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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杭州携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拉萨携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由“浙江省杭州市滨江

区浦沿街道滨文路 426 号岩大房文苑大厦 20 楼 206938 室”迁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藏创大道高新区医药健康产业

园五楼 516室”，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3301034117519）、财务专用章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携步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2日

昌都市尼伟藏医药研发有限公司不慎，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用字第

CJ5403002021009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建字第 CJ5403002021009 号）丢

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昌都市尼伟藏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2日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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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新华社南昌 11 月 1 日电（记 者

姚子云）11 月 1 日 14 时 许 ，经 过 72

小 时 的 试 运 行 ，国 家 电 网 武 汉 至 南

昌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顺

利投产送电。武南特高压交流工程

于 2022 年 9 月 开 工 建 设 ，工 程 起 于

湖 北 武 汉 的 武 汉 1000 千 伏 变 电 站 ，

止于江西南昌的赣江 1000 千伏变电

站，总投资约 91 亿元。

武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华中电

网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

湖北与江西的省间电力交换能力，同

时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西南水电、西北

风光等新能源在华中地区的消纳效

率，为华中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清洁绿色能源。

武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投产送电

这 里 千 山 纵 横 ，挺 立 起 西 部 地 貌

脊 梁 ；这 里 江 河 奔 流 ，滋 养 着 大 地 万

物。祖国美丽的西部地区分布着雪山

冰川、高山峡谷、湖泊湿地、草原森林

等 重 要 生 态 资 源 ，是 国 家 重 要 的 生 态

安全屏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各地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环境质量稳步

提升，绿色产业蓬勃向上。如今，一曲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的“西部大合

唱”在祖国大地奏响。

大保护：守护生灵草木万
水千山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

近年来，西藏颁布施行自治区国家生态

文 明 高 地 建 设 条 例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条

例，修订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为守牢生

态底线提供强大法治支撑。

“我们建立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将超过 60 万平方公里

的国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建有各级各

类自然保护区 47 个，总面积 41.22 万平

方公里。”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

负责人说。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生 态 脆 弱 的 西

部 地 区 因 地 制 宜 打 响 生 态 环 境 保 卫

战—

守护黄河，一系列制度规划先后出

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为保护母亲河擘画长远蓝图；黄河保护

法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为黄河保护

治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多年来，甘肃省在甘南黄河上游水

源涵养区等地区加快实施一批重大生

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经过持续不断

的 黄 河 首 曲 治 沙 攻 坚 战 ，昔 日 河 沙 侵

蚀、沙进草退的“天下黄河第一弯”，如

今青绿重现。

保护脆弱敏感生态环境，实施国家

公园建设机制。2021 年 10 月，包括三江

源在内的我国首批 5 个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 。 如 今 ，在 国 家 公 园 体 制 机 制 护 航

下，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藏

羚羊数量已从不足 2 万只恢复到 7 万多

只，雪豹种群超过 1200只。

大治理：筑牢国家生态安
全屏障

祁连山，我国西部的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曾经，开矿、建水电站、发展旅游

让祁连山热闹非凡，但过度无序开发，

也让这里脆弱敏感的生态系统负重超

载，山体破坏、植被剥离。

2017 年，祁连山经历了一场猛药去

疴的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整治。经过数

年努力，144 宗矿业权分类退出、42 座水

电站分类处置、25 个旅游设施项目完成

整治……保护区受损的生态系统得以

休养生息。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修复进程

中，西部地区偿还了多年的生态欠账，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保护奇迹。

云南抚仙湖是我国为数不多的 I 类

水质淡水湖，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侯荣

坤家世代居住在抚仙湖畔，几年前，他

和村民一起搬离家乡。昔日的建房用

地，如今已是绿意盎然的湿地。“让故土

的环境更美好，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他说。

“十三五”以来，云南聚焦重要湖泊

流域，实施抚仙湖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试点等项目。目前，抚仙湖

新增水源涵养面积 13 万亩，全湖水质总

体保持 I类。

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还西部碧

水蓝天。

金秋 10 月，在四川内江市清溪湿地

公园，阳光洒在清澈的沱江水面上，两

岸芦花随风摇曳。

沱江是长江重要支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

断加快，沱江一度成为四川乃至长江上

游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近年来，四川省

严厉查处环境违法案件，设立五级河长

1 万余名，建立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变水污染防治“分散治理”为“协

同治理”……沱江再现水清岸绿。

向“绿”行：为西部高质量
发展添动能

雅鲁藏布江一路奔流，与美丽的尼

洋河邂逅于西藏林芝，形成面积超 13 万

亩的雅尼国家湿地公园。

随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湿地公

园建设推进，放下牧鞭的巴宜区群众，

着手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2023 年，雅

尼国家湿地公园接待游客 27.76万人次，

景区收入近 1875万元。

行走在祖国西部，肉眼所见的绿色

越来越多，所听到的是干部群众凝聚起

绿色发展的共识。

云南省绿色能源可开发总量 2 亿千

瓦。近年来，云南省风电光伏开发全面

提速，水电装机累计达到 8270 万千瓦。

澎湃的“绿电”正成为云南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有力支撑。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

护共赢？西部各地不断积蓄工业高质

量发展的“绿色质量”和“绿色动力”，加

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近年来，以晶硅光伏、动力电池等

为 代 表 的 绿 色 新 能 源 产 业 在 四 川 崛

起。据统计，2023 年四川省累计创建国

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 657 家、绿色工业

园区 89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1 家；

四川碳市场已累计成交超 3800万吨。

锚定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青海省大力推进光伏、风电发展。截至

今 年 6 月 30 日 ，青 海 省 电 源 总 装 机

5772.86 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为

5383.72万千瓦。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生态文明建设为西部高质量发展

增添了新动能。”云南大学生态学特聘

教授段昌群表示，一个更加绿色、更加

开放、更加美丽的西部，正站在新起点

上乘势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新华社拉萨11月 1日电）

“绿色”守护让西部更美
—西部地区生态大保护观察

新华社记者 陈尚才 文静 赵珮然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绿色低

碳发展机制。”这是基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推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路径和重要任务。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发展，以美丽中

国建设为统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聚焦区

域重大战略打造绿色发展高地，谋划实施一系列政策举

措，综合效应持续显现，特别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步伐

明显加快，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作用明显增强，环境经

济政策激励效应明显加大。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

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生态环保结构性压力依然

较大，特别是碳强度下降形势严峻；环境要素市场机制

不够完善，优化配置作用有待加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的内生动力还不足，依靠经营主体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

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出来。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环节，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健全

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处理好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关系，科学把握和扎实推进以下重点工作。

第一，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实施

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

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优

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完善绿色税制。加快完善绿色金

融制度标准，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探索形成以信用

为基础的新型环保监管体系。推广应用绿色供应链管

理技术、标准和认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和倡议发

起，谋划完善气候投融资长期发展战略，准确界定气候

投融资相关范围边界，加强政策衔接协同，推动国内国

际标准的协同和互认。

第二，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完善资源总量

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树立“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

理念，推行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强能源、水资

源节约高效利用，推动粮食全产业链节约减损取得实

效，健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效率和水平。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立完

善投放和回收基础设施，提升回收行业专业化信息化水平，实施再生资源综合

利用行业规范管理。加快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培育壮大绿色环保产业。

第三，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持续加强能源

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快

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

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科学有序发展氢能等新能源，全力

保障能源安全。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立

以清洁能源为主、多能互补、产销协同的分布式能源体系，引导全社会共同承担新

能源供给和消纳责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第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建立能

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

峰行动。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完善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统计与核算，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

周期碳足迹标准和碳足迹、碳标签认证制度。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制度，推动开展配额有偿分配，加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与绿

电绿证相关工作衔接，建立自愿碳市场数据质量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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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务 部 会 同 上 海 、北 京 、广 州 、天

津、重庆等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建设

城市，将在 11 月举办中国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精品消费月活动，并于 11 月 3 日

在上海举办启动仪式。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 11 月 1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

关情况。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促消费和

惠民生结合起来”“提升消费结构”“培

育新型消费业态”。商务部副部长盛秋

平说，这次消费月总的考虑是，充分发

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作用，更好发

挥进博会、广交会等重点展会“买全球、

卖全球”作用，丰富首发产品和服务供

给，推广新型消费业态，开展系列精品

消费促进活动。

这是商务部首次举办中国国际精

品消费月。什么是“精品消费”？

盛 秋 平 说 ，精 品 不 是 简 单 意 义 上

的 奢 侈 品 、高 端 消 费 品 ，而 是 指 在 品

质、设计和工艺上达到标准，面向大众

的 、范 围 更 广 的 ，契 合 绿 色 、智 能 、健

康、时尚发展趋势，能提升百姓生活品

质 、满 足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的 产 品 和

服务。

据 介 绍 ，本 次 消 费 月 采 用“1+4+

N”的形式，即聚焦 1 个精品首发季、4 大

消费领域，举办 N 场消费促进活动。“1”

是指举办 1 个精品首发季。组织国际精

品、本土新品、国货潮品、中华老字号产

品等举办首发首秀首展，依托进博会、

广 交 会 等 重 点 展 会 集 中 组 织 新 品 首

发 。 在 核 心 商 圈 、步 行 街 培 育 一 批 首

发 中 心 。“4”是 指 聚 焦 购 物 、美 食 、旅

游 、展 演 等 四 大 板 块 举 办 一 系 列 消 费

主题活动。

盛秋平用三个“突出”介绍本次消

费月活动特点：首发经济主题突出，体

现 商 旅 文 体 健 融 合 ；精 品 消 费 主 线 突

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政策配套

突出，扩大活动成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积

极推进首发经济”。这次精品消费月将

突出首发经济，打造精品首发季。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

长李刚说，首发经济是指企业首次发布

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和

新技术等。一般这些产品和服务都具

有时尚、新潮和高品质等特征，有效契

合消费者多样性、高品质需求。

近年来，相关城市积极引进各类品

牌首店。2023 年，上海、北京分别引进

首店 1215 家和 946 家。初步统计，消费

月期间，5 个城市将推出 50 场精品首发、

首秀首展活动，将新设全球、亚洲、全国

首店 70多个。

同时，消费月还将充分发挥商旅文

体健的联动效应，打造系列活动。初步

统计，5 大城市将举办 237 场活动，涉及

吃、穿、用、娱、住、行等各方面。

“活动+政策”双轮驱动，是这次消

费月的重要特点。消费月期间，将深入

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同时推出一

批消费领域的新政策。

盛秋平介绍，在深化实施以旧换新

政策方面，围绕“车消费”，进一步优化

汽车置换促消费政策；围绕“家消费”，

在国家 8 大类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家

装家具家纺等品类，补贴品类达 67 类。

截至目前，已有 3000 多万人参与消费品

以旧换新，带动销售超过 4000亿元。

他表示，近期将研究出台推进首发

经济，推动批发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支

持上海、天津等 20 个城市开展现代商贸

流通体系试点建设，开展汽车流通消费

改革试点，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等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将与消费月活

动形成叠加效应，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

在的实惠。

（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

培育新型消费 突出首发经济
—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费月前瞻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