加完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绿色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广泛形成，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取得显著进展，主要资源利用效率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碳排放达峰后稳中
有降，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央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成功号“飞的”全省首飞

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 我国
将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推
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
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服务于城
乡融合发展。

自然资源部生态修复司司长王磊
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为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
决策部署，自然资源部将进一步推动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
换、双向流动，优化农村地区国土空间
布局，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和城乡融合发展。

据介绍，土地整治一直是“千万

工程”迭代升级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能够系统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
里去、地从哪里出”的问题。最近五
年来，自然资源部开展了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
1304 个试点累计投入资金 4488 亿
元，完成综合整治规模 378 万亩、实
现新增耕地 47万亩、减少建设用地
12万亩，形成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
的宝贵经验。通过“保护农耕肌理，
留住乡韵乡愁；释放发展空间，助力
乡村振兴；修复生态基底，提升人居
环境；深化制度改革，共享土地红
利”，土地整治成为优化乡村空间布
局、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平台。

王磊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的有力抓手，是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关改革部署的
重要举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
关注度高。要按《自然资源部关于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

“全方位”权益保障机制，坚持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尊重集体土地所
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现
状。要站稳人民立场，尊重群众意愿，
维护群众权益，接受群众监督，运用好
村民议事决策机制，坚决防范少数人说
了算、多数人“被代表”。不得违背村民
意愿合村并居、整村搬迁，严禁违背群
众意愿搞大拆大建、强制或变相强制农
民退出宅基地，不得强迫农民“上楼”。

我国将以土地整治助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