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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各地认真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后，各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精心谋
划主题教育工作措施，落实主题教育任
务要求，结合实际，着力抓好调查研究
成果转化，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专
项整治突出问题，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为确保主题教育全程高标准高质
量，浙江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要求各部门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
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贯穿始终、一
体推进。同时坚持重实践与求实效相促
进，把开展主题教育与推进中心工作结
合起来，确保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在海南，截至4月18日，全省第一批

开展主题教育单位全部完成动员部署，
主题教育扎实起步。由66名同志组成
的11个巡回指导组，对第一批开展主题
教育单位进行全覆盖指导。海南省委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组副组
长吴孟胜说，巡回指导工作将坚持从严
从实，在强化理论学习、深入调查研究、
推动高质量发展、抓好检视整改、落实
深化措施等方面加强督促指导。

在扎扎实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基础上，各地在主题教育中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
作为评判主题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的
重要指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用结
合、学以致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的强大力量。

湖南把主题教育重点措施细化量
化，对标党中央明确的12个方面调研内
容，梳理出8大类调研重点、38个具体问
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领题开展解剖
式、督查式、蹲点式调研。“我们将立足
自身职责，组织开展送政策、送信息、送
培训、送服务到基层，将主题教育的成
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湖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党委
常务副书记陈卫萍说。

甘肃在主题教育中部署开展“思想
要提升、我该懂什么”“甘肃要发展、我
该谋什么”“问题要解决、我该干什么”

“能力要增强、我该会什么”等专题学习
和研讨，把理论学习的落脚点放在提高
政治站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

举办省级领导干部主题教育读书

班、邀请中央党校教授作专题辅导并以
直播形式向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同步
送学、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内蒙古第
一批161家单位主题教育工作已全面启
动。自治区还制定印发《关于在全区大
兴调查研究的实施方案》，截至4月23
日，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已有130家制
定调研计划。

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宁夏着
力在真学实干上下功夫，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坚持多思多想、
学深悟透，在学习调研中深化认识、凝
聚共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部务委员万玉忠说：“我们将以主题教
育为契机抓高质量发展，铆足干劲，加
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底伊乐 付真卿）4月25日，2023年四
川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大
会在成都召开，表彰为四川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为全国和省五一劳动奖章、五一
劳动奖状和工人先锋号获奖代表颁
奖，向全省各行业、各条战线的劳动者
发出倡议。

大会指出，过去的2022年，省委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把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工作
主题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
进展。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省工人阶
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辛劳和奉献，饱
含着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心血和
汗水。

大会强调，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更
加需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更加需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
的主力军作用，更加需要汇聚各方面的
智慧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创造新的业
绩。要广泛宣传劳模先进、深入学习劳
模先进、关心关爱劳模先进，唱响劳动
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旋律。全省工人
阶级和广大职工群众要坚定信仰、胸怀
大局，拼搏奋斗、敬业奉献，提升技能、
创新创效，争当爱党爱国、建功立业的
时代先锋。全省各级工会要切实履行

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
任，不断提升服务大局贡献率，着力增
强服务职工的实效性，担好桥梁纽带、
职工之家的时代使命，努力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而团结奋斗。

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赵俊民出
席大会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强、副省长
杨兴平、省政协副主席尧斯丹出席大
会。

大力弘扬“三个精神”广泛凝聚智慧力量

四川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大会在蓉召开

为何印发方案？

长江水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结构
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长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水资源得到有效管控、水生态逐步恢
复，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

“长江水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结构
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
解。”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说，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
政府工作要求，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
革委、水利厅等16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
发《四川省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实
施方案》。

《实施方案》以建设美丽河湖为目
标，以水生态保护修复为核心，以改善
人民群众身边水为重点，统筹考虑水环
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等要素，突
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不断
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为实现2035年美丽四川建

设目标奠定良好基础。“《实施方案》对
进一步改善长江水生态环境质量，夯实
共抓大保护工作基础，谱写美丽中国的
四川篇章具有重要意义。”该负责人说。

明确哪些任务？

从持续巩固水环境综合治理成效等
4个方面，制定了28项具体任务

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透露，《实
施方案》从4个方面制定了28项具体任
务。

“首先，要持续巩固水环境综合治
理成效。”该负责人表示，具体来说包括
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深化黑臭水
体治理、推进污水收集管网排查整治、
加强垃圾收集分类处置、深入实施工业
园区专项整治、深入推进化工污染防
治、加快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污染治
理、加强船舶港口码头污染防治、深入
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加强磷污染
综合治理、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深入
推进尾矿库污染治理、稳步推进地下水
污染防治等13项工作。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实施方案》明
确，到2025年年底，地级及以上城市基
本解决市政污水管网混错接问题，基本
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城市生活污水集中

收集率比2020年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
此外，深入推进水生态系统修复

是另一项重要内容。“包括稳步开展长
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扎实推进水生生
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加强林地、草地及
湿地保护修复，深入实施自然岸线生态
修复，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
设，开展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监管等6项
任务。”该负责人说，比如《实施方案》针
对被侵占蚕食的滨江、滨河、滨湖湿
地，提出到2023年，将逐一明确整治方
案，限期退出，推进长江干支流滩涂湿
地生态修复。

“着力提升水资源保障程度、全面
推进流域绿色低碳转型也是《实施方
案》聚焦的重要方面。”该负责人说，包
括严格落实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巩固小水电清理整改成效、切实保障基
本生态流量（水位）等任务。

任务如何落实？

强化法治与标准保障，加大资金投
入，强化公众参与

“强化法治与标准保障将是重要办
法之一。”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鼓励适时制定差别化的流域性环境

标准和行业污染排放管控要求，合理设
置过渡期，分阶段逐步加严，引导相关
行业开展清洁化改造。

记者了解到，围绕《实施方案》目
标，资金投入也将加大，各级财政积极
支持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持续支持
流域水污染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林业草原转移支付、构建自然保护
地体系等重点工作。值得一提的是，
《实施方案》还明确提出探索异地开发
补偿模式，在生态产品供给地和受益
地之间相互建立合作园区，健全利益
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生态产品
供给地和受益地按照自愿协商原则，
综合考虑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生
态产品实物量及质量等因素，开展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

“此外，强化公众参与也是重要内
容之一。”该负责人介绍，要加快构建全
民行动体系，引导公众参与环保志愿服
务，鼓励群众通过多种渠道举报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此外，《实施方案》还将深
入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依法披露
企业环境信息，完善生态环境信息公开
和有奖举报机制，“让全社会参与到保
护母亲河行动中来。”该负责人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程晨

近年来，我省长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四川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近日，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四川省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年，四

川省长江流域总体水质保持优良，70%以上国控断面水质达到Ⅱ类，干流水质稳定保持Ⅱ类，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重要河湖生态用水得到有效保障，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为何要印发《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了哪些具体任务？任务如何落实？就此，记者采访了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