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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中央政
治局 常 委 、中 央 办 公 厅 主
任 蔡 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座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
委主任郑栅洁、山西省委书记
唐登杰、安徽省委书记韩俊、
江西省委书记尹弘、河南省委
书记楼阳生、湖北省委书记
王蒙徽、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
先后发言，就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汇报工作情况、提出意
见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上一次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
谈会召开 5年来，中部区域经
济总体平稳，创新发展动能
不断增强，产业基础明显改
善，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
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持续提升，绿色低碳转
型步伐加快，中部地区发展
站到了更高起点上。同时要
看到，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仍
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切
实研究解决。

习近平强调，要以科技创
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
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实体
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
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
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
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
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

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
的技术支撑能力。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
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
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入实
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
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推动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
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与其
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
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加
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
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融 合 联
动。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
优化产业布局。加强现代化
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强化
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建
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
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大
力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
原城市群发展，加强都市圈之
间协调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
边地区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统筹推进
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
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
放高地。深化要素市场化改
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全面清理纠正地方保护行为，
推动各种生产力要素跨区域
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参
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
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新
亚欧大陆桥、西部陆海新通

道，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打造更多高能级对外开放
合作平台，在联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加
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建设，增强对国内外要素
资源的吸引力。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进一步优化民营企
业发展环境。

习近平指出，要协同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
展，加快建设美丽中部。持续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
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生态
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
同治理，加快补齐城镇生活污
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推
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
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培育壮大
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
集约循环利用。完善流域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产业
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
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城市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
延伸。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
设施，加强乡村环境整治，推
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
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
富民支持制度，充分激发农业
农村发展活力。大力发展县
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高

度重视革命老区和欠发达县
（市、区）振兴发展，补齐公共
服务短板，发展壮大特色产
业，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健全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防止
出现规模性返贫。大力推进
乡村文化振兴，推动移风易
俗 。 健 全 党 组 织 领 导 的 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
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实现扫黑除
恶常态化，营造积极健康的
社会生态。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
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
全保障能力。高质量推进粮
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
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
等 重 要 农 产 品 稳 定 安 全 供
给。进一步提升煤炭、稀土等
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增强煤炭
等化石能源兜底保障能力，加
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注重传
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深
度融合。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央区
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
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有
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研究
提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的政策举措。地方党委和
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重点
工作任务、重大改革事项落实
落地。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成果，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

立健全考核激励制度，激励干
部大胆开拓、担当作为。

李强在讲话中表示，要认
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把中部地区放到整个国家版
图中、放到支撑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来定位思考，努力把
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中部地区要主动
对接其他区域发展战略，积
极引进东部地区产业创新资
源，增强对西部地区的辐射
带动作用，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要着力锻长板补短板，
在新型城镇化、绿色低碳发
展等方面发挥优势、释放潜
能，推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
整体联动，提升中部地区整
体实力和竞争力。

丁薛祥在讲话中表示，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不断取得
新成效。加强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提
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安全良性互动。深化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和高水平开放
合作，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和活力。持之以恒抓好生态
环境保护，厚植高质量发展的
绿色底色。

李干杰、何立峰、吴政隆、
穆虹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有关地方、有
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
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节约用水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
施行。

《条例》总结党的十八大
以来节水工作的丰富实践，
将 行 之 有 效 的 经 验 做 法 转
化为制度规范，全面、系统
规范和促进节水活动，为保
障国家水安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条例》
共 6 章 52 条，主要规定了以
下内容。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明
确 规 定 节 水 工 作 应 当 坚 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
二是加强用水管理。对

主要农作物、重点工业产品和
服务业等实行用水定额管理；
按行政区域对年度用水实行
总量控制；对用水达到一定规
模的单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对节水潜力大、使用面广的用
水产品实行水效标识管理；水
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地下水超
采地区应当严格控制高耗水
产业项目建设。

三是完善节水措施。推
进农业节水增效，引导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合理调整种植养
殖结构和农业用水结构；推进
工业节水减排，要求工业企业
采用先进、适用节水技术、工

艺和设备；推进城镇节水降
损，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
设；促进非常规水利用。

四是强化保障监督。健
全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和
节水奖励机制；对符合条件的
节水项目给予补助；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节水项目的融资
支持力度；鼓励发展节水服务
产业；支持开展水权交易；将
节水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地
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
范围。

五是严格法律责任。对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的、
耗水量高的技术、工艺、设备
和产品等违法行为，规定了相
应的法律责任。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

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日下午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部地区

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
人林剑 20 日表示，中方敦
促美方停止毒化两国关系
的民意环境，纠正无端滋
扰、盘查、遣返中国公民的
错误做法。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近日，《华盛顿邮
报》刊发专题报道，采访了
入境美国遭无端滋扰、盘
查、遣返的 6名中国学生和
2名访问学者，详细描述部
分人员遭遇，在美国内引发
关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林剑说，中方已多次就
美方无端滋扰、盘查、遣返
中国公民特别是学生学者
表明严正立场。美方频繁

对中国留学生采取歧视性、
政治性、选择性执法，严重
侵犯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
严重干扰两国正常人员往
来，同美方便利和支持两国
人文交流的表态南辕北辙，
与两国人民开展友好交流
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

林剑表示，中方敦促
美方认真倾听两国各界的
呼声，停止毒化两国关系
的民意环境，纠正无端滋
扰、盘查、遣返中国公民的
错误做法，对有关案件进
行彻查，还受害者一个说
法。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
措施，维护中国公民正当
合法权益。

权威 发布

《节约用水条例》公布

加强用水管理 完善节水措施

外交部：

敦促美方停止
毒化两国关系的民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