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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日下午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
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习近平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
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
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
类可持续发展。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具有重要意
义。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
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
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
展潜力和后劲。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
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新冠
肺炎疫情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面对恢复

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我们要加强
团结、共克时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
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
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
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为了我们共同的
未来，我们要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

第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
人与自然关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
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
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第二，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
可持续发展。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
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
青山产生巨大效益。加强绿色国际合作，
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第三，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要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

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增强各国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
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有效遵守和实施国际规则。设立新的
环境保护目标应该兼顾雄心和务实平衡，
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习近平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
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
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方
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
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
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
国家公园体系。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
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
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
政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
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
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
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
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
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领导人峰会于10月12日在昆明以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土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龙、哥
斯达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扎帕罗夫、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
佩、英国王储查尔斯等以视频方式出席。

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2 日电
（记者 高 亢）记者12日从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月至9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824.3万辆和1862.3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7.5%和8.7%，增速比1
月至8月有所回落。

据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
绍，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207.7万辆和206.7万辆，环比分
别增长20.4%和14.9%，同比分别
下降17.9%和19.6%。当月，汽车
产销数据比上月有所好转，环比均
呈较快增长，但受同期基数较高影
响，同比依然呈现较快下降，其中

商用车产销降幅更为明显。
中汽协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分别达 216.6 万辆和 215.7 万
辆，分别同比增长 1.8 倍和 1.9
倍。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
与上年同期相比，纯电动和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延续了稳
步增长势头。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付炳锋表示，从 9月情况来看，
芯片供应短缺问题略有缓解，但
仍然不能满足生产需要。随着宏
观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汽车消费
需求仍然稳定。

前三季度我国汽车产销量
保持同比稳步增长

10月12日，在河北省黄骅市聚馆村，冬枣收购商在整理收购的冬枣。
黄骅市是“中国冬枣之乡”，近年来，当地加强冬枣产业链建设，

将冬枣采摘、文化旅游和电商直播销售相结合，同时引进冬枣深加工企
业，加工脆冬枣干果等相关产品提升冬枣附加值，货品畅销各地。目
前，黄骅冬枣产业年产值达11亿元，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10月12日，产业工人在合肥市第三届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大赛上进行模具组装操作。
当日，合肥市第三届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大赛在筑友集团合肥绿色建筑科技园举

行，来自合肥市建筑行业25支队伍的110余名建筑产业工人参加了比赛。比赛分为模具
组装、预制构件灌浆、构件装配三项。 新华社记者 杜 宇 摄

■新华社记者 安 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 10月 12日发布通

知，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
场化改革。我国将在保持居民、农业用电
价格稳定的同时，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
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
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
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改
革，在“放开两头”即放开发电侧上网
电价、用户侧销售电价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标志着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重
要一步。

“放开两头”取得重要进展

万劲松说，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管住
中间、放开两头”总体要求，此次改革，
在“放开两头”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集
中体现为两个“有序放开”。

在发电侧，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上
网电价。我国燃煤发电电量占比高，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在发电侧上网电价形成中发
挥着“锚”的作用。目前，已有约70%的
燃煤发电电量通过参与电力市场形成上网
电价。此次改革，明确推动其余30%的燃
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这将进一
步带动其他类别电源发电电量进入市场，
为全面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奠定坚实基
础。

在用电侧，有序放开工商业用户用电

价格。目前，大约44%的工商业用电量已
通过参与市场形成用电价格。此次改革，
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电力
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电，取消工商业目
录销售电价。尚未进入市场的工商业用户
中，10千伏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用电量
大、市场化条件好，全部进入市场；其他
工商业用户也要尽快进入。届时，目录销
售电价只保留居民、农业类别，基本实现

“能放尽放”。
通知同时明确，对暂未直接从电力市

场购电的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代理
购电价格主要通过场内集中竞价或竞争性
招标方式形成。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

万劲松说，改革的核心是真正建立
“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从当前
看，改革有利于进一步理顺“煤电”关
系，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从长远看，
将加快推动电力中长期交易、现货市场和
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发展，促进电力行业高
质量发展，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并将对加快推动发用
电计划改革、售电侧体制改革等电力体制
其他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
动范围

通知明确，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
动范围。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

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
不超过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
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
上浮20%限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一级
巡视员彭绍宗说，这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让电价更灵活反映电力供需形
势和成本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燃煤发
电企业经营困难、激励企业增加电力供
应，抑制不合理电力需求，改善电力供求
状况，更好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明确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
上浮20%的幅度限制，有利于引导高耗能
企业市场交易电价多上浮一些，这样可以
更加充分地传导发电成本上升压力，抑制
不合理的电力消费；也有利于促进高耗能
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他说。

对物价水平影响总体有限

此次改革将对工商业用户用电成本和
物价水平产生哪些影响？

彭绍宗说，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扩大上下浮动范围，在电力供需偏紧
的情况下，市场交易电价可能出现上浮，
在一定程度上推升工商业企业用电成本。
但分用户类别看，对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
电价，规定其不受上浮20%限制，就是要
让用电多、能耗高的企业多付费。其他工
商业用户，单位产品生产用电少，用电成

本在总成本中占比总体较低，市场交易电
价出现一定上浮，企业用电成本会有所增
加，但总体有限。

他说，考虑到不同用户的情况，围绕
此次改革作了针对性安排：一是各地根据
情况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并建
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确保平稳实
施；二是鼓励地方通过采取阶段性补贴等
措施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优惠；
三是继续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中小微企业融资、制造业投资等一
系列惠企纾困措施。

彭绍宗说，此次改革特别强调要保
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对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没有直接影响。如果
市场交易电价上浮，会一定程度推高企
业特别是上游生产企业用电成本，对工
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有一定推升作
用，但改革措施有利于改善电力供求状
况，更好保障企业用电需求，促进企业
平稳生产、增加市场供给，从总体上有
利于物价稳定。总体看，此次改革对物
价水平影响有限。

通知明确，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
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
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
障供应，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彭
绍宗说，改革实施后，居民、农业用户将
和以往一样购电用电，方式没有改变，电
价水平也保持不变。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建立“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
——我国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人民日报评论员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

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
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
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
志”，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
大势，指出“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
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
业”，强调“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
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
现”。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
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
心愿，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孙中山先生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分
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是一个统一
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
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
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
来。”他强调：“‘统一’是中国全
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
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
害。”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
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
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继
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
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
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
大抱负，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
的历史进程。祖国必须统一，也必
然统一，这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
史潮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和平
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
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
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我们坚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
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
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
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
祉系于民族复兴。中国梦是两岸同
胞共同的梦，民族复兴、国家强
盛，两岸同胞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
生活。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进程中，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国
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民
族复兴的荣耀。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台独’
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台独”损害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只会给两岸同胞带来祸害。历
史充分证明：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
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
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
复兴美好未来。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
大能力！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新征
程上，两岸同胞、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形成万众一心、
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就一定
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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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10月12日，参加比赛的选手在进行扎染制作。

当日，全国纺织非遗扎染职业技能邀请赛决赛在江苏省海安市举行，入围决赛的
选手参加了扎染知识理论考试和设计制作技能比赛，在竞技同时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
魅力。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太原10月12日电（记者 王
学涛 刘扬涛）记者12日从山西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0月2日
至7日，山西省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
秋汛。持续强降雨致全省11个市76个县
（市、区）175.71万人受灾，因灾死亡15
人，失踪 3人，紧急转移安置 12.01 万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57.69万亩，倒塌
房屋1.95万间，严重损坏1.82万间。目
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厅长王启瑞介绍，
受强降雨影响，山西省内37条河流发生
洪水，高速公路、国省干线、铁路运行受
到一定影响。汾河新绛段、乌马河清徐

段、磁窑河汾阳段、孝义段等多处发生决
口，南同蒲线祁县昌源河大桥桥台被冲
垮，枕木悬空，导致列车停运。

灾情发生后，山西省及时启动各类应
急响应，紧急调拨救灾款物，全力开展抢
险救援。目前，汾河新绛段决堤已合龙；
清徐县乌马河流量已回落至每秒22立方
米，决堤正在修复；磁窑河汾阳段决口已
合龙；磁窑河孝义段抢险仍在进行中；南
同蒲线昌源河大桥上行线已恢复通车，下
行线正在全力抢通。

山西积极安置和救助受灾群众。据初
步统计，截至目前，山西省累计实施临时
救助受灾困难群众43042人，其中城乡低

保、特困供养对象22509人，发放救助资
金2500.1万元。山西省各级慈善会共接
收社会捐款2.14亿元和价值0.76亿元的
物资，1.48亿元善款和价值0.62亿元的御
寒衣被等急需物资正陆续下拨灾区。目
前，转移安置在学校、宾馆、幼儿园等
845个集中安置点的群众，生活保障基本
到位。

此外，受连续强降雨影响，山西省公
路灾损6021.36公里，造成32处高速公路
中断，72 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中断，
3238处农村公路中断。山西省交通运输
系统迅速展开应急响应，统筹调度人员和
机械集中开展应急抢险、抢通保通等工

作。截至10月11日，全省高速公路已抢
通阻断路段30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已
抢通阻断路段19处，农村公路已抢通阻
断路段2800处。

针对山西76个县在田作物受灾、畜禽
圈舍倒塌、农田及设施毁损、秋收秋种秋
耕推迟等问题，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迅速行
动，确定把救灾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
任务，以减灾减损、抢收抢种为中心组织
开展“三秋”生产。目前全省农业农村系
统约3000余名干部和专家在田间地头开展
服务，推广防灾减灾措施、秋收秋种关键
技术，督促协调农业保险机构定损理赔
等，帮助受灾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山西最强秋汛致175万余人受灾15人遇难
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