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网络直播间互动宣讲、在

放牧的草地上围坐宣讲、用音乐快

板演出宣讲⋯⋯连日来，新疆、辽

宁、山东、青海等地的宣讲团坚持

深入基层一线，采取分众化、对象

化、互动化的宣讲方式，推动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群众心中

生根发芽。

9 月 23 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百姓巡回宣讲团走进阿拉山

口市，为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带来

一场内涵丰富、鼓舞人心的宣讲。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人民

至 上 显 真 情 ，人 民 至 上 解 民

忧’⋯⋯”宣讲团成员李连忠生动

的讲述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随

后，其他几名宣讲团成员分别从

旅游、就业、教育、生态等方面切

入，结合身边鲜活事例，讲述了一

个个感人故事。

宣讲团成员特力克·热合买

提多拉表示，作为宣讲团成员，更

应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

和实践要求，扎实做好宣讲工作，

切实把全会精神讲准、讲透、讲实，

确保真正深入基层、入脑入心。

在 8 月中下旬经历了强降

雨汛情的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

县，当地紧密结合灾后重建工作，全面深入开

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县委宣讲

团组建后，坚持领导带头讲、理论骨干广泛

讲、驻村干部主动讲，深入浅出地传达全会精

神，生动描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用

全会精神鼓舞党员干部、激励受灾群众。

如何用接地气的语言让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辽宁省阜新蒙

古族自治县组织了“青春之队”宣讲队，与基层

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开展面对面、互动式

的宣讲。“音乐快板的演出方式很接地气，朗朗

上口，而且听得懂、记得住。全会提出的一系

列改革举措，特别是关于现代农

业的部分，为我们农民群众指明

了前进方向。”于寺镇官营子村

“90后”村民赵岩飞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刚刚

结束，山东省新泰市“说点政事”

政务宣讲直播间就热闹非凡。“亲

爱的观众朋友们，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强调要‘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

系’，这是我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今天的直播宣讲

将由市人社局为大家全面解读相

关内容⋯⋯”主播刚介绍完，评论

区就开始热闹起来。

如今，“说点政事”政务宣讲

直播间已经成为新泰市宣传宣

讲全会精神、服务社会民生的新

阵地。通过这种方式，当地还把

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切实为群

众谋利益、办实事、解难题的实

践中，不仅让群众对全会精神

“看得见、摸得着”，还能获得实

实在在的实惠。

在广阔的草地上，青海省将

宣讲活动搬到了牧民家门口。

秋日午后，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

县的澜沧旗红双语宣讲团下乡

开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宣讲活动，牧民们围坐在草地上学政策、提问

题，宣讲团成员及时进行解答。这已成为当

地开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的

固定模式。

宣讲团团长龙仁江措介绍道，宣讲团成

员共有 14 名，他们来自农牧、民政、法院、公

安、医卫、气象等部门。“大家在宣讲前都要结

合各自领域进行备课，用口语化的语言将全

会精神和惠民政策讲给老百姓听。宣讲结束

后，我们还会进行相关政策知识的科普，力求

让宣讲效果最大化。”他说。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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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加油机作弊需智慧监管

曾诗阳

治理加油机作弊需智慧监管

曾诗阳

使用不具备反作弊功能的

加油机，私自篡改计税数据，广

西某加油站两个月内少缴增值

税超过 87 万元⋯⋯近期，公安

部公布多起打击加油机作弊犯

罪典型案例。

加油站使用作弊加油机不

仅侵害消费者利益，而且扰乱国

家税收征管秩序。实施加油机

作弊改装、加装，涉嫌非法控制

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这类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

不法利益驱使，也因犯罪团伙利

用技术手段对抗干扰执法检

查。要强化技术支撑，加强预防

和查处加油机作弊的技术研究，

加快研发鉴定技术装备，破解这

类犯罪发现难、取证难的问题。

我国境内加油（能）站总量

超过 11万座，逐家检查、治理加

油机作弊效率低、易反弹，需探

索推进加油机智慧监管新模

式。2022 年以来，广西、河南等

省份逐步建立地方加油站大数

据平台，初步实现对加油站基

本信息和“进销存”的实时跟

踪。今后应加快搭建加油机智

慧监管平台，对更大范围内的

加油站进行实时管控，形成数

据监测闭环，定期开展风险扫描，让作弊加油机无处遁形。

治理加油机作弊不能搞“一阵风”，要将专项治理与

常态化监管相结合，织密制度防护网。近年来，市场监管

总局修订发布新标准，强化加油机防作弊应对措施；税务

部门强化对加油站税收征管和稽核能力⋯⋯各部门协同

合作，切实筑牢税收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屏障。

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不能贪便宜选择不正规的加油

站，加油时要注意查看加油机强制检定合格标志，核实加

油量和金额，一旦发现异常，保存好票据并及时向监管部

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张卓元：士谋良策为其国张卓元：士谋良策为其国
他扎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70 余

年，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

树”；在价格改革、建设现代市场体

系等方面提出许多颇具建设性意义

的主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

了突出理论贡献；耄耋之年仍笔耕

不辍，关心着年轻学者的成长。

“为国家发展尽经济学家的天

职。”这是他毕生身体力行的信念。

他 ，就 是“ 经 济 研 究 杰 出 贡 献

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

70 余年笔耕不辍：“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

当 选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学 部 委

员，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

就奖，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

工作⋯⋯谈到张卓元，人们难以避

开这些夺目的“光环”。

但当记者问张卓元，是什么促使

他投身经济学研究时，他只简单回答

了两个字：“兴趣”。

1933 年，张卓元出生于广东梅

县。1950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

个正在紧张备考的高三学生读到了

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

治经济学》。尽管对书中的基本原

理一知半解，但书中对资本主义经

济的分析使张卓元入了迷，让他对

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兴趣的力量是巨大的。1950年高

考，17岁的张卓元以优异的成绩被清

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

同时录取，他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开启

了与经济学长达70余年的不解之缘。

张卓元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著作

近30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主持编写

了《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和

《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等重要文献，为

中国经济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做学问难，难在耐得住寂寞、守

得住信念。张卓元，正是那个坐得

住“冷板凳”的人。

2009年，张卓元在报纸上发表的一

篇文章讲出了他心中的“学术观”——

“对于做学问来讲，最重要的应

该是兴趣，其次才是天赋。仅有天

赋，没有兴趣，对知识没有渴求和好

奇，很难静下心来钻研。兴趣恰恰

是‘坐下来’并且‘坐住’的关键。”

探寻“价值规律”：“研究
应与国家所需相结合”

谈到自己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

张卓元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赶

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社会经济大变革的好时代。

大学毕业后，张卓元进入中国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工作，随后参加了由时

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主持的《社

会主义经济论》的编写整理工作，开

始了对“价值规律”的不懈探求。

1962年，张卓元发表了《对“价值

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

讨》一文，对商品社会使用价值是商品

价值能够实现的前提进行了探讨，在

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大潮

中，张卓元从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

出发，逐渐产生以市场化推进价格

改革的观点，与后来坚持稳定地推

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

革的主张逻辑一致、思想一脉相承。

70 余年研究生涯，张卓元始终

把自己的研究和国家发展所需紧密

结合起来，将理论的创新扎根于我国

经济建设的实践，参加了诸多中央文

件的起草和决策咨询工作，对我国经

济改革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

济学家的天职，也是我们施展才能、

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

2013年，在荣获第二届吴玉章人

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张卓元在

致辞中这样说道：“这个时代为经济学

家的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极为

丰富的素材，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施

展才能的最广阔的舞台。”

一步一个脚印：“向调
查研究求智慧”

调 查 研 究 ，是 我 们 党 的 传 家

宝。对此，张卓元也有着自己的理

解与坚持。

“1961 年 和 1962 年 ，我 两 次 跟

随国家有关部门到浙江开展调研，

一 次 是 到 杭 嘉 湖 地 区 调 查 农 业 生

产、农民收入、农产品成本问题，一

次 是 到 杭 州 调 查 农 产 品 成 本 和 价

格 问 题 。”张 卓 元 回 忆 ，这 两 次 调

查，使他对我国农村的实际有了初

步 的 了 解 ，也 有 了 更 为 清 晰 的

认知。

调查回来后，张卓元的两篇文

章分别发表在《经济研究》和《光明

日报》上，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没有两次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是

写不出这两篇文章的。”张卓元说。

实践出真知。张卓元认为，做

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研究，不能只从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

抠概念，而是要更多地从实际出发，

找问题、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

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研究如此，为师亦如此。对于

自己的学生，张卓元也要求他们不

能 只 是 囿 于 书 本 或 是 在 网 上 查 资

料，吸收别人的“间接经验”，而是

要 多 开 展 实 地 调 查 、多 了 解 真 实

情况。

如今，张卓元已 91 岁高龄，但仍

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健康的生

活习惯。

与此同时，他仍旧对当前的经

济 体 制 改 革 问 题 保 持 着 高 度 的 关

注，特别是关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等部署。

“ 高 山 高 而 不 险 ，流 水 急 而

不 湍 ”——

这是“稳健改革派”张卓元的学

术生涯，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新华社北京电）

讲得透

、听得懂

、用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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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辽宁

、山东

、青海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宣讲活动
新华社记者

□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王雨萧

龙 华 河 畔 致 富 忙

“今年游客真不少。我家开了个小饭馆，

顺便卖土特产，大半年就多挣了 5 万多元。”近

日，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上社镇徐峪沟村村民

孙喜民喜上眉梢。

近年来，盂县充分利用特色资源，探索沉

浸式旅游，发展生态观光、垂钓采摘等新业态。

村民都说，有了“致富河”，日子越过越红火。

阳泉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中国工农红

军第二十四军在这里成立。这里煤炭资源丰

富，但过度依赖煤炭导致资源环境日益恶化。

如何破局？盂县决心做好一条河的文章。

龙华河是盂县的母亲河，近年来开展大

规模河道治理工程，修筑大坝 1.5 万米，新增

水浇地 1 万多亩，为当地农业发展作出贡献。

2021 年开工的龙华口调水工程是山西大水网

“第二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投资 20.3

亿元，项目完工后成为向阳泉城乡供水的主

要水源。盂县水利局副局长张爱军介绍，盂

县全面完善河流管理保护机制，有效推动河

长制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转变。

盂县神泉村村民武存龙告诉记者，治理

龙华河同时，村里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路灯安装，污

水、自来水管网改造和村南麻河臭水坑整治

等多项改造工程，村子颜值越来越高，村民日

子越过越好。

去年，总投资 92.5 亿元的盂县上社 140 万

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获批开工。项目建成

后，年发电量约 28.1 亿千瓦时，年产值可达

10.2 亿元。

清澈的河水、葱郁的树木、绚丽的花朵⋯⋯

如今，龙华河畔一派生机勃勃景象，吸引游客

纷至沓来。盂县将打造集健康评估、温泉理

疗、餐饮民宿于一体的文旅康养示范区，初步

形成产业发展新布局。

从 25 亿 元 到 9014 亿 元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数据显示，上世纪 80 年代初，全国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每年为 25 亿元至 30 亿

元，到 80 年代末期年度投资总额已超 100 亿

元；2022 年，投资总额达 9014 亿元，与 2001 年

相比增长 6.7倍，年均增长 10.2%。

持续增长的污染治理投资为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坚强保障，美丽中国建设积厚成势、

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徐

徐铺展。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空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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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

主要污染物防治深入展开，排放总量有效

降低。2023 年，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同比分别下降 2.0%、

7.1%、2.2%、2.1%，排放情况好于“十四五”规划

目标时序进度要求。

擦亮蓝天。2013 年，国务院印发“大气十

条”，提出了 10 条 35 项综合治理措施，重点行

业整治、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机动车

污染治理等全面推行。在各地不懈努力下，空

气质量持续好转。2023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 PM2.5平均浓度为 30微克/立方米。

守护碧水。“十四五”以来，地表水环境继

续向好，重点流域水质改善明显。黄河流域水

质首次由良好改善为优，海河流域水质由轻度

污染改善为良好。长江干流连续 4 年、黄河干

流连续 2年全线水质保持Ⅱ类。

保卫净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强

化土壤污染防控，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

控。2023 年，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1%以上。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前不久，第 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会议上，山东东营黄河口等 5 处提名

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东省生态环境

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山东全力推进黄河口国家

公园建设，目前各项重点工作已基本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

园、海洋公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

截至2021年，我国共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4个，

比2000年增加31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9821万公顷，比2000年增长69.2%。

75年来，亿万人为了建设美好家园不懈努

力，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重塑。

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森林覆盖率仅 8.6%。第九次全国森林资

源清查结果显示，全国森林面积为 2.2亿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 23.0%，森林蓄积量 175.6亿立方

米。2023年，全国完成造林 399.8万公顷，种草

改良 437.9 万公顷，完成国土绿化任务超 800

万公顷。

水土保持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11 年至

2023年，全国水土保持率从68.9%提高到72.6%，

中度及以上侵蚀占比由53.0%下降到35.0%。

荒漠化沙化治理成效显著。截至 2019年，

荒漠化土地面积257.4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

积 168.8万平方公里；与 1999年相比，荒漠化土

地面积减少 10.0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减

少5.5万平方公里。

目前，我国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

效保护，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从 1978年首次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

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宪法，到 1989年

环境保护法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进入

法治化轨道。近年来，生态环境领域立法节奏

不断加快、覆盖面越来越广、针对性越来越强。

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30 余部、行

政法规 100 多件，为形成并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印发实施《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几十项

具体改革方案，逐步建立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

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

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生态文明绩效

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基础制度。

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表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

“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建立实施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污染防治攻坚战

成效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

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责任体系更加严密健全，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断增强。

□ 本报记者 刘 瑾

□ 本报记者 梁 婧

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开幕
据新华社杭州 9 月 25 日电（记者林光耀）第三届全

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25 日在杭州开幕，446 项新产品、新技

术将在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

本届数贸会由哈萨克斯坦、泰国担任主宾国，广东省作

为主宾省参展，展会总规模达 15 万平方米，比上届提升

88%。设置 1个综合展区和 8个特色数字产业展区，更加体

现专业化，更聚焦行业热点和发展趋势。32个国家和地区

的龙头企业参展，国际企业参展数量和面积占比均超20%。

9 月 25 日，游客在天安门

广场观赏当日亮相的“祝福祖

国”巨型花篮。巨型花篮顶高

18 米，以喜庆的蔬果花篮为主

景，篮内除传统的牡丹花、月

季花等花卉外，首次选取了分

别寓意福禄吉祥、喜庆丰收、

红红火火的葫芦、南瓜、辣椒

等蔬果，体现“蔬果飘香、繁花

似锦”。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上接第一版）为河南省科学院“量身打造”推动创新的立法

保障，在嵩山实验室、龙门实验室等新建实验室运行新的体

制机制，聚团引进哈工大、上海交大、北理工等一批知名高

校研究院⋯⋯提升资金投入效能、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

员更大自主权的种种改革在这些创新平台中纵深推进。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

在一致、相互支撑。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才能构筑人才竞争优势。河南给政策、建平台、重教育、

细保障，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营造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展现了从人

口大省迈向人才强省的豪迈气魄和求才之诚。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河南在

创新之路上蹚出来的经验，对同样奋进在中部崛起路上的

中部省份来说，极具借鉴意义。期待河南打造一流创新平

台、培育一流创新主体、构建一流创新生态，让创新成为新时

代河南更鲜亮的名片，谱写出新时代更加出彩的科创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