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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治理的重要标杆
●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验区
●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
炭等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经
济平稳运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草案）》。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国际市场
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电力、煤炭
供需持续偏紧，多种因素导致近期
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给正常经
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影响。有关
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采取
一系列措施加强能源供应保障。针
对今冬明春电力、煤炭供求压力依
然较大的情况，会议强调，保障能源
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六
保”的重要内容，要发挥好煤电油气
运保障机制作用，有效运用市场化
手段和改革措施，保证电力和煤炭

等供应。一要坚持民生优先，保障
好群众生活和冬季取暖用能，确保
发电供热用煤特别是东北地区冬季
用煤用电。加强民生用气供应，适
时组织“南气北上”增加北方地区取
暖用气。二要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
提下，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煤矿尽
快释放产能，加快已核准且基本建
成的露天煤矿投产达产，促进停产
整改的煤矿依法依规整改、尽早恢
复生产。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先保障
煤炭运输，确保生产的煤炭及时运
到需要的地方。三要支持煤电企业
增加电力供应。针对煤电企业困
难，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政策，引导
鼓励金融机构保障煤电企业购煤等
合理融资需求。四要改革完善煤电
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序推动燃
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在

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
格稳定的前提下，将市场交易电价
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不超过 10％、
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20％，
并做好分类调节，对高耗能行业可
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不受上浮
20％的限制。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
惠政策。五要加快推进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
设，加快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建
设。积极推进煤炭、天然气、原油
储备及储能能力建设。六要坚决
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完善
地方能耗双控机制，推动新增可再
生能源消费在一定时间内不纳入能
源消费总量。推动重点领域实施节
能降碳改造，在主要耗煤行业大力
推进煤炭节约利用。会议要求，要

压实各方能源保供和安全生产责
任。坚持实事求是，加强统筹兼
顾。各地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做好有序用电管理，纠正有的地
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
碳，反对不作为、乱作为。主要产煤
省和重点煤企要按要求落实增产增
供任务。中央发电企业要保障所属
火电机组应发尽发。电网企业要强
化电力运行调度和安全管理。对不
落实能源保供责任的要严肃追责。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黄
河保护法（草案）》。草案突出加强
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污染防治等制度规定，严格
设定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会议
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8日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日是近邻，“亲
仁善邻，国之宝也”。维护和发展中
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当前，中日
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中方赞赏日
本新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层沟通，
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契合
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明年是中
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希望双方重

温初心，相向而行，共同迎接这一重
要历史节点，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
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
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
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
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
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
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
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
政治基础和大局。双方应该加强治
国理政交流和经济政策协调，共同
维护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
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应该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着各自根
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弘扬和而
不同、和衷共济的东亚智慧，积极促
进区域合作，协调应对全球性挑战，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祝贺日本
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欢迎日方积
极参加明年2月北京冬奥会。

岸田文雄对中国国庆表示祝
贺。岸田表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
势下，日中关系正在迈入新时代。
日方愿同中方一道，从日中关系历

史中汲取重要启示，以明年日中邦
交正常化 5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
稳定的日中关系。双方应该通过对
话管控分歧。日方愿同中方继续加
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就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
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合作。日方期待
北京冬奥会顺利召开。

双方都认为此次对话十分及
时、十分重要，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
式保持互动沟通，为两国关系正确
发展指引方向。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

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展前景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新华社电 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主要内容，请
扫二维码看全文。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草案）》

到2030年，黄河流域人水关系进一步改善，流域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生态共治、
环境共保、城乡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现代化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
水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国家粮食和能源基地地位持
续巩固，以城市群为主的动力系统更加强劲，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黄河文化影响
力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流域人民群众生活更为宽裕，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到2035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全国领先，现代化经济
体系基本建成，黄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黄
河流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水平大幅提升，在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战略定位

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