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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 12 月 22 日电 记者武
自然报道：2016 年，滨海新区地区生
产总值预计将突破 1 万亿元，成为国
内首个 GDP 过万亿元的国家级新区。

今年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
家战略 10 周年。10 年来，滨海新区从
南到北统一布局，从东到西统筹推进，
重塑产业版图，基本形成了“东航运、
南重工、西高新、北旅游、中服务”五大
产业板块格局，天津开发区、天津港保
税区、天津滨海高新区、东疆保税港
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中心商务区、临
港经济区，已经成为新区发展的主力
军和重要支撑。天津市滨海综合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蒋宁认为，之所以能在
较短时间内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过万亿
元这一目标，与滨海新区加快建设高
水平现代化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引
进培育优质项目，加速实现国家定位
密不可分。

2010年1月，天津滨海新区挂牌成
立，开启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篇
章。此后，滨海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以
年均 15%以上的速度增长，在国家级新
区中始终处于领先位置。“十二五”时
期，滨海新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 万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2.6 倍。
进入“十三五”，滨海新区已形成 6 个国
家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4 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正在成为高水平国家制造和
研发转化基地、京津冀东部滨海发展核
心区。

“大项目、好项目和优质项目已成
为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成为滨
海新区经济持续发力的能量储备。”天
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
表示。制度创新为开发开放创造了更
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滨海新区在全国
率先成立行政审批局，审批印章由 109

颗变为1颗，审批效能全国领先。意愿结汇、跨境人民币创新等诸
多国内改革试点也在新区率先试水。

据统计，滨海新区先后承载了 30 多个国家级、市级改革试
点。从开发区到保税区、高新区再到如今的自贸区，滨海新区始终
站在改革前列。滨海新区还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主动对接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已与 30 多家央企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引进来自
北京的重点项目近2000个，实际到位资金2300亿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2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
法》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加快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范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工作，根据有关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的评价考核。

第三条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实行党政同责，地方党委和政府领
导成员生态文明建设一岗双责，按照客

观公正、科学规范、突出重点、注重实
效、奖惩并举的原则进行。

第四条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在资源环境生态领域有关专项考核的
基础上综合开展，采取评价和考核相结
合的方式，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

评价重点评估各地区上一年度生
态文明建设进展总体情况，引导各地区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工作，每年开展
1 次。考核主要考查各地区生态文明

建设重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强化省级
党委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
督促各地区自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每
个五年规划期结束后开展1次。

第二章 评价

第五条 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
（以下简称年度评价）工作由国家统计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会同
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下转第三版）

本报甘肃酒泉 12 月 22
日电 记者杜芳报道：12
月 22 日 3 时 22 分，我国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我国首
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
验卫星 （简称“碳卫星”）
发射升空。此次任务，还搭
载发射了 1 颗高分微纳卫星
和2颗光谱微纳卫星。

碳卫星的成功研制和后
续在轨稳定运行，将使我国
初步形成针对全球、中国及
其他重点地区的大气二氧化
碳浓度监测能力，填补了我
国在温室气体检测方面的技
术空白，其成果对我国掌握
全球变暖的变化规律和全球
碳排放分布、提高我国在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
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详见第十六版）

形成六个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四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
—

滨
海
新
区
成
首
个
万
亿
级
国
家
新
区

中办国办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我国首颗碳卫星发射成功我国首颗碳卫星发射成功

12月22日3时22分，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升空。 任 晖摄（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 12 月 22 日讯 记者欧阳梦云报道：京津冀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建设今天正式启动，旨在将京津冀区域打造成为国家
大数据产业创新中心、应用先行区、改革综合试验区和全球大数据
产业创新高地。

据了解，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主要包括建立京津
冀政府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大数据产业聚集、
大数据便民惠民服务、建立健全大数据交易制度和大数据交易平
台等试验探索。

据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伯旭介绍，京津冀三地将各自发挥在
大数据产业、技术、市场资源密集的优势，计划通过5年的建设，到
2020年底初步建立大数据服务新体系。

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正式启动

冬季取暖会不会加重雾霾？垃圾分
类如何确保到位？畜禽养殖粪便都去哪
了？养老院服务质量如何？租房子会不
会遭遇黑中介？“舌尖上的安全”有没有
保证？⋯⋯

这些人们日常生活中都会面对、都
要经历、都很关心的民生“小事”，成为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的重要议
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等问题，都是大事，关系广
大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民生一直是
我们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
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
高度重视民生、着力改善民生，让老百姓
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4 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环保管理体
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一项项聚
焦民生、着眼长远的改革政策着棋落
子。即使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
下，民生保障力度不减反增。今年前 3
季度，居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
与计划生育、保障房建设领域等方面
财政支出普遍增长14%以上，就业、物
价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
贫困人口预计减少 1000 万以上，生态
环境有所好转，绿色发展初见成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解决为
什么人、由谁享有这个关键问题。只
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作出有效的
制度安排，才能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

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聚焦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既盯住了
改革的“最后一公里”，也抓住了民生
建设的“牛鼻子”，根本目的就是要把
改革的红利真正送到百姓手中。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用
10 个“更”来描述这个目标：更好的教
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
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
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
好、生活得更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在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经济发
展，根本还是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从中不断创造新
的增长点、培育发展动力、提高增长潜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从解
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迫切需要解决
的突出问题着手，补上硬的短板和软的
短板、发展短板和制度短板，切实从满足
需求出发，增加有效供给。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年终岁末，
事务繁杂。我们要从“关键小事”入手，采取
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
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地帮群众解难
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

“ 关 键 小 事 ”暖 民 心
萃 华

深化改革 降低企业税费“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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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筒名称：南副井立井；井筒垂
深：137.9m；井筒直径：4m；封闭井时
间：2016年10月13日。”当这块新铭牌
被钉在水泥封闭的矿井井口时，标志着
有 90 年建矿史、位于山西太行山区的
石圪节煤矿正式关井。

石圪节煤矿的关闭，是山西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山西煤炭在积极退出落后产能的同
时，加大了培育先进产能力度，在“去旧
育新”中强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加快产业转型步伐。
“一吨煤的利润不及一瓶矿泉水的

价格”，自 2013 年以来，煤价断崖式下
跌，煤炭大省山西深受其苦。2015年，
山西全省煤炭企业亏损 94.25 亿元。
亚洲最大的炼焦煤企业山西焦煤集团
公司全年生产 1 亿吨煤炭，利润只有
5000万元，同比降低94%。今年以来，
煤价虽有回稳态势，但仍难阻止煤炭企
业巨额亏损。

为加快煤炭产能退出，山西于今年

8 月份发布了《关于对山西省 2016 年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目标分解及时间进
度安排的公告（第一批）》，被外界称为

“煤炭大省打响去产能的第一枪”。山
西省煤炭厅副厅长胡万升表示，2016
年目标是率先退出 2000 万吨产能，计
划在 2020 年前退出 1 亿吨以上。期间
原则上停止核准新建煤炭项目，停止审
批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不再审批
煤炭生产能力核增项目，全省矿井数量
由目前的1078座减少到900座以内。

据了解,截至10月底，山西省已关
闭 25 座煤矿，退出煤炭产能 2325 万
吨，居全国第 1 位，煤炭去产能和减量
化生产取得积极成效。1月至10月，全
省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下降 15.7%，
但销售收入逐月增长，由年初的128亿
元增加到 10 月份的 261 亿元。企业经
营状况逐步改善，9 月份实现扭亏为
盈，全行业结束了连续 26 个月亏损的
局面。

（下转第二版）

“去旧育新”致力绿色发展——

山西煤炭行业转型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刘存瑞

12月22日，北京西站工作人员将火车票送到北京本草方源药
业有限公司员工手上。春运在即，为方便外地务工人员返乡，北京
西站为购票较为集中的企业送票上门。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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