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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黄河以占全
国 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
着全国 12％人口、17％耕地
的用水需求，在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但黄河流域也是我国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

如何加强黄河流域水土
保持工作？在 12日国新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水利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解读。

水利部副部长朱程清表
示，黄河流域内人、土和水之
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紧张
的状态，水土流失治理主要
难在水沙关系不协调，生态
环境脆弱。近年来，中共中
央、国务院专门印发《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纲要》，作出全面部署，水
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制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

济司负责人关锡璠介绍，针
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广量
大、强度高等特点，国家发展
改革委、水利部及时对“十四
五”时期的投资结构、投向做
了优化调整，持续加大对该
区域的投入力度。2021年
以来，已累计投入40亿元。

数据显示，黄土高原地
区水土流失面积已由监测以
来最严重的 45万平方公里
减少到23.13万平方公里，同
时黄河输沙量大幅减少，区
域已经历史性实现了主色调
由“黄”转“绿”。黄河流域结
合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改善
了当地生态环境，培育了如
甘肃定西土豆、静宁苹果等
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打造
了陕西榆林高西沟等特色小
流域及宁夏彭阳梯田等靓丽
风景线。沿黄省区积极推动
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
集约转变，2021年黄河流域
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亩均灌溉用
水量分别比 2019 年下降
19.5％、35.6％和11.6％。

“但也要看到，黄河流域
最大的矛盾还是水资源短
缺，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
调，仍然是黄河复杂难治的
症结所在。”朱程清说。保障
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
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
子”。下一步，水利部将落实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求，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
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
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坚持以水而定、量水
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特别是要加强上下游、干支
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关锡璠表示，黄土高原
坡耕地水土流失、沟道重力
侵蚀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是
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近

期，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
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
意见》对新时代水土保持工
作作了总体部署。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会同水利部等有关部
门，按照政策规划资金等方
面的相应安排，继续将黄河
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作
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一
是加强预防保护，科学做好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要
支流源头区的水土保持规划；
二是推进系统治理，大力实施
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统
筹提升水土保持和粮食生产
能力，突出抓好黄河多沙粗沙
区，特别是粗泥沙集中来源区
综合治理；三是强化监测评
价，构建以监测站点为基础、
常态化动态监测为主、定期
调查为补充的水土保持监测
体系，深化监测评价和预报
预警，支撑黄河流域水土流
失科学精准防治。

新华社电 1月12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安哥拉总统
洛伦索互致贺电，庆祝两国
建交4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 40
年以来，中安双方始终真

诚友好，携手共进，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 问 题 上 相 互 理 解 支
持。当前中安关系发展
势头良好，双方各领域合
作成果丰硕，切实惠及两

国人民。我高度重视中
安关系发展，愿同洛伦索
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
交 40周年为契机，深化政
治互信，密切互利合作，
增进民间友好，谱写中安

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
新篇章。

洛伦索表示，建交以
来，安中关系持续发展，各
领域互利合作取得重大成
就，成果令人满意。两国

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观点一
致。安方愿同中方加强友
好合作关系，建设共享共
赢的未来，实现共同进步、
繁荣、发展，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习近平同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就中安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谱写中安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新篇章

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
国新办发布会聚焦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

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
革委 1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 2022年我国稳物价工
作成效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2022年CPI同比上涨2％
物价总水平持续平稳运行

国家统计局 12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比上年上涨 2％，低于
全年3％左右的预期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司长万劲松说，2022年我国
物价总水平持续平稳运行，
CPI单月涨幅始终运行在3％
以下，全年上涨 2％，大幅低
于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发达
经济体和印度、巴西、南非等
新兴经济体的涨幅，“国际
胀、国内稳”对比十分鲜明。

“回顾 2022年稳物价工
作，重点是做好‘稳民生商品、
稳大宗商品、稳市场预期’
三方面工作。”万劲松说。

他说，展望2023年，尽管
输入性通胀压力仍然存在，但
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具有
坚实基础。粮食生产连续丰
收，生猪产能合理充裕，重要
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基础能源
保障有力，保供稳价体系进一
步健全，完全有信心、有能力
继续保持物价总体稳定。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具备
坚实基础

重要民生商品关系人民
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
长牛育斌介绍，2022年围绕
粮油肉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

保供稳价做了一系列工作，全
年CPI中的食品价格指数上
涨2.8％，明显低于美欧等主
要经济体10％左右的涨幅。

受周期性、季节性、超预
期因素叠加影响，2022年生
猪市场形势较为复杂。万劲
松介绍，上半年生猪价格低位
运行时，连续 13批次收储中
央猪肉储备，督促指导各地同
步收储，提振市场信心；下半
年生猪供应偏紧、价格一度过
快上涨时，连续7批次投放中
央猪肉储备，指导各地同步投
放地方储备，增加市场供应。

“当前国内生猪产能总
体处于合理区间，预计 2023
年价格波动幅度将小于2022
年。”万劲松说，将继续紧盯
市场动态，及时采取调控措
施，促进生猪市场平稳运行。

以煤炭为“锚”着力保持能源
价格总体稳定

2022年，国际能源供需
形势复杂严峻、价格大幅上
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副司长周伴学介绍，在持续加
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基
础上，创新机制、稳定预期、加
强监管，以煤炭为“锚”着力保
持能源价格总体稳定。

多措并举保障春节期间重要
民生商品价格稳定

临近春节，如何保障节
日市场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和
价格基本稳定？牛育斌说，
一是强化监测分析预警，指
导各地密切监测居民消费市
场运行和价格变化，及时发
现苗头性问题并作出前瞻性
安排；二是压实“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提前做好充实储
备、产销衔接和应急预案等
准备；三是确保货源充足，支
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
超等骨干流通主体加大提前
备货、铺货力度，丰富品种选
择；四是强化市场监管，严厉
打击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
为，维护正常价格秩序。

“从近期调度情况看，各
地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储
备充实，市场价格平稳有序，
能够保障广大城乡居民节日
期间消费需求。”牛育斌说。

价格补贴发放方面，周
伴学介绍，2020年以来，各
地累计发放物价补贴约 375
亿元，惠及困难群众7.3亿人
次；其中 2022年发放物价补
贴约 65亿元，惠及困难群众
约2亿人次。

有信心、有能力继续保持物价总体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聚焦“稳物价”

巴新政府宣布关闭
“巴新驻台湾商务代表处”

外交部表示
高度肯定和赞赏
新华社电 针对巴布亚

新几内亚政府日前宣布关
闭“巴新驻台湾商务代表处”
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2日说，中方对此表示高度
肯定和赞赏。汪文斌是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
关问题时作上述表示的。
他说，这再次表明，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
心所向、大势所趋。

外交部：
无中国公民在阿富汗
恐袭事件中伤亡
新华社电 针对阿富

汗首都喀布尔当地时间 11
日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据
目前了解，没有中国公民在
这次恐袭事件中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