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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要闻

环球@资讯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王希）记者4日从国务院国资委

获悉，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印发《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质量推进品

牌建设的意见》，指导中央企业高质量开展品牌建设，完善制度保

障，深化工作实践，加快创建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意见提出，全方位推进中央企业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加强全员、

全流程、全要素、国内国际全覆盖的全面品牌管理，强调“六个全面”

任务举措。

意见明确，要全面加强品牌战略管理，推进品牌深度融入企业

发展；要全面加强品牌目标管理，锻造品牌价值提升核心能力；要全

面加强品牌过程管理，强化品牌价值提升制度保障；要全面加强品

牌资产管理，系统提升整体品牌价值；要全面提升品牌国际化水平，

增强品牌全球影响力。

据了解，下一步，国务院国资委将做好部署推进，动态跟踪意见

实施情况，定期评估中央企业各项举措，总结工作成果和典型经验，

深化交流互鉴，推动中央企业系统提升品牌建设工作水平。

国务院国资委发文
推进中央企业品牌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王优玲）住房城乡建设部调研组

近日赴广东、浙江两省调研。调研组表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切实扛起责任，充分用好房

地产调控政策自主权，因城施策、精准施策，提升政策实施的系统性

有效性，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

调研组要求，要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满

足人民群众新期待。要多管齐下稳定预期、激活需求、优化供给、化

解风险，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调研组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交房攻坚战推进有

力，切实维护了购房人合法权益。持续落实房地产政策“组合拳”，

上半年全国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

稳定态势。二手房交易占比逐步提高，多个省份二手房交易量超过

新房，房地产市场呈现新的特点。

住房城乡建设部：持续巩固
房 地 产 市 场 稳 定 态 势

《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复制推广工作的

通知》日前印发。哪些试点措施将复

制推广？怎样推进各项措施尽快落地

见效？国新办7月4日举行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有关部门介绍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对接国

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试点成效及复制推

广有关情况。

77条试点措施向更大
范围复制推广

在自贸试验区自主开展对接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试验，并向更大范围

复制推广试验成果，是坚定不移办好

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重要举措。2023年11月，国

务院印发方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试

点80条措施，打造国家制度型开放示

范区。

“经过一年多的先行先试，80条

措施已基本落地，开展了一批引领性、

标志性制度创新，形成了一批具有较

高含金量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为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了‘自贸经

验’。”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弘说。

他介绍，为用好上海自贸试验区

制度型开放试点经验，在更大范围释

放制度创新红利，以高水平开放推动

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经过充分评

估论证，国务院印发此次通知，将试点

成熟、成效显著、风险可控的77条试

点措施向更大范围复制推广。其中，

34条复制推广到其他自贸试验区，43

条复制推广到全国。

据悉，77条措施主要聚焦加快服

务贸易扩大开放、提升货物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率先实施高标准数字

贸易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政

府采购领域改革、推动“边境后”管理

制度改革、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等

7个方面。

唐文弘表示，这次复制推广工作

着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便利，进一步

扩大市场开放，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

的机遇。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改

革等领域的措施将有力推动相关领域

深化改革，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

度环境。同时，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产

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提升企业

和群众的获得感。

多方助力推动先行先试

着眼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压力测

试，上海全力推动80条试点措施落地

见效，贸易投资便利化进一步提升，数

字贸易创新进一步提速，“边境后”制

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制度型开放红利

进一步释放，通过扩大开放培育了一

批新的增长点。

以数字领域为例，上海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吴伟介绍，上海自贸试验

区围绕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推

进数字技术应用、扩大数据开放共享

3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先行先试。通

过规则对接，上海数字贸易发展活力

进一步增强，2024年上海数字贸易进

出口达到1095.3亿美元，规模占全国

的30.1％。

海关总署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

司负责人杜朝新说，海关全力支持上

海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先行先试作

用。“如试点对在境外已实施检疫处理

的水果简化境内检疫措施，深化与进

口国的协同合作，推动监管数据互认，

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减少

企业通关时间，将进口的新鲜水果更

便捷、更安全地端上百姓的餐桌。截

至目前，共计有1.05万票水果采用了

该模式进行通关。”

金融领域也形成了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今年年初，我们优化

了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推

动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不断完

善，支持他们灵活调剂本外币资金，受

到经营主体的广泛欢迎。”中国人民银

行研究局负责人纪敏说。

开展更高水平制度型
开放试验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经累计复

制推广了379项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

新成果，形成了改革红利共享、开放成

果普惠的良好局面。商务部自贸区港

建设协调司司长孟华婷说，下一步，商

务部将会同各地方、各部门做好上海

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试点经验的复

制推广。

“根据部署，复制推广的各项措

施，确需制定具体意见、办法、细则、方

案的，应在一年内完成。商务部将持

续跟进复制推广工作的进展情况，及

时解决各地方、各部门工作中出现的

困难，以及企业和群众遇到的问题，切

实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取得实效。”孟华

婷说。

唐文弘说，商务部还将与各地方、

各部门一起，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

下，支持自贸试验区进一步主动对接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更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试验。密切跟踪国际高标

准经贸规则演进的趋势，进一步主动

拓展试点对接范围，试点一批有利于

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举

措。在市场准入方面加大压力测试力

度，推动电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有

序扩大开放。

“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其他

的金融管理部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

基础上，继续支持自贸试验区深化对

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和推动更高水

平制度型开放。”纪敏说，支持数字人

民币创新应用等措施推广到相关自贸

试验区，将优化电子支付服务等措施

推广到全国。

杜朝新表示，海关将继续探索开

辟海关监管数据来源的新途径，通过

数据共享共治，不断提升贸易安全和

便利化水平，为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贡献海关力量。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聚焦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77条试点措施

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自贸经验”
□新华社记者 张晓洁 谢希瑶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

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近日对外公

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来自水利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相关负责人围绕意见相关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水网建设是江河保护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水网主

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一批国家水

网重大工程加快推进。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

介绍，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已经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2022年以来，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引

江济淮一期、引汉济渭等12项重大

引调水工程建成通水；近年来新开工

的黄河古贤水利枢纽等31项流域防

洪控制性工程和重点水源工程，建成

后可新增供水能力49亿立方米。

在推进省市县级水网建设方面，

我国近年来新建安徽怀洪新河、广西

下六甲等 72 处大中型灌区，并对

1900多处大中型灌区实施现代化改

造，将新增改善灌溉面积 1.91 亿

亩。2022年以来，我国完成了6.3万

处农村供水工程，提升3.4亿农村人

口的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如何推动水利工程建设提质增

效？“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将坚持

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机

制跟着资金走，推动工程高站位谋划、

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平运行。”国家发展

改革委农村经济司负责人关锡璠说。

关锡璠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水

利部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完

善项目前期工作、及早下达中央投资、

加强建设质量管理、强化工程运行管

护，继续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形成人水和谐共生的
江河保护治理格局

意见提出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

民守护江河、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保护

治理格局。在场部门负责人表示，需从

节约用水、地下水保护治理、复苏河湖

生态等多方面着手，推动人水和谐。

意见对全方位提升节水水平作

出系统部署。水利部总规划师吴文

庆介绍，目前我国以全球6％的淡水

资源创造了世界18％以上的经济总

量。水利部将围绕农业节水增效、工

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等方面，

建立健全科学灌溉制度、节水产业发

展、再生水利用管理等制度体系，推

进节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地下水保护治理是全面推进江

河保护治理的重要一环。与2015年

相比，当前全国地下水超采量减少

31.9％，超采区面积减少6.8％。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张

祥伟表示，将在已有治理工作基础

上，提出地下水压采、回补和河湖恢

复面积等具体目标，从节水、产业结

构调整、水源置换、生态补水等方面

采取措施，压减超采量，填补亏缺量，

力争实现地下水水位持续稳中有升。

近年来，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取得

显著成效。“大家熟悉的京杭大运河

连续4年全线贯通，永定河连续5年

全线贯通，海河流域河湖生态环境持

续好转。”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介绍，越

来越多的河流水量多了、水质好了。

聚焦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下一

步举措，陈敏表示，要着重抓好母亲

河复苏行动、加强河湖生态流量管

理、强化水域岸线管理与保护、持续

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不懈抓

好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

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格局

意见提出构建流域防洪减灾新

格局。陈敏介绍，加快构建流域防洪

减灾新格局，就是着力构建现代化洪

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系统提升洪

涝灾害风险防控能力。

构建现代化洪涝灾害防御“三大

体系”，即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构

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健全洪涝灾

害防御工作体系。具体举措包括综

合运用蓄洪、滞洪、泄洪、排洪等综合

措施增强对洪水的主动调控能力，优

化气象水文监测站网布局，构建责任

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三位一

体”的洪涝灾害防御工作机制等。

今年，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特

征明显。截至4日上午8时，我国累计

已有3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目前全国已进入主汛期。”陈敏

表示，水利部将围绕“人员不伤亡、水

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

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滚动加密

雨水情监测预报，强化流域水工程统

一联合调度，抓好重点环节防御措

施，全力保障江河安澜。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如何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国新办发布会作出详解

构建现代化洪涝灾害防御“三大体系”
构建现代化洪涝灾害

防御“三大体系”，即完善
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构建
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健
全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
系。具体举措包括综合运
用蓄洪、滞洪、泄洪、排洪
等综合措施增强对洪水的
主动调控能力，优化气象
水文监测站网布局，构建
责任落实、决策支持、调度
指挥“三位一体”的洪涝灾
害防御工作机制等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7月4日拍摄的中国石化青岛炼化全海水环境漂浮式光伏项目

现场（无人机照片）。

近日，工厂化全海水漂浮式光伏项目在中国石化青岛炼化公司

并网发电。预计年发绿电近100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0.83万

吨，为沿海地区推广提供了重要示范。自7月1日投用以来，该项目

已累计发电12.31万千瓦时。 新华社发（张进刚摄）

7月3日，人们经过波兰华沙一处喷泉。世界气象组织3日发布

公报说，欧洲多地正经历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空气污染激增，野火风

险加大，居民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新华社/法新

77月月44日日，，船舶有序通过京杭大运河扬州段邵伯船闸船舶有序通过京杭大运河扬州段邵伯船闸。。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

居”，它们不仅点缀城市生活，更对维

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

作用，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精灵。强

化保护措施，增强爱鸟护鸟意识，守

护好这份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是全

社会共同的责任。

守护“会飞的邻居”，要坚决打

击非法猎捕贩卖国家保护鸟类等犯

罪行为。中国野生动植物种类多，

活动和分布范围广，少数地方乱捕、

滥猎、滥食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现象

仍时有发生，威胁野生鸟类等种群

安全。对此，要加大执法力度，推进

部门联动，借助高科技手段，坚持对

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鸟

类犯罪全环节打击，坚决斩断违法

犯罪链条。

守护“会飞的邻居”，要保护好

鸟类栖息地和迁飞通道。中国是世

界上鸟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

道，保护栖息地和迁飞通道对鸟类

生存繁育至关重要。曾经，鸟类的

生存空间不断遭受城市扩张、环境

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的挤压。如今，

湿地、森林、灌丛得到了更好的保

护，更多的城市规划建设选择为鸟

类留出一方天地，城市公园、绿地、

小区中多了“鸟语花香”的角落。同

时，对候鸟迁徙通道、停歇地、繁殖

地等区域加强巡护值守，确保候鸟

迁徙安全，也是护航鸟类繁育生息

的硬核之举。

更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亲近自

然风潮的兴起，正在全社会播撒下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种子。以观鸟活

动为例，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拿起望远

镜，观察这些精灵的千姿百态，聆听

它们的歌声，感受生命的奇妙与坚

韧，从中收获心灵的宁静与对自然的

深刻体悟。这种“不接触的互动”，有

利于培养生态保护意识，让爱鸟护

鸟、尊重生命从口号变成越来越多人

的自觉行动。

鸟类振翅飞翔的天空，也是我们

共享的蓝天。守护“会飞的邻居”，就

是守护生物多样性，守护我们赖以生

存的绿水青山。

（新华社上海7月4日电）

共同守护“会飞的邻居”
□新华社记者 董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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