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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大 潮 激 荡 彩 云 南
南耀平

改革，时间轴线上最耀眼的刻度，历史
叙事中最激越的篇章。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
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
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伟大飞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
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
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
面；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拉
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帷幕，一系列系
统性、整体性的重构措施，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蓄力赋能。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全面深化改
革，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开创
了以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局面，推
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

2015年1月、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亲临云南考察，作出“一个跨越”“三
个定位”“五个着力”“四个突出特点”“四个
方面重要工作”等重要要求，为云南改革发
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宏伟蓝图。云南
4700万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
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摆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聚焦改革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
发展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各族人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省级层面共推出贯彻落实中央改革方案的
实施方案、配套方案以及自主创新改革方
案3000余个，推动党中央提出的在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目标
在云岭大地顺利实现，为推进云南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
2022年，北京展览馆，“奋进新时代”主

题成就展云南单元，一幅独龙族文面老人
与国旗深情相拥的照片令国内外观众印象
深刻。照片背后，是一个人口较少民族从
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一步跨千年”的宏大叙事。
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1563万，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创新做
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至关重要。一直以
来，云南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殷
殷嘱托，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云南各项工作的主
线，深入实施“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
工程，全力推进374个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
设，创新打造实施“枝繁干壮”“幸福花开”

“石榴红”“润土培根”工程，扎实推动云岭各
族儿女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时代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硕果累累。

时光之针拨到2020年3月，一群由15
头亚洲象组成的“短鼻家族”走出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北上南归之旅，历
时124天，行程1400多公里。“短鼻家族”红
遍大江南北，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顶流”。

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世界
花园”的云南，国土面积约占全国4.1%，拥
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云南始终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的嘱托，奋力绘就七彩云南生态画卷。

从加快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起笔，
云南全面完成了州（市）、县（市、区）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有序推进全省规划“一张
图”系统建设；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
范，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加快创建亚洲象、香格里
拉、高黎贡山、哀牢山国家公园；针对九大
高原湖泊的保护与治理，加快修订九大高
原湖泊保护条例，推行河（湖）长制，严格

“两线”“三区”管控；出台“双碳”实施意见
和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低碳（零碳）园区
建设，有序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2022
年，云南启动实施城乡绿化美化三年行动，
绿美云南的高颜值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高
价值……

七彩云南之美，美在多姿多彩的民族
风情，美在天赋异禀的自然生态，美在开放
创新的融合互鉴、美美与共。

今年5月8日，《昆明市重点“飞地园区”
跨区域协作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将昆明
托管的边境口岸磨憨所在地中国老挝磨憨
—磨丁经济合作区、沪滇协作的重要产业园
区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作为重点“飞地园
区”，加快构建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跨区域
协作机制……这是继2022年5月，昆明托管
600多公里外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磨憨镇
共建国际口岸城市、成为全国唯一拥有边境
口岸的省会城市之后，我省以改革创新思路
统筹联动发展的又一创新举措。

云南经济要发展，优势在区位，出路在
开放。在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面前，全省
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成为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意见，更加注重改革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立足区位优势，
推动制度型开放，全力谋创新、促跨越。

“铁路一通，昆明到万象从此山不再
高、路不再长。”2021年12月3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中老铁路通车仪式上指出，“双方
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把铁路维护好、运营
好，把沿线开发好、建设好，打造黄金线路，
造福两国民众。”

为持续放大“黄金线路”效应，云南进
一步完善中老铁路沿线开发机制；进一步
深化云南自贸试验区改革实践，159项国家
和省级改革试点任务实施率为100%，共形
成393项制度创新成果，80项属全国首创；
推动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落
地，不断从省会推广至各州、市；优化边民互
市监管流程，推动“互联网+边民互市”模式
在中老、中越、中缅重点口岸全覆盖，助力边
民互市进口商品落地加工。

如今的云南，不仅持续抓住中老铁路
带来的发展机遇，让“早上昆明吃米线，傍晚
万象喝咖啡”成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更在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共建“一带
一路”中，绘就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图景。

（二）
品质云花，全球出彩。

“云花”是云南的一张名片，更是带动
百万群众致富发展的“美丽产业”。

在云南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
高峰期每天交易量1100多万枝，40多个品
类、3000多个品种的鲜切花，市场遍及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云南传统优势产
业，云花瓣瓣飘香，也在向“芯”发力。近年
来，云南自主培育的玫瑰、菊花、绣球新品种
受到市场青睐，部分已在欧盟注册并推广，

花卉新品种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历史
性突破。

创新花开出发展果，是云花产业转型
升级的真实写照，也是云南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不只是云花，
近年来，云茶、云咖、云菜、云果等一批“云字
号”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正在经历一场
场深刻变革，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单一走向
多元，从国内走向国际，展现出令人瞩目的
发展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
产业层次偏低，大多数产业链条短，产品处
于价值链中低端，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
发展的路子，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
要位置，加大产业优化升级力度，决不能再
回到老套路、老做法、老模式上去。”

致力改革，向“新”破局。
2022年11月，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通

过《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
力开创新时代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局面的决定》，制定3年上台阶、8年大发展、
15年大跨越的“3815”战略发展目标，致力
于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进云南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

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省委、省政
府在深刻分析云南比较优势和增长潜力基
础上，提出以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

“三大经济”为重要抓手，以改革为“关键一
招”，加快以资源换产业、以园区聚产业、以
口岸推动产业融入大循环双循环。

坚持资源管理“一盘棋”，云南聚焦能
源、矿产、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生
物等优势资源，出台系列三年行动，加强资
源高效开发和集约利用，推动优势资源向
优势产业、优势区域集中。

坚持把园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云南持续优化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实施
开发区振兴三年行动，推动重点产业向园
区集聚，带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融合发
展，全面提升开发区能级和水平。

努力将“经济通道”转变为“通道经
济”，云南将口岸建设作为支撑更高水平开
放、牵引经济转型发展的流量入口，一系列
工作如火如荼展开——

完善沿边产业园区体制机制，构建“2+
3+N”沿边产业园区发展格局，大力承接产
业转移；口岸建设三年行动加快推进，智慧
口岸建设走在全国“第一方阵”；“口岸+通
道+城镇+产业+物流”协同发展蓝图出炉并
提速实施，磨憨、瑞丽、河口国际口岸城市配
套服务能力进一步改善，产业承载能力进
一步提升。

以口岸为纽带、以园区为载体、以产业
为支撑，一批沿边开发开放新模式在创新
探索中逐渐成形。

2023年，云南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
绩单：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跃升至30021亿
元，实现了4.4%的增长，历史性地跨越了3
万亿元的里程碑，“3815”战略发展目标中的

“三年上台阶”稳健启航，步履坚实。
（三）

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
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

“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
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
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
定改革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一个都不能少”

的全面小康，到“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共同富
裕；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全面深
化改革，到“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亮剑”的反腐败斗争，云南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项项改革成果，见证
了初心，温暖了人心，凝聚了民心。

2022年底，忧心自己在何处打工的马
连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楚雄彝族自
治州永仁县查利么村。得益于永仁县政
府设立的“幸福里”现代农业产业工人服
务站，马连丽不仅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还获得了可观的工资收入，得以安心地在
家乡扎根。

听民声、解民忧，找到百姓诉求与产业
发展的结合点，云南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改
革，完善联农带农常态长效机制，推进“利益
联结10种模式”转化运用，探索出孟连牛油
果“334”利益分配机制、蒙自蓝莓“622”利益
分配模式、沾益区“332”模式、会泽“三个组
织起来”、宾川“企业联产业带农民”等一批
联农带农典型经验，让企业、农民以及合作
社、村集体都有合理收益，从根本上促进产
业增效、主体壮大、农民增收。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通过人民网致信网友。
信中说：“一年来，很多人问我‘有一种叫云
南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除
了文旅的‘热度’，更应该有生活的‘温度’，
特别是解决好‘一老一小’等民生问题才能
让老百姓的生活‘热辣滚烫’。”

“一老一小”，牵动万千家庭，关乎幸福
指数。近年来，全省各地按照省委工作部
署，健全相关政策，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
为“一老一小”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明
确提升养老服务保障能力，提升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和留守老人关爱服务质量。

为了以更细“颗粒度”办好民生实事，
省委、省政府部署实施教育事业、卫生健康
事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办好群众
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义务教育“双减”

“双升”改革落地见效，打造“家门口的医保
服务圈”，开展两轮留守儿童走访关爱行动
和信息精准化排查工作，创建“守望云心”心
理服务平台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推
进“文化润滇”行动探索打造阅读场景、文化
艺术、景区体验、文化消费和乡村文化生活
等5种文化新空间400余个……一系列体
制机制的完善和施行，让改革味道更浓、民
生成色更足，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
美好、更加具体。

“我们认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不仅要让
来云南的人们体验‘有风的地方’，也要让在
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样样好’。”王宁表示，云
南将不遗余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等群
众关心期盼的事，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成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

（四）
改革之痛，在于刀刃向内；改革之艰，

在于自我革新。
2023年8月，普洱市思茅区将整治“躺

平式”干部作为贯彻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的重
要内容，动真碰硬分类处置88名“躺平式”干
部，在普洱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这是云南省以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推动党的
自我革命走深走实的一个典型例证。

经过整治，思茅区干部精气神得到充

分激发，一批长期搁置的重点项目取得重
大进展，成功引进一批企业落地发展。

“没有好的作风，就跑不好新时代的接
力赛，跑不出发展的加速度，就闯不出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子。”2022年2月，在云南省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读书班上，省委
向全省发出了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的动员令。

2022年2月16日，省委、省政府发布
《云南省推进作风革命加强机关效能建设
的若干规定》，提出要坚持以自我革命的精
神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

把政治建设作为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的
“先手棋”，省委修订了《关于坚定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
若干具体规定》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实施办法》，印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工作机制》，全省上下
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作为头等大事，对贯彻落实总书记两次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重点任务进行全面
梳理，细化为171项重点任务，项目化清单
化具体化推动落实。

充分激发“一把手”当“施工队长”的带
头示范作用，制定出台了《作风革命效能革命
考核办法》，把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纳入评议考
核重要内容，落实情况纳入作风革命效能革
命考评指标，推动“一把手”抓重大项目、抓招
商引资，到基层一线研究问题、推动发展。

通过效能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等举措，建成全国首家省级建设、
全省统一应用的区块链物电同源电子印章
平台，建成从省到村五级政务服务大厅1.6
万多个，在全国率先公布政务服务事项标
准化管理“六张清单”，实现“高效办成一件
事”116个事项集成办理，全国204个事项

“跨省通办”。目前，全省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可办率达98%、全程网办率达82%。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持续增强边疆民
族地区治理能力。建立健全“党政军警民”
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扎实开展普法强
基补短板专项行动，着力打造新时代“枫桥
经验”云南实践样板，完善平安云南建设机
制，在全国率先实施知识产权跨行政区划

“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全面放开全省城镇
地区户口迁移政策，建立防汛“1262”精细化
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

从作风顽疾切入，从效能提升破题，云
南坚持用改革精神管党治党、坚持用改革
精神提升治理能力，一个个横在老百姓心
中的阻隔被化解，一道道事关改革发展的
隘口被攻克，一项项创新改革的成果被共
享……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
云岭大地汇聚起助力改革发展的奔腾活
水，展现出万物生发的蓬勃气象。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奋进新时代，迈步新征程，我们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
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
念，坚定不移地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按照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总体部署，以“闯”的精
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一项一项狠抓
落实，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奋力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云南实践。

（转载自2024年7月16日《云南日报》）

上接第1版《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从下大气力治理水环境污染，到多措
并举推动农村环境整治；从土壤环境风险
得到有效管控，到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
续科学开展……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
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同步提升。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问题。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
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走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江苏苏州，位于太湖之滨的“千年绸
都”盛泽小镇，越来越多面料有了绿色“基
因”。一家印染企业用数码打印替代传统
染缸，用水环节全部省略，大大提高了清洁
生产水平。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催生
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纺织产业迈上“绿色
路”、织就“新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流域经济总量翻
番、城镇化率提高10%、人口增加380万的情
况下，太湖水质仍得到明显改善，“水边芦苇
青”“湖是碧玉杯”的美景正在逐渐恢复。

实践深刻表明，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绿色科技
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构建绿色
低碳循环经济体系，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
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才能厚植
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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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判断，为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新坐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高质量发展，一定能把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做好，为子孙后代留下
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这是一份写在山川大地的答卷，也是
一份写在人民心里的答卷。

（二）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
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制度建设
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如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
方针？通过改革创新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
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是重要方法。

改革发力，以“制”促“治”，守护绿水青
山的力量更强。

让青山有“价”、绿水含“金”，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
策措施，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及相
关领域改革。

2015年4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印发，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全
面部署；同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印发，明确提出“开展跨地区生态补
偿试点”。

2016年4月，《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的意见》印发，提出了我国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建设的目标任务。

2021年9月，《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改革的意见》印发，对进一步推进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改革作出部署。

实践深刻证明：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
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要一个一个克
服，矛盾要一个一个解决，既敢于出招又善
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

从“一江清水出新安”的浙皖实践，到
一河“赤水”、两岸青山、三省共护的云贵川
探索，再到变“分段治水”为“全域治水”的
京津冀协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实践
中释放出强大“乘数效应”，有效调动起各
方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锣
密鼓——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创造性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全面

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
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我
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真正实现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创新赋能，点“绿”成“金”，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更宽。
甘肃张掖，大力保护祁连山生态，发展

生态游、种植养殖多样化经营，完成35.1万
亩林业碳汇和400万亩草原碳汇交易，实现
净收益7450万元。

山东日照，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
模式，将日照水库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关
联产业“融合”开发——生态环境改善有力
提升生态渔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的开
发品质和价值，生态产业建设又“反哺”水
库周边群众、带动增收。

四川泸州，推出“绿芽积分”小程序，建
立个人碳账户，把个人的低碳减排行为量
化，变成人人看得见的“碳钱包”、碳资产。
北京“绿色生活季”、黑龙江哈尔滨“碳惠冰
城”、广东深圳“低碳星球”等小程序，开发
了一系列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成为撬动
居民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支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倡导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
绿色低碳消费，鼓励绿色出行，开展绿色低
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生态环保意识。”用好包括碳账户在内的创
新机制和实践，奏响的是全社会节能降碳
的“交响曲”。

从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
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总盘子，到加速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
N”政策体系；从加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
色债券等产品创新，到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
电价制度……今天的神州大地，一系列创新
举措汇聚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
者胜。

（三）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
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
上升为法律制度，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的一条宝贵经验。

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实行最严密的法
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今年6月1日起，《生态保护补偿条例》
施行。这是我国首部生态保护补偿领域的
法律法规，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开启
法治化新篇章。

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景，藏羚羊种群
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不足2万只恢复
增长到7万多只……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施行，成为高原上生灵草木、山川河流的

“守护神”。
九曲黄河，尽显奔腾壮阔，黄河保护法

直指“九龙治水”病灶，强化流域一盘棋意
识，助力唱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以法治之力护佑生态之美，新时代以
来，我们持续强化生态环保领域立法。从
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到实施“史上最严
环保法”，再到制定修订20多部生态环境相
关法律……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
规1000余件，初步形成了覆盖全面、务实管
用、严格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个鲜
明特点和突出优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
依规治党相衔接，一体建设国家法治体系
和党内法规体系。

长江岸线保护、洞庭湖非法矮围整治、
祁连山生态修复、秦岭违建别墅整治……
自2015年建立实行以来，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敢于动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
题不放松”，有力推动各级党政领导坚持党
政同责，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解
决了一大批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制
度创新，取得了“中央肯定、百姓点赞、各方
支持、解决问题”的显著成效，“成为推动地

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2019年6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规定》印发实施，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第一部党内法规的形式规范督察工作。
2022年1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工作办法》印发实施。督察工作保障更加
有力。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从“增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被写入党章，
到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

“一岗双责”等制度，再到开展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行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终身追究制……面对“硬约束”，领导
干部对“国之大者”始终做到心中有数，以
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真正对党、对
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
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之所以成为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的显著标志，关键就在于坚持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
用党纪国法管权治吏、护蓝增绿，让制度成
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保证了
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落地生
根见效。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
生态环境法规制度，坚持运用好、巩固拓
展好强力督察、严格执法、严肃问责等做
法和经验。”以良法保障善治，以严格执
行彰显法律权威，打好法治、市场、科技、
政策“组合拳”，汇聚的是守护绿水青山
的磅礴力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新征程
上，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
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一
定能让中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
长流。
（转载自2024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遗失声明

张 俊 不 慎 遗 失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 证 号 ：

532101198502220032。特登报

声明。

遗失声明

刘 洁 不 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532101198503250647；住址：云

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政通路 16

号附37号；遗失时间：2024年7

月15日。特登报声明。

遗失声明

大关县康盛药店不慎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滇 DA6240012。特登报

声明。

遗失声明

产权人李兴华将昭通市昭

阳区寿福巷 61 号附 3 号房屋

租赁给崔大雕使用，现经双方

协商一致同意解除之前签订

的租房合同。特登报声明 。

登报作废

昭通聚丰农产品商贸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在富滇银行昭通

乌蒙古镇支行办理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7340000886102；

账号：660011010000395485；公

章 1枚，字样：昭通聚丰农产品

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1

枚，字样：昭通聚丰农产品商

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私

章 1 枚，字样：李隆兵印。特

登报作废。

昭通石油分公司未参加

职业健康体检人员告知书
黄姜云等 5 名离职人员，

请于 2024 年 7 月 30 日前到当

地具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进

行职业健康体检，体检费用由

原所在单位承担，如因本人放

弃本次体检，由此产生的责任

和后果由本人承担，与我单位

无关。体检人员名单如下：

黄姜云，女，身份证号为

530627XXXX06082122，合 同

签订公司：镇雄安屿企业管

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李静，

女 ， 身 份 证 号 为

532101XXXX03110043，合 同

签订公司：昭通市昭阳区利源

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王庆

林 ，男 ，身 份 证 号 为

532128XXXX11270514，合 同

签订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云南昭通石油分公

司；成号忠，男，身份证号为

532128XXXX11270514，合 同

签订公司：镇雄安屿企业管

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李洪，

女 ， 身 份 证 号 为

532101XXXX08081224，合 同

签订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云 南 昭 通 石 油

分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

司云南昭通石油分公司

2024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