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12日星期五 责编/黄运敬 美编/孙春艳 国内新闻10新闻热线

扫码看全文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胡
喆、宋晨）刷新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

箭、我国运力最大民营商业运载火箭纪

录……11日午间，我国山东海阳附近海

域传来好消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成功

首飞，将云遥一号18-20星共3颗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圆满完成中国航天新年

“海上首秀”。

让星辰和大海再度“牵手”，引力一

号可谓“出手不凡”。

它的高度约为30米，足有十层的楼

房那么高。

它的起飞质量达到405吨，起飞推

力为600吨，比世界上现役推力最大的

固体火箭欧空局“织女星-C”的起飞质量

和推力还高出百余吨，可一次发射30颗

百公斤级的小卫星。

古有“万户飞天”的求索，今有太空

逐梦的拼搏。半个多世纪前，一曲《东方

红》响彻寰宇。现如今，航天不断实现新

突破，中国红闪耀太空。

一头连着太空梦想，一头连着国计

民生。通信、导航、遥感……商业航天服

务领域日益广泛。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

动性的高新技术领域之一，商业航天具

有高技术、高风险、高效益和长周期的特

点，仍有等待攀登的“科技高峰”，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等待开拓。

近年来，中国商业航天不断发力，特

别是作为进入太空的“天梯”，民营商业

运载火箭研制步入“快车道”。

朱雀二号成为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

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力箭一号运载火箭

“一箭26星”成功发射、谷神星一号运载

火箭首次成功实施晨昏轨道发射任务、

双曲线二号验证火箭完成垂直起降飞行

试验……

捷报频传，中国商业航天加速成长。

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打造商业航天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

引力一号的海上首飞只是一个开端。

专家介绍，此次首飞成功，对进一步

扩充我国中低轨卫星多样化、规模化发

射能力，拓展我国运载火箭型谱、推动空

间科学发展意义重大，标志着固体动力

在宇航和商业航天运载领域的应用拓展

取得了新的突破。

乘着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的“东风”，

中国商业航天必将奔赴更加绚丽的星辰。

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
引力一号发射成功

海上新年度
首发开门红

1月11日，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引力一号运载火箭成功首飞。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1月11日发布。

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提出了哪些重

点任务？记者就此采访了生态环境部有

关负责人。

问：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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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压力

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国

情没有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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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仍

居高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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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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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提出到2027年和到2035年美

丽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重大任务和重

大改革举措，这对于统筹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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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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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复兴的生态根基具有重大意义。

问：意见提出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是什么？

答：在主要目标方面，锚定三个时间

节点目标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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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意见围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

发展、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续深

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持续深入打好净土

保卫战等领域内容，本着可行可达的原

则，分别提出了到2027年和2035年的目

标要求。

问：意见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

答：意见提出了以下方面的重点任

务。

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完善全域覆盖

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有计划分步

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开展减污降碳协同

创新试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二是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以细颗粒物

控制为主线，大力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

排。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统筹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持续推进重

点海域综合治理，建设美丽河湖、美丽海

湾。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深入打

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强化固体

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

三是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

续性。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监管制度建设。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行草原森林河

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大工程。

四是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

健全国家生态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

政策体系、应对管理体系。确保核与辐

射安全，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大力提升适

应气候变化能力，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和风险。

五是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推进以绿色低

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

高效为导向的美丽城市建设。统筹推动

乡村生态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

设美丽乡村。

六是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持续开展“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

七是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强化激励政策，加强财税、金融、价格等

支持。加强科技支撑，实施生态环境科

技创新重大行动。加快实施减污降碳协

同、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

问：意见提出了哪些激励性政策举

措？

答：意见从不同角度提出一揽子激

励性政策举措，调动各方面共建共享美

丽中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改革创新方面。推行重点行业企业

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加快构

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完善以农业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经济激励政策，支持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和整县推进畜禽粪污收集

处理利用。

市场机制方面。把碳排放权、用能

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纳入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总盘子。综合考虑企业能耗、环

保绩效水平，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

制度。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公众参与方面。探索建立“碳普惠”

等公众参与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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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支撑方面。创新生态环境科技

体制机制，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

新体系。建设生态环境领域大科学装置

和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科学观测

研究站等创新平台。

问：如何抓好意见的组织实施？

答：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和加

强党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领导，完善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制规定，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

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

二是压实工作责任。制定分领域行

动方案，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快形成美

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和推进落实机制，

推动任务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加强

统筹协调、调度评估和监督管理。

三是强化宣传推广。推进生态文明

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

体系。通过多种形式加强生态文明宣

传，发布美丽中国建设白皮书。

四是开展

成效考核。适

时将污染防治

攻坚战成效考

核过渡到美丽

中国建设成效

考核。（新华社
北京1月11日
电）

推动美丽中国目标一步步变为现实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