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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国 颂

国庆长假期间，每天未到开馆时

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前便排起队

来。连绵秋雨，没有影响全国各地观众

来此参观的热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

图片，展现着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

年历程，给观众们上了一堂鲜活而又生

动的党史课。

“我和老伴儿商量，下次一定要带

着外孙女来。”第一次来党史展览馆参

观的退休老人洪俊岭觉得，每件展品都

令人震撼。他说，了解党的奋斗历程，

对让孩子们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鼓舞

未来的发展信心很有意义。

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

场所……这个国庆长假，全国各地的一

处处红色地标迎来如织游人。人们重温

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伟

大征程，感悟伟大精神书写的不朽奇迹。

迎着朝阳，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

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充满活力的一天。

来上海前就预约好参观的山东师

范大学学生刘亦文说：“现在我正在申

请入党，所以特意趁着假期来参观中共

一 大 纪 念 馆 ，回 顾‘ 开 天 辟 地 的 大 事

变’，感悟伟大建党精神。”

聆听红色故事，接受精神洗礼。在

湖南，韶山打造一批红色教育现场教学

点和拓展体验基地，吸引着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前来；在陕西，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英雄纪念碑下，小学生们以少先队队

礼向英雄们致敬……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日推出

的江西首部革命旧址沉浸式实景剧《那

年八一》几乎场场爆满。

“每个人都能融入情景、化身为演

员，与剧中人物命运共同沉浮，这样的

体验感觉非常生动！我们要传承好红

色基因，努力奋斗，告慰英灵。”南昌居

民徐璐看完《那年八一》，被革命先烈百

折不挠的精神深深打动。

每一方纪念碑、每一座英雄墓、每

一处红色地标，都是召唤中华儿女奋勇

前进的激昂号角。

“半个月内，钟赤兵经历了三次截

肢，这些痛苦他都挺过来了……”

贵州遵义，娄山关景区。人们停

下脚步，仔细聆听红色故事《一条腿的

长征》。“今天跟妈妈一起来参观，听讲

解 员 给 我 们 讲 述 红 色 故 事 ，感 触 很

深。”中学生周彭豫黔说，“我要继承革

命先辈的精神，好好学习，做个对国家

有用的人。”

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

穿越 80 余载岁月沧桑，红军将士

发出的冲锋呐喊，仿佛仍在人们耳畔回

响。“没有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哪来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南宁市第二中

学的学生申杰说，“我要更加努力学习，

为国家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6 日电 记者

施雨岑、徐壮、郭敬丹、程迪、刘智强、吴

思思、帅才、蔡馨逸）

上图：10 月 3 日，游客在位于贵州

省榕江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

旧址参观。 新华社发

重温伟大征程 感悟伟大精神
—全国各地红色地标迎来参观热潮

岭南绿意浓浓、江南稻田金黄、东

北枫红似火……金秋十月，祖国大地被

点染成一幅五颜六色的画卷。

环境更好，生态更优，群众的环境

满意度越来越高，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徐

徐铺展。

秋日里，漫步江苏南京仙林大学

城，两年前的“黑臭河”摇身一变成了新

十里长沟，如同一条绿带串起各高校校

区，成为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

今年 2 月，仙林街道启动餐饮油烟

整治，对 105 条商业街区、40 个小区、临

街商铺 1636 家餐饮店的 1158 个油烟排

口进行地毯式、拉网式排查。目前，433

个问题排口已全部整改到位。

像南京仙林街道一样，近年来我国

各地在大气、水污染治理方面的举措更

加精准、更加科学，污染治理的成效更

加明显。

水质改善成效突出。生态环境部

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8 月，3641 个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
至Ⅲ类）断面比例为 81.5%，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1.4%，

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点。

蓝天白云正在成为常态。今年前

8 个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6.3%，PM2.5 平均

浓 度 为 29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6.5%。

文化广场红砖铺地、农家庭院干净

整洁……金秋时节，走进辽宁省昌图县

三江口镇二河村，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映入眼帘。

看着眼前的景色，人们想不到，几

年前的二河村却垃圾成堆、柴垛占道、

污水横流，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村路。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

持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好“城市

的后花园”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目前

全国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处置体系覆盖

率达到 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达到 25.5%，基本建立了农村生活污水

排放标准和县域规划体系。农药化肥

减量的同时，新型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6%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6.7%。

青山起伏、风光旖旎，很多地方的

乡村告别脏乱差，成了山水画，既巩固

提升优化了乡村的原有自然风貌，又留

住了历史记忆和美好乡愁，实现了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憨态可掬的熊猫、造型美观的孔

雀、悠然自得的小象……国庆节前，一

组组造型别致、内涵丰富的立体花坛在

昆明市区惊艳亮相，引得路人频频驻足

拍照。

再过几天，《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

段会议将在春城昆明举办。漫步街头，

COP15 宣传标语和形象标识不时映入

眼帘，盛会将至的热烈氛围扑面而来。

今年以来，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新闻

成了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云南野

象旅行团北巡，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

从“濒危”降为“易危”，“微笑天使”长江

江豚频繁亮相，三江源国家公园等地的

雪豹频繁现身……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扎实成

效，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很多地

方农牧民不再是大自然的索取者，而是

当上了野保员、林保员、湿地保护员，成

为“生态卫士”。

保护自然生态的举措将更实更“给

力”——

在祖国北疆，自 10 月 1 日起，《内蒙

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正

式施行，将推动内蒙古依法保护草原、维

护生态安全，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

在长三角，三省一市建立长三角区

域林长合作机制，林长携手护绿，共同

建设长三角区域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全

面实现区域内森林、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信息共享。

在鄱阳湖畔，从 9 月上旬开始，江

西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的护鸟员们除

了每天巡护 3 次外，还忙着发放护鸟宣

传单。周边村民环保意识不断提升，主

动参与到候鸟保护行动中，当地爱鸟护

鸟的氛围更加浓厚。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6 日电 记

者高敬）

美丽中国新图景
—国庆经济成就盘点之“生态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办事处主任

德钦策林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表示，中国是全球环境议程的重要引领

者，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污染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

作，确保在昆明举行的联合国 《生物多

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取得圆

满成功。

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在谈及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的合作时，德钦策林介绍说：“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中国政府有着长期的

合作，这种合作可以追溯到 1972 年在

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

会议。环境规划署于 2003 年开设了驻

华代表处。最初，环境规划署与中国的

合作重点是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能力建设

和提高认识，但现在重点已转向绿色发

展和金融、可持续消费、低碳发展以及

环境法规。我们与中国政府、智库、民

间社会和企业建立了多项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德钦策林高度称赞中国的生态理

念。她表示，中国已将生态文明纳入国

家发展政策和宪法。这树立了一个很好

的榜样，可以作为指导全球战略方向的

典范。中国在扶贫、减少污染、防治荒

漠化和植树造林、环境立法、环境意识

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中国还提出了促进向绿色经济转

型的连贯政策和法规，地方政府和私

营部门全面参与了这一事业。中国已

经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这

样的低碳发展道路有助于实现绿色创

新，创造更多相关就业机会，造福全

社会。”她说。

德钦策林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印

象深刻。她表示，中国积极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中国珍稀濒

危物种生存条件明显改善，藏羚羊、东

北虎、亚洲象和朱鹮数量增加。此外，

中国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如森林和

湿地保护举措和长江流域禁渔，促进了

珍稀濒危物种的恢复。

采访中，她特别称赞中国与非洲国

家针对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

的合作。“比如说，2011 年以来，中国

与 13 个非洲国家签署了 14 项应对气候

变化协议，同时中国还向非洲国家捐赠

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帮助非洲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

德钦策林同时表示，近年来，中非

野生动物保护合作也在不断发展，中国

政府和私营部门提供资金、设备、人力

和技术，支持非洲国家保护濒危物种和

栖息地。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和中国的

学术界和年轻人之间越来越多地开展对

话 和 论 坛 ， 讨 论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问

题。”她说：“我们欢迎并支持新成立的

中非环境合作中心，期待它在环境合

作、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投资、可持

续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新华社内罗毕 10月 6日电 记者

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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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 10月 6日电 （记者

刘明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6

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了 2021 年施政报

告。在香港已由乱转治的新局面下，这

份长达 55 页的施政报告聚焦经济民生，

回应市民关切，着眼国家战略机遇，完善

香港空间布局，积极为香港谋划未来，力

促特区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这是她任期内第五份施政报告。报

告以“齐心同行 开创未来”为题，包括

“前言：新局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新气象新未来”“经济新动力：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增加房屋及土地供应”“建设

宜居城市”“持续改善民生”“培育人才及

青年发展”“走出疫境”“结语：团结建未

来”十个部分，深入阐释新局面、展示新

气象、勾画新布局。

林郑月娥说，香港过去两年经历前

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中央政府的全力

支持下，现已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

道。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善特区选

举制度，社会恢复安全稳定，香港现在又

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林郑月娥表示，在国家“十四五”规

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全面深化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之下，香港企业和专业服务提供者享有

无限机遇。香港只要用好中央支持特区

的政策，发挥独特优势，将可为经济注入

源源不绝的动力。

打造北部都会区，完善香港空间布

局。林郑月娥提出，将香港北部建设为

面积约 300 平方公里的都会区。北部都

会区包括元朗区和北区两个地方行政

区，并覆盖由西至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带

及更纵深的腹地。

确保土地持续供应，满足市民住房需

求。林郑月娥说，要实现让市民安居的目

标，需要的是持之以恒供应土地的决心。

她表示，已觅得约 350公顷土地，可在未来

十年兴建约 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足以满

足该十年期预计的约 30万个公营房屋单

位需求。她还说，已觅得足够土地提供原

先承诺的1.5万个过渡性房屋单位。

在改善民生方面，林郑月娥说，特区

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由 2017-

2018 年 度 的 653 亿 港 元 ，大 幅 上 升 至

2021-2022 年度的 1057 亿港元，四年间

增幅达 62%。未来一年特区政府会集中

推行已规划的政策措施。

报 告 还 建 议 多 项 措 施 ，支 持 具 发

展 潜 力 的 产 业 。 金 融 服 务 方 面 ，林 郑

月 娥 建 议 改 善 上 市 机 制 、扩 大 离 岸 人

民币业务及推动绿色金融。另一重点

发 展 方 向 是 高 增 值 海 运 商 业 服 务 ，如

船 舶 注 册 、融 资 及 管 理 、海 事 保 险 、海

事法律及仲裁。

林郑月娥发表2021年施政报告

齐心同行 开创未来

据新华社“探索一号”10 月 6 日电

（记者陈凯姿）我国自主研发的全海深载

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近日已在马里亚

纳海沟正式投入常规科考应用。

“奋斗者”号由“探索一号”科考船搭

载，今年 8 月 11 日从海南三亚出发，参与

执行 TS21 航次深海科考任务，目前已在

返航途中。

“奋斗者”号曾于 2020 年 11 月在“挑

战者深渊”开展载人下潜海试，并成功坐

底 10909 米。该潜水器重约 36 吨，额定

载员 3 人，设置 3 个观察舱和两个机械

臂，装配 7 台摄像机和 7 部声呐设备，还

配备柱状沉积物取样器、宏生物吸取装

置、保温生物箱、液压钻切一体机等作业

工具，可在万米海底连续作业时间不低

于 6小时。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正式投入常规科考应用
金秋黄金时节，也是建设行业许多重大工程项目的攻坚时刻。不舍昼夜、苦干实干，广大建设者为铺展复兴新画卷践行

着自己的承诺。图为建设中的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项目。

新华社发

※ ※

新华社瑞士苏黎世10月6日电 （记

者陈俊侠、姜雪兰）当地时间 2021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

世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

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交

换意见。会晤是建设性的，有益于增进

相互了解。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落实 9

月 10 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加强战略沟

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对抗，寻求

互利共赢，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

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杨洁篪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

关系，事关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攸

关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合作，两国和世

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

会遭受严重损害。美方应深刻认识两国

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正确认识中方内

外政策和战略意图。中方反对以“竞争”

来定义中美关系。

杨洁篪表示，中方重视拜登总统近

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注意到美

方表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搞“新冷

战”，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

策，同中方一道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走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

作共赢之路。

杨洁篪阐述了中方在涉台、涉港、

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

立场，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停止利用上述问题干涉中国

内政。

美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还就气候变化和共同关心的地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就重要问题保持经常性对

话和沟通。

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