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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高
敬）生态环境部 18日发布《中国生物多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2023—2030
年）》，明确我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
战略部署、优先领域和优先行动，为各部
门各地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指
引。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30 年，至少 30%
的陆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退化生态
系统得到有效恢复，至少 30%的陆地、内
陆水域、沿海和海洋区域得到有效保护
和管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左右，陆

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陆域国土面
积的 30%，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
于 15 万平方公里，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
指数有所改善，利用遗传资源和 DSI（数
字化序列信息）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所产
生的惠益得到公正和公平分享。行动计
划还明确了到 2035 年和到 2050 年的中
长期目标与愿景。

行动计划部署了生物多样性主流
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生物多样
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生物多样性
治理能力现代化等 4个优先领域，每个优
先领域下设 6 至 8 个优先行动，涵盖法律

法规、政策规划、执法监督、宣传教育、社
会参与、调查监测评估、保护恢复、生物
安全管理、生物资源可持续管理、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城市生物多样性、惠益分享
等内容。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说，生态环
境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在国务院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的统筹领导
下，深入推进行动计划落地实施，细化实
化政策措施，加强跟踪调查评估，强化对
地方的指导，共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推进“昆蒙框
架”目标实现作出中国贡献。

我国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路线图”

□新华社记者 乔继红 宿亮 张代蕾

在风雪裹挟下的阿尔卑斯山小镇达
沃斯，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大幕拉开。

刚刚过去的一年，世界从疫情大流行
中艰难走出，但仍面临冲突与对抗、衰退
与分化、失序与失衡等重重挑战。与会的
各领域决策者、观察家们，顶风冒雪而来，
寻求答案，渴望突破。

7 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在
瑞士达沃斯和日内瓦万国宫发表题为《共
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两篇历史性演讲，从历史
和哲学高度，以全球和全局视野，阐释中
国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深刻作答“人类社会何去何从”
这一根本性问题。

“广受欢迎，影响深远”——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忆及习近平主
席的历史性演讲，至今印象深刻。历经时
间的洗礼和沉淀，深邃思想越发凸显强大
力量和价值感召，为动荡世界中人类发展

进步指引方向。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2024 年初，世界银行发布新一期《全
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4 年全球经济
增 速 将 连 续 第 三 年 放 缓 ，这 将 使
2020-2024 年成为全球经济 30 年来增速
最慢的五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
奥尔基耶娃说，围绕“国家安全”的相关限
制正在增加，地缘政治因素正引起全球经
济分裂，经济碎片化将严重损害世界经济
发展。

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
后，全球发展失衡——人们清醒地看到，
习近平主席7年前在达沃斯演讲中指出的
三大突出矛盾，依然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
的重大挑战。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
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
向。”面对挑战，穿透杂音，习近平主席在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为解决全球

性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关于经济全球化走向，中国的立场和

主张清晰明确：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
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
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中国主张的经济全球化是普惠的。
2023 年 10 月 17 日，印度尼西亚首都

雅加达。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崭新的
高铁列车满载兴奋的民众，驶向更加快捷
便利幸福的生活，也驶向共建“一带一路”
下一个金色十年。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
多来，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拉美，无
数列车、汽车、航班、货轮和数字电商，组
成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
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
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
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天堑变通途，

“陆锁国”变“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变繁

荣的高地……中国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
聚焦发展议题，共同做大并公平分好经
济全球化“蛋糕”，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和
共同繁荣。

中国主张的经济全球化是包容的。
2023 年 11 月 10 日，第六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圆满闭幕，累计意向成交
784.1亿美元，再创新高。

从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
制措施，到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
准入，再到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从
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到成功举办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
博览会；从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到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规则，一个更加开
放的中国，以实际行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畅通，为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
展，持续贡献力量。 （下转第三版）

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感悟习近平主席两场历史性演讲的时代意义

□本报记者 孙铭阳

为长征系列火箭做配套，很多航天产品上应
用了这家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近日记者走进位
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哈尔滨工达海卓智能成形
科技有限公司一探究竟。

“火箭喷管目前的技术是分块拼焊，分体成
形，存在制造精度低、可靠性差、综合性能无法保
证等难题。随着火箭大推力的要求，对喷管的制
造要求也越来越高。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大型异
形薄壁件整体成形的方法，通过内高压成形技
术，利用流体介质的以柔克刚，实现了火箭喷管
等大型异形薄壁件的整体成形，解决了火箭喷管
传统制造工艺存在的问题。”公司总经理韩聪介
绍，与传统的分块冲压焊接件相比，内高压成形
技术制造的构件具有实现减重、提高结构刚度、
材料利用率高等特点，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韩聪所说的大型异形薄壁件内高压成形装
备及关键工艺项目，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火箭喷
管协同内高压整体成形，产品直径可达到 1 米以
上，精度可达到 0.2 毫米，远远优于设计目标。同
时也实现了从小尺寸到大尺寸，从单层到多层的
拓展创新，从分体拼焊到整体成形的技术迭代。
项目获得了黑龙江省 2022 年度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资金支持 800 万元。

该项目的科研团队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苑
世剑教授的流体高压成形技术研究所。这是一
支既能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又能承担重大工程项
目的队伍，是国内唯一系统研发内高压成形基础
理论、工艺技术和生产装备的研究机构，具有强
大的创新能力和工程转化能力的国家知名创新
团队。

说起科技成果转化，为了更好落地转化哈工
大基础科研成果，工达海卓于 2017 年应运而生，
专门从事与内高压成形技术相关的装备制造和
产品研发生产，主要面向航空航天、汽车零部件
制造等领域。

“高技术产业，是我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
动力所在。我们的项目瞄准航空航天对于高可
靠性长寿命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针对传统拼
焊结构存在的精度低、可靠性低和一致性差的
现状，推动航空航天大型薄壁构件由传统拼焊
结构向整体结构方向发展，大幅提高可靠性。”
韩聪说，工达海卓正在建设一条大型火箭喷管
内高压成形生产线，目前设备已经安装完毕，将
于 5 月投产，可实现年生产 500 套火箭喷管的配
套能力。

韩聪希望该项目起到示范作用，未来在我省
建成运载火箭喷管、飞机进气道等航空航天产品
内高压成形生产示范基地，形成规模化生产制造
和配套能力，占领该技术领域产业化高端，使配
套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等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
先进水平。同时，带动我省上游材料和装备制
造，下游机械加工、模具制造、检测与试验等行业
的发展，促进我省机电类产品设计、制造、试验等
相关产业的升级。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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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8日讯（记者王晓丹）18日上午，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永
康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贾玉梅、
李显刚、杨廷双出席会议。

省政府副省长徐向国，省检察院检察
长刘永志，省监委、省法院有关负责同志，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韩
嘉彬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黑龙江省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修正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设立黑龙江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
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黑龙江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筹
备情况和有关安排的汇报；审议了《黑龙
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议程（草案）》；听取了关于《黑龙江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个别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
（草案）》的说明，关于《黑龙江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关于《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
案）》的说明。

会议审议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黑龙江
省人大常委会 2024 年度工作要点（审议
稿）》。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省政府关于人事任免职议案的说明；审议
了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人事免职的议
案，省人大人事委员会关于省法院院长和
省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部分法职人员
审议结果的报告等。

拟任职人员作供职发言。
又讯 18 日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闭会。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永

康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贾玉梅、
李显刚、杨廷双出席会议。

省政府副省长王岚，省检察院检察长
刘永志，省监委、省法院有关负责同志，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韩嘉
彬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提请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黑龙江省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修正草
案）〉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黑龙
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
委员会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
通过的议程草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二次
会议预备会议表决。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个别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通
过后的决议，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公
告；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长名单（草案）》。通过的名单草案，提请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

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通
过的工作报告审议稿，修改后提请省十四
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下转第二版）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闭会

□本报记者 张海鹰毛晓星丁燕

“它每一刻都在绽放，只不过这一刻
照向了远方的你，光芒万丈。”指着绚烂如
灯海的冰景，陪伴冰雪大世界走过12年的
梦想大舞台主持人“冰城左右哥”腾越激
情感慨。

这个冬天，哈尔滨，以冰雪为翼，以豪
迈热情和层出不穷的创意，成为2024首个

“顶流”城市。“尔滨”为何能接住这泼天的
富贵？“这得益于哈尔滨多年来充分挖掘
利用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沉淀，苦
练内功，厚积薄发。”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
会旅游组副组长崔玉范说。

放入时空坐标系，哈尔滨是一座历史
文化悠久多元、文明大气与生俱来的城
市。这里是金源文化发祥地，北方少数民
族文化与闯关东传统文化交汇，本土文化
与欧陆文化碰撞交融，与热血忠魂铸就的
红色文化一起，对这座城市的冰雪、音乐、
建筑、美食、服装、绘画等文化的塑造与传
承产生巨大影响，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底
蕴、极具特色的城市魅力。

虽然做足了攻略，刚下飞机的南方游
客宁先生还是被大气磅礴的交响乐震撼
了：“第一次见识现场演奏音乐迎接旅客
的机场，非常特别，不愧为音乐之城。”

音乐是流淌在“尔滨”血液中的浪
漫。作为我国最早接触欧洲古典音乐的
城市之一，很多人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交响
乐，第一次看到芭蕾舞，第一次欣赏到冰
上杂技……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馆长谢覃
介绍：“抗联战士们在艰苦岁月里用音乐
振奋斗争信心，传承红色精神，《国际歌》
也是从这里传唱开来的。”以“国家级水

准、国际化特色、群众性参与”为方针的哈
尔滨之夏音乐会蜚声中外，举办 60 多年
来不断谱写时代华章。2023 年第 36 届哈
尔滨之夏音乐会组织活动 3000 余场，参
演人员超 2 万人，与哈尔滨冰雪节形成

“一冬、一夏”两大文化产业。目前，哈尔
滨拥有 1000 余支群众音乐团队，每年开
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1000 余场次，参与
演出人数近 10 万人次，观众达百万人

次。2023 年，哈尔滨将每年 8 月 6 日定为
“哈尔滨音乐日”，成为全国首个为音乐设
立节日的城市。

承载城市百年记忆的中央大街，具有
独特的建筑文化和欧式情调，一直是哈尔
滨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今冬冰雪季，百
年老街化身冰雪文旅长廊，每天人气爆
棚。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蒙古
族、朝鲜族、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群众，

身着民族盛装纷纷走上中央大街，这里俨
然成了民族联欢的露天大舞台。冰雕雪
塑与欧式建筑交相辉映，马迭尔阳台音乐
会如歌漫卷，浪漫唯美。随着手风琴独奏

《外婆的澎湖湾》悠扬响起，“小金豆”们爆
发出阵阵欢呼声。“在东北听到家乡民谣
特别感动，这是我见过的最美步行街。”台
湾游客薛女士说。

（下转第八版）

“‘尔滨’是如何炼成的”系列报道之五

一座城的

马迭尔阳台音乐会浪漫唯美，随着手风琴独奏《外婆的澎湖湾》悠扬响起，“小金豆”们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本报记者 蒋国红摄

本报讯（记者桑蕾）近期，随着哈尔滨冰雪旅游升温，外界对黑龙江冰
雪产业关注度高涨。记者从企查查获悉，目前全国现存近1.2万家冰雪运
动相关企业，在我省注册成立的有988家。2023年，我省新增132家冰雪
运动相关企业，同比增长57.14%。

近年来，我国居民在冰雪运动方面消费支出显著提升，冰雪旅游、冰
雪运动热度不断增强，冰雪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企查查数据
显示，我国现存冰雪运动相关企业1.15万家，近10年，我国冰雪运动相关
企业注册量整体呈显著增长态势。从区域来看，河北现存1225家冰雪运
动相关企业，位居第一。黑龙江、北京分别现存988家、919家冰雪运动相
关企业，位居前三。此后是广东、吉林、山东、辽宁等地。其中，2023年，
黑龙江新增132家冰雪运动相关企业，同比增长57.14%。

我省发展冰雪运动由来已久。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黑龙江省分会场，防洪纪念塔旁江岸斯大林公园沿线，长达 60米的龙江
冰雪体育成果展示长廊内，16块展板上展示出我省全民冰雪健身成果、
亚冬会筹备进程、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成果和省内13个市地冰
雪群众体育发展成就，用图文向往来游人讲述龙江体育发展故事、传播龙
江体育文化、传承龙江体育精神，引得游人纷纷驻足观看。

未来，我省将以多元化群众冰雪体育表演吸引和带动更多人关注、热
爱、参与冰雪运动，扩大群众基数。2022年，我省把冰雪经济确立为四大
经济新引擎之一，相信借着迎亚冬会的东风，我省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入
驻，带动冰雪运动产业实现发展，让更多民众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将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变为现实。

我省已有冰雪运动
相关企业近千家

2023年新增132家，同比增长57.14%

从“高颜值”生态
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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