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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新闻·广告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
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
代理机制，是指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所有权，授权自然资源部统
一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
责，由自然资源部委托省级、市地级政府代
理行使部分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制
度设计。完善委托代理机制旨在解决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中中央和地方
权责不清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所
有者权益，增进人民福祉。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加强生态保
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基础性制度。我国一些地方出现生
态退化严重和自然资源利用粗放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有
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持
续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
改革。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分清
全民所有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全民
所有地方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资源清单和空
间范围。2018年，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
组建自然资源部，明确由其统一履行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201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明确委
托代理行使所有权的资源清单、管理制度
和收益分配机制。2021年，按党中央部署
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和134个地市同步开展委托代
理机制试点，针对全民所有的土地、矿产、
海洋、森林、草原、湿地、水和国家公园8类
自然资源资产（含自然生态空间），按照“由
谁管——有什么——值多少——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怎么
实现——如何监督——对谁负责”管理链条，初步构建起委托代理制度
框架。试点工作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不同层级政府权利义务划分尚
不完善、委托代理法律规范尚不健全等，需要进一步推进相关制度建设。

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必须紧紧围绕建
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抓住履行所有者职责、落实所有者权益这个关键，遵
循统一行使、分类实施、分级代理、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健全相关制
度。一是完善自然资源清单管理制度。优化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
的自然资源清单，完善地方政府代理履行所有者职责的自然资源清单，
明确履责主体、对象、范围、权利义务、受托责任等。二是开展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坚持资源公有、物权法定、统一确权登记，清晰界定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划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清全民所
有、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划清集体所有者的边界，划清不同
类型自然资源之间的边界。三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开展自
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和资产核算。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健全划
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特许经营管理规则。健全自然资源资
产储备制度，探索不同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综合收储、组合配置使用权，提
升资产价值。四是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围绕全民所有自然资
源资产收益的征收、分配、支出、监管等，健全覆盖各类资产的收益管理
制度，落实和维护所有者权益。五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考核监督制度。
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考核评价体系，探索考核评价结果与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的衔接机制。完善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损害发现、核实、
追偿和报告制度。六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法律制度建设。在国有资产
法立法和自然资源管理相关单行法修订中，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法律制度，明确相关主体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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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区。
从昆仑山、秦岭到喜马拉雅山，从青

藏高原、黄土高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长
江到雅鲁藏布江……涵盖12个省区市，占
全国国土面积七成多，西部地区分布着草
原、湿地、湖泊、森林等重要生态资源，却
也面临着异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对保障国
家生态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推
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不断加快治
理、加大保护，绿色发展不断提速、绿色版
图持续拓展、绿色产业蓬勃向上，汇聚起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磅礴力量。

从生态之痛到生态之治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

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
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
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然而，曾经有人试图将这
里变成“私家花园”，各式各样的违建别墅
如一块块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色。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一场秦岭生态
保护的战役拉开帷幕，千余栋违建别墅被
拆除，改建成市民公园、复耕成高标准农
田；系统治山、条例护山、规划管山、智慧控
山的措施不断落实落细；羚牛、大熊猫等珍
稀野生动物频频被红外相机拍下……

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拆除至今已有六
年，再访秦岭北麓沿线，“绿”动与生机随处
可感。沿着秦岭脚下的环山路一路前行，
供市民休憩的驿站、品类丰富的采摘园区
点缀其间。行至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
一场乡村音乐节正在山脚下上演，豪迈的
秦腔与雄浑的交响乐碰撞，别具一格。

随着一条长达百余公里的生态人文
经济带在位于秦岭北麓的西安沿山铺开，

“到秦岭去”已然成为很多西安市民周末
休闲的“刚需”。

不惟秦岭。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脆
弱的西部地区，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生态治
理的攻坚战——

甘肃祁连山历经“史上最严”整改，一
系列生态修复项目助力当地迎来黑色、浅
绿、深绿的底色之变，2023 年度祁连山生
态环境保护考核结果均为“优秀”；

“高原明珠”云南滇池，通过实施控源
截污、恢复生态湿地、整治沿岸违规违建
问题，如今清波荡漾、海鸥高飞，明珠神采
再现；

宁夏贺兰山，彻底关停保护区内所有
煤矿、非煤矿山等，如今湛蓝的天空、奔跑
的岩羊注解着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的卓越
成效。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目光移至青藏高原东北部，蜿蜒的黄

河静静流过若尔盖草原。由于黄河改道
及冻土退化等原因，当地黄河沿线草原曾
一度面临生态危机。

2014年，四川若尔盖县沙化土地面积
达 120.46 万亩，占全县草原面积的 9.9%，
当地村民放牧路过都要用头巾裹紧面部。

随着“高山柳沙障+植灌+种草+施肥+
围栏封禁管护”的修复治理模式持续实
施，当地水土流失蔓延趋势得到一定程度
的遏制，草原向黄河补给水源能力不断提
高，持续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一棵棵挺立的高原红柳，用发达的根
系将沙土紧紧攥住；一群群坚韧不拔的治
沙卫士，用“抓铁有痕”的毅力持续为草原
复绿。

绿水青山间，一个个人与自然和谐相
融的美好瞬间，注解着西部从生态之痛到
生态之治的不懈探索。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西部生态修复
治理的举措愈发科学。广大西部地区蹚
出的一条条治理修复之路，也启迪着新时
代的发展之路。

筑牢生态屏障 建设生态高地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近

年来，西部地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创造了一个个生态保护
奇迹。

青藏高原，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藏羚羊、黑颈鹤等野生动物
在这里繁衍生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从
这里奔向大海。这里是“中华水塔”，也是
生态脆弱区、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

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
拔5000米以上。清晨，尼玛县罗布玉杰管
护站站长格桑伦珠带着干粮、脚踩油门，
骑着摩托车就出发了。

“一天下来巡护的范围有200多公里，
途中我们会记录野生动物的数目和种
类。”格桑伦珠说，“羌塘的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野生动物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我发
自内心地开心。”

目前，西藏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47个，总面积41.22万平方公里。林地、草
地、湿地、水域等生态功能较强的地类增
加到108.11万平方公里。

建设生态文明，是民意，也是民生。
晚风拂过黄河源地区，望着眼前扎陵

湖泛起的点点星光，37岁的生态管护员德
却加陷入回忆……

德却加的家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
治州玛多县。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
地处巴颜喀拉山北麓。

丰裕的水草滋养着草原儿女，但过度
放牧也带来过生态危机。曾经，“鼠掘沙
进”，家园不再，守着源头没水喝……世代
逐水草而居的三江源牧民不得不搬迁到
数百公里外的果洛州玛沁县。

德却加回忆说，虽然住在城里，但老
乡们依然心系草原，“那里是我们的家乡，
是牧民的根”。

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启
动，这让包括德却加在内的牧民们得以用

“家乡守护人”的身份回到三江源。“在黄
河源，黑颈鹤什么时候最多？哪里的草场
最脆弱？没人比我们这些牧民更清楚。”

如今，有超过 1.7 万名和德却加一样
的生态管护员，分布在三江源头的角角落
落。2021年10月，包括三江源在内的我国
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最新统计显示，三江源地区的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在 99%以上，水
体与湿地生态系统面积净增加309平方公
里。

生态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保护举措
更加周全、保护成效不断显现。

“金城”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通过大
力实施国土绿化，加强黄河干、支流入河
排口的排查、监测、溯源，一幅显山、露水、
透绿的城河相融新画卷引来游客不断。

多彩贵州，“四山八水”勾勒出黔山秀
水的生态轮廓，当地共设置超过 2.2 万名
河湖长，在全国率先建立“五级河湖长
制”，汩汩碧水正成为滋润贵州、造福人民
的“幸福之水”。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
旗，依托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让科尔沁
沙地加速披绿。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陕北黄土高原，在建的西延高铁施工

正酣，一个个高高架起的巨型桥墩向远处
延伸。

“真的没有想到，真的很难得！”连连
感慨的湖北人徐学显是中铁十一局集团
西延高铁制梁场党支部书记，“跟想象中
截然不同，陕北人民能把黄土高原变成满
眼苍翠，这也在提醒我们施工者要珍视这
来之不易的绿色。”

“筑路是在为百姓筑幸福，护绿也是
为百姓护幸福。”徐学显说。

加快绿色转型 构筑更美
丽家园

沿着西部走得越远，越能深刻感受
到：以绿色为导向的生态发展观正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绿色”正在成为西部地
区产业发展的关键词。

车行祁连山下，进入甘肃省张掖市巨
龙铁合金有限公司，一行红色标语映入眼
帘：绿色环保是不可碰触的底线。

深刻体悟来自深刻教训。2017年初，
公司铁合金生产烟气未经环保设施处理
直排被曝光，企业负责人被刑事拘留。事
后，公司投资逾千万元开展环保改造。改
造后，污染物排放低于标准限值，环保技
术工艺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为了更好地响应环保政策，这家企业
还于去年8月建成了烟气余热节能发电项
目，实现并网发电。公司经理刘建平说，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行业环保不达标企
业被强制关停，高纯硅铁市场价格上扬，
公司抓住了这次机遇，过去两年企业工业
总产值远超改造前。

从曾经的黑烟滚滚到如今的绿色“双
赢”，刘建平感慨：“只有绿色，才能发展！”

一家企业的“绿色之变”，也印证着朴
素的哲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完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随着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深入
人心，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动力愈发澎
湃。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积极
推动“山上生态做减法，山下产业做加
法”。如今，环山文旅康养产业、特色民宿
群等一批生态产业项目加快实施，缙云山
周边的群众吃上了可口的“生态饭”。

四川宜宾，嘉陵江畔，清退高耗能高
污染企业、关闭造纸小作坊、关停江边挖
沙场……告别“化工围江、污染绕城”的困
境，宜宾持续改善岸线生态环境，重现一
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秀丽景色，多项经济
指标不降反增。

新疆阿勒泰，随着《我的阿勒泰》热
播，阿勒泰的秀美景致被越来越多人看
见，蕴藏在山川大河中的松弛治愈感引来
游客量激增。

在广西，2023年举办的首届世界林木
业大会上，绿色环保产业链招商项目到位
资金 1129 亿元，新签项目 347 个，投资总
额近3000亿元，生态“含绿量”正助力提升
当地发展“含金量”。

把丰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致富的绿
色产业，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
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胜
势，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西部正愈发成为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

绿色之路越走越宽，一大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在西部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光
伏电池等已成为西部产业的新名片。

在陕西，近三年来新能源汽车产量保
持年均 160%的爆发式增长态势，年产量
居全国前列；在四川，世界级锂电产业基
地初见雏形，“锂电之都”的未来轮廓愈加
清晰；在宁夏，截至2023年底，新能源装机
突破 3600 万千瓦，新能源人均装机达到 5
千瓦……西部地区已打造新材料等9个国
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电子信息、航
空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循道而行，功成事遂。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西部

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越走越宽
广。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西部，正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西安电

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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