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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关注森林之花开满三秦大地

本报讯 （记者 蒋维博）近日，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布了第一批陕西省工业遗产名单，铜川矿务局

王石凹煤矿凭借其独特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独特

的工业景观入围名单。

王石凹煤矿作为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工程

建设项目之一，于 1957年开工建设，1961年建成移交

生产，是 当 时铜川矿区煤炭生产的大型骨干矿井，

也是我国西北地区第一座大型机械化竖井。2015年，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关闭，现存有职工俱乐部、

办公大楼、选煤楼、井下 735 巷道、苏联专家楼、亚洲

最长苏式单边楼等历史文物本体9处，该遗址鲜明的

历史价值、工业价值、文化价值，为人们了解陕西省乃至

国内煤炭工业的开采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史料

和工业遗存。

王石凹煤矿工业遗址入选
陕西首批工业遗产名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荣）12月 30日，记者从

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4 年，

省生态环境厅突出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重点任务，

高质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和新污染物治理，严守危险

废物、化学品、尾矿库、重金属环境风险底线，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环境监管水平不断提升，陕南硫铁矿水质污染

专项整治取得新成效。

2024年1-12月，白河县5个预警监测断面水质总体

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类水质；汉江出省断面水质为Ⅱ类，

水质为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水质

安全。白河硫铁矿已完成7处矿点治理，封堵矿硐203个，

安全贮渣约 117.17万立方米，生态修复 3.6万平方米，

修建运渣及施工道路27公里。

此外，2024年前三季度，西安、咸阳、神木市按计划

已完成“无废城市”建设四大体系任务清单34项、已建设

垃圾焚烧、农业废弃物利用等重点工程项目19个，创建

“无废工厂”等“无废细胞”共计490个。2024年10月，

生态环境部公布我省3个固体废物项目入选国家2023年

“无废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典型案例。

2024年，省生态环境厅严格依法监管，开展固体

废物环境监管、危险废物执法检查、危险废物制度建

设、强化尾矿库环境安全监管、提升固体废物现代化管

理水平、推动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等方面工作。截至

目前，全省危险废物产生量202万吨，危险废物持证经营

单位214家，总经营能力1037万吨/年。省生态环境厅

审批办理危险废物跨省转入 500余项，转入联单 9000
余份，转入危险废物约 25万吨；跨省转出 390项，转出

联单 6000余份，转出危险废物约 19万吨。全省 19座

医疗废物常规处置设施，24座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

日处置能力 1987.2吨，能够满足紧急情况下医疗废物

安全处置要求。

陕南硫铁矿水质污染
专项整治取得新成效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记者 高蕾）
我国将在 2025 年制定低收入人口认定办法、

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持续健全社会

救助体系。这是记者 30日从全国民政工作会

议上获悉的。

除了完善制度规定外，民政部还将全面开

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工作，

同时建立健全民政部门统一认定监测低收入人口、

各职能部门协同救助帮扶的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正在由单一物质救助

向“物质＋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2025年，

民政部将研究制定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政策

措施，推动完善低收入人口就业救助、产业帮扶

等发展型政策举措。

我国将制定低收入人口认定办法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记者 赵文君）
针对“调整认缴出资期限”“职业闭店人”“公司

注销难”及虚假登记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30日

对外发布《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将于2025年

2月10日起正式施行。

实施办法明确调整认缴期限公司范围，强化

登记规范指引。2024年6月30日前登记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

1日起超过五年的，应当在 2027年 6月 30日前

将其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五年内；剩余

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不足五年或

者已缴足注册资本的，无需调整认缴出资期限。

为便利股东依法进行出资，激发市场活力，

实施办法列明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

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

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

出资。

在进一步加强公司登记管理和服务方面，

实施办法明确中介机构责任，细化中介机构代理

他人、以自己名义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虚假

登记行为的法律责任。规范公司营业执照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管理，明确公司营业执照

应当载明的事项，规定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具有唯一性。

推动僵尸公司及时退出市场，破解公司治理

僵局。实施办法明确，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撤销等原因无法调整注册资本的，公司

登记机关对其另册管理。公司股东死亡、注销

或者被撤销，可以由股东的合法继受主体或者

投资人代为依法办理注销登记。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

12月29日，2024年长安剑客国际击

剑精英赛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举行，

来自意大利、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及中国

的16名选手，分别进行男子花剑与女子

佩剑的精彩对决。

在女子佩剑比赛中，中国队选手表现

出色，成功包揽前三。魏嘉怡在比赛中

以 15:14 的比分逆转队友潘其妙，勇夺

冠军，饶雪怡获得第三名。在男子花剑

项目中，意大利队选手菲利波・马基以

15:5战胜中国队选手许杰，夺得冠军，许杰

与意大利队选手卢佩里・爱德华多分获

第二、三名。

记者 张璐 摄影报道

2024年长安剑客国际击剑精英赛在西安举行

——2024年全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工作会议综述
□ 首席记者 李荣

“关注森林就是关注可持续发展，做好关

注森林活动，既需要满怀热爱，也需要脚踏实

地。”12月 24日，在全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

工作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省关注森林活动

组委会主任范九伦说。

关注森林活动是1999年在全国政协倡导

下开展的一项公益性生态宣传活动，目前已

发展成为一项社会公益性活动。2020 年 12
月，陕西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正式成立，省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省林业局等 10家

单位为成员单位，活动执委会设在省林业局。

“作为成员单位之一，我们积极组织动员

广大青少年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不断提升青

少年生态文明素养和守护森林、保护森林的

主人翁意识，助力全省关注森林活动有序推

进。”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惠旋说。

在壮大人员队伍方面，团省委凝聚 34所

高校 66 个社团成立“陕西省高校生态环保

社团联盟”，指导陕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

“生态环保专委会”，推动关注森林活动专业

化、规范化发展，组建1000余支青年环保志愿

者队伍，营造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浓厚

氛围。

“植树造林就是守护绿水青山、积累金山

银山”“带领员工参加义务植树活动非常有意

义”……3月 21日“世界森林日”来临之际，省

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联合西安市关注森林活

动组委会，在鄠邑区石井街道营盘沟开展“关

注森林、关爱自然义务植树暨保护祖脉秦岭

政协委员在行动”活动，引导市民进一步认识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让生态文明理念入

脑入心。

西安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

鹏飞说，西安市以“关注森林”活动为平台，累

计吸纳志愿者、企业、社会组织等参加义务植

树和宣传活动 30余次，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志愿者活动 12次，秦岭捡拾垃圾及非法穿

越秦岭核心保护区劝阻活动46次，联合40余

家单位、组织建立秦岭保护志愿者联盟。

“我们高度关注封山禁牧政策的落实情

况，积极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建议政府在全市

开展 2024年封山禁牧专项整治行动，推动市

总林长签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封山禁牧工

作的令》。”延安市政协副主席雷兴平说，市政

协对重点县区、重点乡镇进行明察暗访，建立

跨区域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组建乡镇综合执

法队伍，开展常态化禁牧执法，依法打击野外

偷牧、乱牧行为，确保林草资源安全。

商洛位于秦岭东段南麓，地跨长江、黄河

两个流域，全境处于秦岭腹地，森林覆盖率高

达 70%。商洛市政协副主席罗存成说，商洛

全面推行林长制，构建起 3904名四级林长、

12672名护林员网格化负责机制，加强对2553
万亩森林资源的保护，依法严管林草湿地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实现森林火灾次数和林业

有害生物成灾率连年下降。

今年以来，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和各

成员单位积极开展建言资政、自然教育、文

化宣传等活动，为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支持林

业建设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为推动全省关注森林活动走深走实，

省林业局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开展“推进荒漠化

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筑牢黄河

生态屏障”等专项调研，形成了一批高质量

调研报告和议政成果；建立全省自然教育

课程共享资源库，持续开展“全国三亿青少年

进森林研学”等自然教育活动，中小学生参与

超 10万人次；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关注森林

主题团日活动200多场次，持续开展“劳模林”

建设和青年“云植树”等主题实践活动，推动

形成关注森林、关爱生态的社会新风尚。

省林业局局长、省关注森林活动执委会

主任郑重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开展黄河流域、

秦岭区域和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生态保

护修复专题调研，力争形成一批高质量调研

成果；突出植树节、爱鸟周等时间节点，持续

推进“朱鹮频道”等宣教品牌，力争创作一批

高质量的生态文化产品；加强自然教育基地、

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搭建志愿

服务平台，深入开展主题实践，激发全民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热情。

（上接第1版）
30年前，兰布卡就曾作为总理访问中国。此次为期10天

的中国之旅，这位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走进中国城市和乡村，亲身

感受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成就、新飞跃。

现代化，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一代代接续奋斗，

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画卷愈发生机勃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魅力日益彰显，吸引并激励着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逐梦。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

深刻指出，“中方愿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美美与共、

相互成就，为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

现代化而携手奋斗。”

——开放包容，为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合作共赢带来广阔

机遇。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秘鲁钱凯港向上海发出

首批货物顺利抵达；印尼雅万高铁全线站点投入运营；中吉乌

铁路项目启动……岁末，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喜讯频传。

走过10多年的“一带一路”建设，给共建国家现代化建设

注入愈发强劲的动力，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加充实的获得感。

155个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大家庭，惠及世界

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中国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

受到普遍欢迎；进博会、链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国际展会不断

释放中国合作“磁吸力”；对 38国实施单方面免签、54国实行

过境免签，“中国游”风靡全球；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

制度型开放含金量持续提升……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中国，为各国共同逐梦现代化

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中国高水平开放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12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勇于战胜各种

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鱼渔双授”，以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拓宽通往发展

繁荣之路。

“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

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

同样可以成功。”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的真挚讲话，赢得长时间热烈掌声。

在摆脱贫困、谋求富强的发展进程中，探索出一条超越

西方经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勇敢者的创造”，是“文明

形态的焕新”。

智利总统博里奇，专门随身携带西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请习近平主席在扉页签名留念；

冈比亚总统巴罗表示，中国意味着希望和未来，唯有同中国

深化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发展；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说，中国举世瞩目的伟大发展

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中国

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

携手各国实现现代化梦想，中国始终做实干家、行动派。

（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

飞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

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方领导人两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从伏尔加河畔千年古城传向世界——

一张是首幅“大金砖全家福”，记录下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

扩员后首次聚首的难忘时刻；一张摄于“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前，

金砖国家领导人和25位受邀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及6位国际

组织负责人并肩而立，以“金砖之约”共促“全球南方”大团结、

大合作。

从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喀山

会晤，再到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人们注意到，

一场场多边会议的合影中，东道主都不约而同邀请习近平主席

站在“C位”。

这是对中国世界主要大国地位的敬重，更是对中国“全球

南方”引领作用的认同。

“全球南方”大踏步走上历史舞台，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

标志。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全球南方”

如何携手同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

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6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

“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作出重要指引。

从亚洲到非洲，从拉美到太平洋岛国……一年来，习近平

主席在国内外交往最多的，仍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伙伴

和朋友。

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

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习近平主席深刻

阐明“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就以“全球南方”之力破解当今

时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贡献中国方案。

无论是在双边场合还是在多边舞台，习近平主席时刻

心系“全球南方”共同福祉，发出“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时代

强音——

“中方愿同塞方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配合，

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打造成

中国同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典范”“同主要国际

经济组织践行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合作，支持‘全球南方’国家

发展”……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支持

“全球南方”合作的八项举措；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

会议开幕式上，宣布愿同阿方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在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书面演讲中，呼吁不断提升

“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

热内卢峰会上，宣布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在联合国贸发

会议成立 60周年庆祝活动上，呼吁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

融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潮流……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年终岁尾，一份新公布的

金砖伙伴国名单，吸引世界目光。“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再启

新程。

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

习近平主席的坚定宣示，引领“大金砖合作”乘风破浪：

“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

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的先锋力量。”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

“全球南方”——这是面向世界的郑重宣示，这是胸怀天下的

责任担当。

（四）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巴西利亚时间11月20日上午，巴西总统卢拉在总统官邸

为习近平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巴西

艺术家用中文动情演唱《我的祖国》。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

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以“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为目标引领，

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拉美的新实践、在双边范畴的

新拓展。

面对地缘冲突、单边行径、保护主义上升以及气候变化等

重大挑战和危机频发，习近平主席以大国领袖的深沉世界

眼光观照人类前途命运——

“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一道，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践行全人类

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年来，同塞尔维亚启动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

实现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欧洲的突破；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

命运共同体，表明中非 28 亿多人民风雨同舟的共同心愿；

一个个区域性命运共同体建设相继展开，不断拓展和合共生

的文明新境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各方共襄

盛举的宏伟事业。

6月 2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和平－命运

共同体》乐曲庄严恢弘。

“面对和平还是战争、繁荣还是衰退、团结还是对抗的

历史抉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

不懈努力。”

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

坚定有力宣示，穿云破雾，指引方向。

积极为恢复热点地区和平安宁奔走——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

同巴西联合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

会同“全球南方”国家发起“和平之友”小组；在巴以问题上，

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首份加沙停火决议，促成巴勒斯坦

各派别举行和解对话并签署《北京宣言》……

书写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动人篇章——

第 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

对话国际日决议；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

“文明互鉴伙伴行动”摆在首位；在希腊雅典设立中国古典

文明研究院，推动古典文明在当今世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 10世纪）”在

法国展出，观众亲身感受中华文明深厚底蕴……

凝聚团结合作、守望相助的国际共识——

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多次写入联大决议和多边文件，

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等各领域命运共同体目标陆续

确立；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82个国家

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1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合共生提供智慧

滋养……

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彰显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

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

之问，推动国际关系从和平共处向命运与共的历史跨越，推动

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风云变幻志不移，沧海横流破浪行。

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同各国友人谈到“同球共济”：

“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现在国际社会则需要‘同球

共济’”“各国不是乘坐在 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

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让‘同球共济’、团结协作、互利共赢成为

时代主旋律”……

生动而深刻的话语，展现着天下一家、和衷共济的中国

智慧，彰显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国胸怀。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在习近平主席

引领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秉持命运与共、同球共济

精神的中国，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磅礴力量，同世界

各国一道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同球共济 砥柱中流
——习近平主席引领2024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