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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7日
发布《“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
划》。到2025年，我国资源循环型产
业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资源
循环利用体系基本建成，主要资源产
出率比 2020年提高约 20％，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用水量比2020
年分别降低13.5％、16％左右。

规划明确，到2025年，我国资源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再生资源对原
生资源的替代比例进一步提高，循环
经济对资源安全的支撑保障作用进

一步凸显。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保持在86％以上，大宗固废综合利用
率达到6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
到60％，废纸、废钢利用量分别达到
6000万吨和3.2亿吨，再生有色金属
产量达到 2000万吨，资源循环利用
产业产值达到5万亿元。

规划围绕工业、社会生活、农业
三大领域，提出了“十四五”循环经
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通过推行
重点产品绿色设计、强化重点行业
清洁生产、推进园区循环化发展、加

强资源综合利用、推进城市废弃物
协同处置，构建资源循环型产业体
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通过
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升再生
资源加工利用水平、规范发展二手
商品市场、促进再制造产业高质量
发展，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三是通过加
强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强废
旧农用物资回收利用、推行循环型
农业发展模式，深化农业循环经济
发展，建立循环型农业生产方式。

规划部署了“十四五”时期循环
经济领域的五大重点工程和六大重
点行动，包括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
体系建设、园区循环化发展、大宗固
废综合利用示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示范、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装备创
新五大重点工程，以及再制造产业高
质量发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
用、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塑料
污染全链条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
型、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六大重点
行动。

该报告显示，在全国各地积极
探索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夜经济”
的背景下，上半年，该平台夜游景区
及玩乐门票销量同比增长 469%，比
2019年同期增长106%。今年五一、
端午节夜游门票订单量比2019年同
期大幅攀升。数据显示，在今年上
半年夜游订单中，周边游订单占比
约四成，比2019年增长120%。

游客更倾向在什么时间选择夜
游？来自订单数据显示，16时之后入
园订单位列首位，占 29%；有 20%的
订单为 17时之后入园；18时之后入
园订单占15%。

随着夜经济被点亮，消费者在
夜游方面消费潜力巨大。报告显
示，从夜游景区门票及玩乐产品的
订单来看，夜游人均消费达 187元，
同比提升25%。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发布 推进城市废弃物协同处置

规范发展二手商品市场

河南洛阳入围国内夜游目的地前十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

燕 实习生 马素文）昨日，《2021上
半年旅游夜经济报告》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用户人均夜游次数
达1.3次，夜游人均消费达187元；
夜游景区及玩乐门票销量同比增长
469%。河南洛阳入围国内夜游目
的地TOP10。

在国内夜游目的地 TOP10中，
洛阳、上海、深圳、广州、西安、武汉、
杭州、北京、三亚、成都入围，如此看
来以“夜游之都”“宵夜之都”著称的
目的地更受消费者青睐。对于年轻
旅行者而言，“宵夜”“夜景”“3D灯
影秀”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洛阳依托独特的文化优势，大力

发展“夜经济”，点亮夜生活“古都夜八
点”；夜游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国家
遗址公园应天门美轮美奂的3D灯光
秀，让千年古都释放出新时代华彩。
上海借助自身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
夜间游玩项目众多，游客需求更多元。

而洛阳、西安、开封则在景区夜
游及夜间实景演艺的带动下，跻身

上半年游客接待量增幅最快的夜游
目的地前三名。数据显示，在以夜
游龙门石窟为首的夜游体验带动
下，洛阳市订单量在今年上半年大
幅攀升，同比增幅近8倍。

在夜游客源地排名中，上海、北
京、江苏、广东、河南、陕西、浙江、湖
北、四川、重庆位列前十。

洛阳西安开封跻身上半年游客增幅最快夜游目的地前三名

夜游景区门票销售大幅增长

游客在洛阳龙门石窟景区奉先寺夜游（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记者 7日了解到，国
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近
日联合印发意见，指导地方推进非
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计量收费工作，
明确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
机构和宾馆、饭店等相关企业在食
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
动中产生的厨余垃圾，按照“产生
者付费”原则，建立健全计量收费
机制。

全面建立健全厨余垃圾收运处

理体系及收费机制，有利于引导厨
余垃圾源头减量，制止餐饮浪费，促
进粮食节约，也有利于保护环境，实
现厨余垃圾应收尽收、无害化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关于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处
理计量收费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
各地区建立非居民厨余垃圾超定额
累进加价机制，合理确定定额和分
档，拉大价格级差，体现有奖有罚，

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
促进垃圾源头减量。同时加快理顺
非居民厨余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运营
主体企业化和运营机制市场化。建
立健全提高收运单位服务质量的激
励机制，完善非居民厨余垃圾排放
登记管理制度，逐步实现电子联单
信息化管理。

意见要求，厨余垃圾收运监管
体系基本完善的地区，尽快实现

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逐步
建立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其他
城市要尽快实现厨余垃圾收运监
管全覆盖，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
非居民厨余垃圾收费机制改革。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拒缴欠缴
垃圾处理费的非居民单位依法依
规进行处罚，严肃查处非法倾倒、
运输和消纳，以及不落实排放登
记制度、计量不规范等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

我国明确对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按“产生者付费”原则计量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