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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3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日下午在湖

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部地区

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

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

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一

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

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

部地区崛起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

山西省委书记唐登杰、安徽省委书记韩俊、江

西省委书记尹弘、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湖北

省委书记王蒙徽、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先后

发言，就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汇报工作情况、提

出意见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指出，上一次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召开 5 年来，中部区域经济总体平稳，创新发

展动能不断增强，产业基础明显改善，改革开

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持续提升，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中部

地区发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上。同时要看到，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

切实研究解决。

习近平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实体

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

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

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

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

展 的 技 术 支 撑 能 力 。强 化 企 业 创 新 主 体 地

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

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

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让传统产业焕发新

的生机活力。

习 近 平 指 出 ，要 加 强 与 其 他 重 大 发 展

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

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

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融 合 联 动 。有 序 承

接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布局。加强现代

化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体 系 建 设 ，强 化 中 部 地 区

的 大 通 道 格 局 。建 立 健 全 区 域 内 省 际 合 作

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大力促进长

江 中 游 城 市 群 和 中 原 城 市 群 发 展 ，加 强 都

市 圈 之 间 协 调 联 动 ，更 好 辐 射 带 动 周 边 地

区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

高水平开放，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

放高地。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

济基础制度，全面清理纠正地方保护行为，

推动各种生产力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

化配置，更好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

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主动对接新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

道，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更多

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在联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加强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增强对国内外要素

资源的吸引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

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优化民营企

业发展环境。

习 近 平 指 出 ，要 协 同 推 进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和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加 快 建 设 美 丽 中 部 。

持 续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加 强 大 江

大 河 和 重 要 湖 泊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治 理 、综 合

治 理 、协 同 治 理 ，加 快 补 齐 城 镇 生 活 污 水

收 集 和 处 理 设 施 短 板 。推 进 产 业 、能 源 、交

通 运 输 结 构 绿 色 低 碳 转 型 ，加 快 培 育 壮 大

绿 色 低 碳 产 业 ，加 强 资 源 节 约 集 约 循 环 利

用 。完 善 流 域 横 向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机 制 和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机 制 ，推 进 产 业 生 态 化 和

生态产业化。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扎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

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城市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进一步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加强乡村环境整治，推进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

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民支持

制度，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大力发展

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高度重视革命老

区和欠发达县（市、区）振兴发展，补齐公共服

务短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增强内生发展动

力。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防止出现规

模性返贫。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推动移风

易俗。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实现扫黑除恶常态化，营造积极健

康的社会生态。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

全保障能力。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

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3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新华社南昌3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3 月 18 日至 20 日在福

建、江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全国两会明确的相关任务，顺应人民群

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下大气力抓好各

项民生实事和民心工程，着力提高公共服务

水平，更好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在福建，李强首先来到福州西湖公园，察

看湖面水质，详细了解西湖水系治理情况。他

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西

湖治理成果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接续努力，

让水更清、景更美。李强来到大凰山社区长者

食堂·学堂，与在这里活动的老人和托管儿童

交流。他说，老年人安享晚年和孩子健康快乐

成长牵动亿万家庭，要立足地方实际，创新管

理运营，提供更优质的养老和托管托育服务。

在杉林华府小区，李强听取福建省和福州市住

房保障工作情况汇报，要求针对不同群体的需

求不断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加强设施配

备，提升居住品质。在闽都创新实验室，李强了

解实验室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等情况，充分肯

定推进产学研融合相关做法，希望他们在以机

制创新促进科技创新方面继续探索、走出新路

子。在福州高意集团，李强听取企业情况介绍，

为企业扎根中国、业绩快速增长感到高兴，叮

嘱有关方面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外资企业

在中国持续深耕、更好发展。

在江西，李强来到南昌市新建区就业之

家，与工作人员和求职人员交流，了解重点群

体就业情况。李强说，就业是民生之本，要用

更加精准贴心的服务，全力帮扶就业困难人

员找到工作。在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李强

听取江西省职业教育情况汇报，与师生交谈。

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高度重视

发展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在九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李强听取江西省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情况

汇报，向医务人员、就诊群众详细了解药品配

备、家庭医生签约等情况，要求持续引导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

更好的医疗服务。在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李强听取育秧技术汇报，走进大棚、

秧田察看秧苗长势。他指出，当前是春耕备耕

关键时期，农时不等人，要加强技术指导，抓

好农资保供，多措并举确保有好收成。

李强充分肯定福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希望两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吴政隆陪同调研。

李强在福建、江西调研时强调

顺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新期待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福建、江西调研。这是3月18日，

李强来到福州市大凰山社区长者食堂·学堂，与在这里活动的老人交流。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新华社福州3月20日电 中共中央台

办、国家发展改革委 19 日在平潭共同举

办福建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座谈会。会议

强调，要坚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方针政

策，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推动两

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6 日看

望 参 加 全 国 政 协 十 四 届 二 次 会 议 的 民

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发表的涉

台重要讲话，为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

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方向。下步将支

持福建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制定

促进闽台融合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的

意见，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实走深。福建

省要着力打造两岸社会融合、经济融合、

情感融合“三大示范样板”，积极构建全

域融合新格局。

去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中

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协调，围绕

贯彻落实《意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委出台一系列配套文件和具体举措，福建

省制定有关实施意见，有效推动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

中央台办、国家发改委

举办福建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座谈会

3 月 21 日 是 第 12 个 国

际森林日，今年的主题是“森

林与创新——创新型解决方

案，创造更美好世界”。

福 建 ，全 国 最“ 绿 ”省

份——全省森林面积 1.21亿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65.12%、持

续保持全国首位，森林蓄积

量、乔木林亩均蓄积量等指

标均居全国前列。

怎么把树种得更好？这

是摆在生态“优等生”面前的

新考题。近年来，我省在应绿

尽绿的基础上，科学开展国

土绿化，同步推进林分结构

优化和森林景观美化，推动

全省森林资源量质齐升。

挖潜拓面，
国土空间更绿

3 月，植树造林的黄金

时期。近日，晋江市英林镇英

林 村 岩 头 山 一 处 废 弃 石 窟

旁，当地党政机关和志愿者

代 表 共 同 栽 植 下 120 株 新

苗。待到树木长成，这里还将

变身口袋公园，为周边村民

提供休闲娱乐好去处。

见缝插绿，只为应绿尽绿。

从“三五七”造林绿化工

程，到“四绿”“大造林”“‘三

个百千’绿化美化行动”等工

程，福建绿无止境。去年，省

绿化委印发《福建省国土绿

化 规 划（2022—2030 年）》，

提出了“绿上加绿”的目标：

至 2025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

达到 65.24％；至 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65.31％。

“我们着力推进宜林荒山荒地荒滩、荒废和受损山体

造林绿化，及时做好森林采伐、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等各类迹地更新造林，加强未成林造林地、低质低效

林等封育，注重恢复和保护地带性森林植被群落。”省绿

化办有关负责人说，我省坚持山上山下、城市乡村、山区

沿海齐头并进，不断挖掘绿色潜力，拓展造林绿化空间。

刚过去的第 46 个“3·12”植树节，全省各地绿色风潮

涌动。有的人“上春山”，植新绿；有的人捐资逐绿，“码”上

尽责；有的人认种认养，守护古树名木……数据显示，全

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 40 多年间，全省累计参加义务植树

6.83亿人次，植树 26.9亿株（含折算株数）。

去年，全省完成植树造林 104.4 万亩、森林抚育 342
万亩、封山育林 109.6 万亩，分别占年度任务的 122.8%、

114%、109.6%。新的一年，全省将开展植树造林 85 万亩、

森林抚育 300万亩、封山育林 100万亩。截至 3月 13日，全

省已植树造林超 55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65.52%。

量质并举，森林资源更优

位于光泽县的国土绿化试点项目（补植修复）鸾凤工

区示范基地里，去年新植的枫香、木荷、苦槠等乡土阔叶

树种茁壮成长。在项目实施之前，这里是一片以马尾松为

主的针叶纯林。

“树种结构单一，森林质量不高，抵御病虫害与自然

灾害的能力较弱。”项目负责人雷春水说，在开展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过程中，当地改单一针叶林为针阔混交林、改

单层林为复层异龄林，以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生态功

能，增强森林固碳增汇能力。

国土绿化，要数量更要质量；要拓展增量，更要优化存量。

“我们着力推动造林绿化方式和重心从量的扩张向

量质并重、更绿更美、共建共享转变。”省林业局有关负责

人说，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

程，扎实开展闽西北、闽西南山地丘陵生物多样性保护项

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

项目，珍贵用材树种培育项目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着力

提高森林资源质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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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率先！福州首个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项目开始申购

勇立潮头敢为先
奋楫扬帆启新程
——全国人大授予厦门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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