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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烟囱里飘出的不是废气而是水蒸气。”“封闭
式煤场完全颠覆了我对火电厂的想象。”……5月18日，
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举办以“数智华电 绿动未来”为
主题的“度度关爱”公众开放日活动。学生、记者和华
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职工的家属等50余人组成参观团参
加活动，见证传统火电的绿色蝶变。

参观团先后到企业文化展示墙、升压站、热网首
站、圆形煤场及郑茂成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地参
观。在圆形煤场，智能化堆取料机在全封闭钢结构
穹顶下有序作业。“通过封闭式煤场和超低排放技
术，我们实现了‘燃煤不见煤’的生态目标。”讲解
员的介绍让参观团成员频频点头。来自郾城小学的学
生肖卓均指着冷却塔兴奋地说：“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
获。以后我会告诉家人，它不是烟囱而是冷却塔，排
放的是水蒸气！”

在升压站，排列整齐的输变电设备让参观团成员直

观感受到电力输送的严谨性。在供热首站，参观团成员
看到，从水煤浆制浆、水处理到锅炉汽轮机运行的每个
环节都配备了环保处理系统。工作人员介绍：“大家看到
的白色烟雾是经过五道环保工序处理后的水蒸气，排放
指标优于国家标准，除尘效率达99.97%。”

在郑茂成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参观团成员了
解了其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深刻感受到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对科技创新
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郑茂成大师及其团队
成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攻克了多
项生产技术难题，为企业安全生产和高效运营提供
了有力支撑。

活动尾声，参观团成员与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员
工深入交流。该公司职工家属感慨地说：“我今天才真正
理解了家人工作的意义。他们为千家万户的光明和温暖
默默奉献，我们感到十分自豪！”“这种体验式教学让孩

子直观理解‘双碳’战略的意义，比课本知识更震撼人
心。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非常有意义！半天的参观让我
和孩子都受益匪浅。”参观团成员李女士说。

近年来，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持续履行央企社会
责任，连续八年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并打造常态化科
普平台，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向用户、在校学
生、媒体工作者等宣传发电（热）用电（热）常识、火
力发电技术等，构建起“企业—社区—校园”绿色发展
的共同体。

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其现有的
2×330MW热电工程是华电集团在河南投资建设的首
个热电联产项目，工程质量和试运指标均达到国内同
类型机组领先水平，被华电集团誉为“系统内同类型
机组的标杆”。近年来，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先后被
评为全国电力系统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安全
文化建设示范企业、河南省电力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
位、河南省绿色发展先进企业，并获得中国电力优质
工程奖、中国优质工程奖 （银奖）等。其“燃煤不见
煤、发电不排废”的生态实践为传统火电转型提供了
鲜活样本。

本次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可视、可触、可感的深度
体验，向社会公众揭开了智慧火电的神秘面纱。环保设
施成为科普课件，煤炭燃烧演绎“绿色魔术”……华电
漯河发电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践行了“既要万家灯火，
也要绿水青山”的庄严承诺，展示了生态优先的发展成
果，展现了驻地央企担责、履责、尽责的良好形象。

探秘智慧火电探秘智慧火电 共筑绿色未来共筑绿色未来
——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公众开放日展现能源转型新实践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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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压站，工作人员向参观团介绍电力生产输送管控流程。

在供热首站，讲解员向参观团介绍生产流程。

郑茂成（蓝衣）在工作室向参观团普及知识。

公众开放日活动现场。 参观团参观创新创效工作室。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城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载
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
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提供指引。

城市更新将聚焦哪些重点任务？下一
步将如何协同推进、加强落实？20日，在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详
细解答了意见相关问题。

围绕人民关切，意见部署了八个方面
的主要任务：加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
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开展完整社区
建设，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
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改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
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
合性、系统性战略行动。”住房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秦海翔说，意见部署推进好房子、
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同时，意见聚焦为
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很多务实举措，
以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创造
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加方便高效
的公共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

城市更新主体多元、诉求多样，需要
建立健全适应城市更新的实施机制。秦海
翔表示，意见提出“创新完善以需求为导
向、以项目为牵引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
突出了三个特点：抓体检，建立城市体检
与城市更新一体化的推进机制；抓规划，
建立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
的规划实施体系；抓落实，建立城市更新
政策协同机制。

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保障，是顺利推进
城市更新的必要条件。针对城市更新常见
的用地问题，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
说，自然资源部将总结推广正在开展的43
个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经验，进一步
完善规划管控、用途管制、土地储备、土
地供应、不动产登记等全链条的政策机
制，出台更多实用有效的用地政策，助力
城市更新行动。

“通过建立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加强存量资源资产调查，摸
清数量、权属和利用情况，并落实‘老城
不能再拆’的要求，针对性开展城市内部

自然和人文历史方面的空间要素调查，形
成统一的底图底数。”张兵说，要在“一张
图”上推动完善调查、登记、权益、规
划、用途管制、执法督查等全生命周期管
理，畅通部门间数据共享。

城市更新需要大量资金资源要素的投
入，如何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
投资司负责人赵成峰表示，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稳步有序推进城市更新重点工程实
施，持续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2025年
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门设立城市更新专项，
支持城市更新相关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在已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的基础上，扩围支
持城市危旧住房、老旧街区（厂区）转型
提质等工程。

“城市更新项目投资额较大，单靠政府
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多元化、
多层级的资金投入机制。要围绕完善投入
机制、提高投入效率，调动各方力量积极
参与。”赵成峰说。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说，中
央财政立足于探索新模式、城市更新重点
任务、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等“三个聚焦”
来支持城市更新。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全社会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投
融资模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和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吸引社会资本、社
区、居民等各方面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工作。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与风险监测司司长
廖媛媛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研究出台专
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明确贷
款条件标准，满足城市更新行动金融需
求，提高金融服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金融机构应该充分考虑城市更新项目
特点，在全面测算项目综合收益和风险基
础上，开展授信审批和风险管控，做好专
款专用和资金封闭管理。”廖媛媛说。

意见是指导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纲领
性文件。秦海翔说，在组织实施上，意见
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充分考
虑到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异，要科学
合理确定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细化实施
路径，完善工作方法，按照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的原则，有力有序推进实施，力戒
形式主义，杜绝“面子工程”“形象工
程”，确保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聚焦哪些重点？
如何协同推进？
——五部门详解《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南考察

并发表重要讲话。广大干部群众表
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为遵循，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凝心
聚力、鼓足干劲，自觉做推动高质
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践行者，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坚持创新引领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机器轰鸣中，洛阳轴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工人们正
在忙碌作业。9大类型3万余种产品
在这里制造，应用于航空航天、工
程机械、风力发电等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说，现代
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
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
子。这坚定了我们做好制造业、挺
起民族轴承工业脊梁的决心。”现场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洛
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新莹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王新莹表示，企业将加大科技
研发力度，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
浪潮，提升核心竞争力，让轴承这
一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更好
服务于各产业，实现从传统制造向
先进制造的跃升。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
柱，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力量。

湖南智电谷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负责人刘鑫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
科技创新的重视，让我们深受鼓
舞。研究院正在布局建设中试基
地，在各个孵化项目逐渐落地过程
中，架起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
桥梁。“我们将努力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破解转化梗阻，让科技成果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总书记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为河
南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让我
们更加坚定迎难而上的信心。”河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健说，
河南将紧抓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
略机遇，以务实作风推动完成“十
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十五
五”开创河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
供有力支撑。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
县辉隆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谭
亮对总书记提出的“要加强耕地保
护和建设，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体
会深刻：“我们将运用无人机飞防作
业、‘一喷多促’等手段，精细开展
田间管理，为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以实际行动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
量。”

守护文化瑰宝
开辟文旅融合发展广阔前景

河南洛阳伊水岸畔，龙门石窟
千载伫立。窟龛、石刻造像、碑刻
题记，令无数中外游人流连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对龙门石窟的保
护非常重视，嘱咐要把这些中华文
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龙门石窟研
究院党委书记余杰表示，将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嘱托，把保护工作从抢
救性保护转为预防性保护，利用新
的科技手段和材料，推动这一世界
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水平再上新台
阶。

在四川三星堆博物馆，“90后”
文物修复师谢丽正专注地清理着青
铜人头像上的锈迹。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让谢丽倍
感振奋。

“作为年轻一代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者，我们一定按照总书记要求，

发扬工匠精神，努力把三星堆出土
文物以最好状态呈现给观众，让中
外游客更好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
深。”她说。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既是
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也是推
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

近年来，重庆市奉节县白帝
城·瞿塘峡景区通过打造诗词文化
聚集地、推出“重走诗人足迹之
旅”等活动，让游客们在旅游中增
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推动文
化繁荣兴盛，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服
务，打造个性化、智慧化场景，推
动文旅融合走深走实。”重庆市赤甲
旅游文化创意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彭娟说。

山西应县木塔，是世界上现存
最高木塔。为保护这一文化遗产，
当地以人防、技防、消防等为抓
手，织密文物保护网、筑牢安全防
火墙。

应县文旅局局长郭志向说，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这指引我们在把文化遗
产保护放在第一位的同时，积极探
索馆藏珍贵文物数字化保护，通过
设置展板、开发文创产品等方式吸
引游客，进一步探索保护与发展双
赢的路子。

提升治理效能
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

高效能治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保障和基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落
实党的领导，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
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
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这是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组织力
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郑路说。

郑路认为，落实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各级党组织要积极探索适
应新业态特点的党建模式，推动党
建工作与行业、企业发展同频共
振，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
力凝聚力影响力，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
作的基础。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东
彰仪村抓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契机，组织党员带领村民积极发展
蔬菜、制种等产业，村集体经济不
断壮大，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基层强不强，要看领头羊。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落实党的
领导’‘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东
彰仪村党支部书记王光新表示，将
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聚焦村民
关切事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正
式施行，为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
康、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法治
保障。

“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法治和
诚信建设。民营经济促进法保障了
民营企业的各项权利，让我们对未
来发展更有信心。”中国民间商会副
会长、荣程集团董事会主席张荣华
说，“我们将落实好总书记要求，守
法善经营，加强风险防范，推动企
业健康成长。”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
点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一体推
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我们对关键点
位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将坚持

‘学查改’一体、‘时度效’兼顾、
‘废改立’同步、‘风腐责’并重，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任务，确
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
效。”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委书记
吴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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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高效能治理的践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激励干部群众奋勇争先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