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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
中国，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
境的期待。

从以前重霾频发，到如今蓝天常
在，我国空气污染防治成效有目共
睹。10 年来，全国重点城市细颗粒
物（PM2.5）年均浓度累计下降 57%、
重污染天数下降93%，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6.5%，我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
速度最快的国家。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
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
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
为、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
者、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
大转变。经过顽强努力，祖国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
姿多彩。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绿色日益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10 年
来，我国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速
支撑了年均超过 6%的经济增长，能
耗强度累计下降 26.4%，是全球能耗
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我国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
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目前，我国
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至 56.2%，
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增长到 25.9%。
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
装机都稳居世界第一。截至今年 6

月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13.22亿
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约占我国总
装机的 48.8%。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全球一半以上
的新能源汽车行驶在中国。

集中力量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

天更蓝、空气更清新。10年来，我
国淘汰“散乱污”企业，实施北方地区
清洁取暖，推动货物运输“公转铁”，提
高机动车油品排放标准……打好产
业、能源、交通结构转型的“组合拳”。
到2022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达到
29微克/立方米，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6.5%。

水更清、河流更健康。10年来，
我国加快推进城市污水管网等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城镇污水处理能
力。全国百万名河长、湖长上岗履
职，河湖长制全面推行，河湖面貌实
现了根本性改善，越来越多的流域重
现生机，越来越多的河湖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湖。到 2022 年，全国地
表水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87.9%，地级
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长
江干流连续3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
黄河干流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

土更净、家园更美好。10年来，
我国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升城
乡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能力，减少
化肥农药使用量，开展耕地重金属污
染成因排查整治，土壤环境风险得到
有效管控，如期实现固体废物“零进

口”目标。
近几日，鄱阳湖国际观鸟季再度

开启。这里是白鹤、东方白鹳、小天
鹅等珍稀候鸟钟爱的越冬“天堂”，每
年有数十万只候鸟飞抵这里，也吸引
不少观鸟爱好者前来打卡。

为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监管
举措，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

人们用勤劳的双手栽下一棵棵
树苗、种下一片片绿草，让绿意点染
祖国大地。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
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
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我国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4.02%，成为全
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
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全球“增绿”的
主力军。

我国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
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
5个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迈出重要步伐，实施了 50余项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陆域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
过30%。

祖国大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画卷生动铺展，
人们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
命之美、生活之美。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近年来，中央企业积极
布局新能源产业，创新开发绿色低碳新产品，着力建设
绿色循环产业体系，探索延伸零碳产业，努力实现从源
头到终端减碳。2022年，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比“十三五”末期分别下降
6.09%、11.5%。

日前，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国企社会责任系列蓝皮
书集中发布活动在京举行。这是记者从此次活动上了
解到的信息。

当日发布的《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3）》，重
点对中央企业 2022年度的责任实践、责任管理、责任报
告、责任指数和责任案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总
结，反映了中央企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优质供给、
坚持创新驱动、践行绿色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抢险
救援、服务民生事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加强海外
履责等9个方面的新进展。

“在积极开展社会责任实践的同时，中央企业不断
优化社会责任管理。”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副局长
汪洋在活动上表示，目前，已有超九成的中央企业推进
下属企业建立了社会责任组织体系，超四成中央企业已
经制定了社会责任专项制度。

当日的活动上还发布了《中央企业海外社会责任蓝
皮书（2023）》《国资国企社会责任蓝皮书（2023）》。

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信息显示，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国有企业积极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通过邀请相关方参
加企业社会责任会议、实地走访等形式与利益相关方加
强沟通交流，增强企业运营透明度和各方认同度。

目前，在中央企业层面，已基本实现了社会责任报
告发布“全覆盖”；在地方国企层面，北京、山西、上海、广
东4个地方国资委已实现所监管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全覆盖”。

23日11时，寒风凛冽，在海拔约2400
米的甘肃省积石山县刘集乡阳洼村临时
安置点不远处，发动机轰鸣，一派繁忙施
工景象。挖掘机、推土机齐上阵，平整出
一处背风向阳的山间空地。货车迅速驶
入，将一块块折叠板房按平面依次摆放。
吊车紧随其后入场，垂下吊索让地面工人
挂在板房四角，机械臂轻轻一提，“平板”
秒变立体板房，另一组早已等候的工人进
入内部，七手八脚推开板房的前门与后
窗，并固定好螺栓。至此，一间活动板房
的搭建便大功告成。

“从吊装到完工，搭建一间折叠式集
装箱活动板房，平均用时 20分钟，最快记
录 15分钟。”负责该项目的甘肃建投建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钫介绍，阳洼村坐落
于山顶之上，地块狭小、道路崎岖，是这次
灾后集中安置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满载板房的大型拖板车只能到山下国
道。21日下午抵达现场后，他们首先拓宽
通村路，然后用6.8米货车二次转运板房。
克服困难重重，经过昼夜施工，于 23日下
午6时，提前两天完成了原定建设任务。

据甘肃省应急管理部门介绍，甘肃将
于27日前搭建超12000间“防风、阻燃、保
暖”的活动板房，保障受灾群众从临时安

置转向集中过渡安置，温暖过冬。闻讯，
一辆满载活动板房的卡车，从全国各地飞
驰而来。

最快 15分钟搭建一间折叠式活动板
房，无人机12小时驻空照明8000平方米，
地面 2200 瓦应急灯塔“点亮”灾后安置
点，“随车吊”+带电车为抢修提速震后 19
小时恢复供电……借助科学技术和现代
化装备，积石山 6.2级地震抗震工作展现
令人惊叹的新速度。

大河家镇大河村广场安置了 2000多
名受灾群众，是这次积石山县最大的灾后
集中安置点之一。

震后首夜，一台无人机在大河村广场
安置点腾空而起，12小时驻空照明 8000
平方米，为西部战区等多方救援力量昼夜
不停搭建帐篷、转运分发物资、安置受灾
群众等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款照明无人机名为“系留照明无人
机”，由浙江极客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的救援团队带来，它通过一根电缆与地
面供电设备相连，可为大片区域提供夜间
应急照明。

该团队队员王胜旺介绍，听闻积石山
灾情，他们第一时间联系有关部门，获准
后，他们跨越 2000多公里，于 19日 19时

许抵达大河村，在夜幕中升起这款“光明
神器”。

听闻声响，40岁的大河村五社村民马
胜梅，走出解放军搭建的迷彩帐篷，看见
无人机洒下的光，照亮了劫后余生的父老
乡亲，看着那些熟悉的脸庞，她忍不住热
泪盈眶。

从此，这款无人机多了一个温暖的名
字——“夜空中最亮的星”。

那晚，与它遥相呼应的，还有地上复
苏的灯火。19日18时50分，震后约19小
时，所有受灾电网全部恢复供电。

如此快速复电，首先得益于脱贫攻坚
时期，我国对贫困地区电力等基础设施的
改造提升。参与这次电网抢修的国家电
网临夏供电公司城区分公司经理陈杰介
绍，2018年至2021年，结合“三区三州”扶
贫开发工作，国家电网在临夏州投资近30
亿元，对全州电网，尤其是农村电网完成
了一次彻底改造，所以此次地震中电网受
损并不大。

其次，“随车吊”、挖掘机、带电车等一
批抢修机械装备的加入也极大地缩短了
修复受损线路及设备的作业时间。

在刘集乡陶家村集中安置点，保供电
工人们正在安装一台 10千伏 400千安的

变压器。尽管这个“小胖墩”重达 1.4吨，
可在卡车和吊车组合成的“随车吊”面前

“轻若鸿毛”。
“以前，光搭建吊这‘小胖墩’的滑轮

组就得忙活 1小时，现在不消 10分钟，就
能把它安置到位。”国网白银供电公司抢
修组负责人郑文龙介绍，安装完成以后，
可供这个安置点上已建成的 260间以及
在建的200多间活动板房，户均1000瓦的
用电需求。

眼下，受灾群众正陆续搬进温暖、光
明的过渡安置点的板房内。来自山东、四
川、上海等全国各地以及兰州、庆阳、陇南
等省内兄弟市的救援物资正源源不断送
达，火炉、煤炭、棉被、电热毯、苹果等各类
生活物资应有尽有……

屋内炉火正旺，53岁的大河家镇梅坡
村村民马赛里木，帮家人端来一碗碗热气
腾腾的牛肉面，1岁的小孙女在床上嬉闹。

“地震发生前，我已往地里施了农家
肥，等开春，买上些玉米种子，撒到地里，
秋天又是一个好收成。”马赛里木老人说。

来年开春，待冻土消融，更有保障的
安全住房，也将在这座青藏高原边缘的小
城破土动工，群众热切期待着那崭新一天
的来临。

那房、那光、那灯
——看抗震救灾温度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张智敏

重污染天数减少93% 美丽中国展新颜
新华社记者 高敬

2022年中央企业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比“十三五”末期下降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