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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 严赋憬 张晓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见》。意见的出台背景是
什么？部署了哪些重要任务？新华
社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人。

问：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绿

色低碳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能源
绿色转型步伐加快，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16.53 亿千瓦，占总装机的 53.8%；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建成全球
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资
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2023 年我
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碳排放
强 度 较 2012 年 分 别 下 降 超 过
26%、35%，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
了 60%以上；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与此同时，我国绿色转型仍然
面临着不少困难挑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部

署。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对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
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明确了总
体要求、主要目标、实施路径，对
于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问：意见的总体要求和工作原
则是什么？

答：意见提出，以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意见提出坚持全面转型、协同
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的工作
原则：将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全方位、全领域、
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充分考虑不
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实际，科
学设定绿色转型的时间表、路线
图、施工图；强化支撑绿色转型的
科技创新、政策制度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为绿色转型提供更强创新
动能和制度保障；统筹处理好发展
和减排、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
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妥善防范
化解绿色转型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挑
战。

问：意见提出哪些目标？
答：意见提出两个阶段目标。

到 2030 年，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取
得积极进展，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基本形成，减污降碳协同能力
显著增强，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进一
步提升，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标
准体系更加完善，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到 2035
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
本建立，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广泛形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
显著进展，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碳排放达峰后
稳中有降，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
现。

问：意见部署哪些主要任务？
答：意见围绕 5 大领域、3 大

环节，部署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
5 大领域分别是：构建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绿色发
展高地；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
转型，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
造 升 级 ，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低 碳 产
业，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
发展；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 ， 加 强 化 石 能 源 清 洁 高 效 利
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交通运
输绿色转型，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建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推广低碳
交通运输工具；推进城乡建设发展
绿色转型，推行绿色规划建设方
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建筑，推动
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3 大环节分别是：实施全面节
约战略，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增效，
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大力
发展循环经济；推动消费模式绿色
转型，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加大绿
色产品供给，积极扩大绿色消费；
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强化应用
基础研究，加快关键技术研发，开
展创新示范推广。

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就《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见》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 赵瑞希 林光耀 周凯

当前，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
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
房需求，各地正加紧筹建配售型
和配租型保障性住房。深圳、广
州、西安、杭州等城市已开工建
设一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
福州、郑州已启动当地首批配售
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购配售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底，全国已建设筹集保
障性住房 112.8 万套 （间），占年
度 计 划 170.4 万 套 （ 间 ） 的
66.2%，完成投资 1183 亿元。业
内人士建议，未来保障房建设仍
需加强政策引导、推动资金平
衡、强化后端管理。

拓宽筹集渠道、惠及
更广人群

当前，各地加快出台有关实
施意见和配套政策，并在保障用
地供给、加快项目落地等方面取
得积极进展。为提高土地资源集
约利用效率，多地采取地铁上盖
等方式对土地进行复合利用，拓
宽保障房筹集渠道。

今年 5 月，杭州市住保房管
部门出台 《关于多渠道筹集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通知》，鼓励
通过综合开发利用地铁 TOD 上
盖物业和公交场站等多种渠道筹
集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目前，
杭州市首个地铁 TOD 项目已完
成供地并取得施工许可证。杭州
计划 2024 至 2026 年建设 4 个公
交场站、13 个地铁 TOD 复合保
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预计可建设
保障性租赁住房 1.5 万套。

随着房源不断增加，保障房
覆盖面也在不断拓展，惠及更多
群体。山西太原有面向餐饮工作
人员等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群体的
育翠公寓；浙江杭州有面向蓝领
工人群体的钱塘蓝领公寓；深圳
有定向配租给公交司机、环卫工
人的公租房⋯⋯

在深圳从事公交司机工作
19 年的李宁兵 2020 年初搬进了
位于龙海家园的一套面积约 44

平方米、月租 926 元的公租房，其女
2021 年就近入读龙海家园配套的
前海港湾小学。“以前我们住在城中
村的一个 20 多平方米的大单间里，
月租还要 1350 元。”李宁兵说。截至
2024 年 7 月底，深圳已面向地铁公
交企业员工配租 5690 套保障房。

以需定建、存量转化、
协同规划

为提升保障房筹建进度和出租
出售率，各地探索多种创新做法。

以需定建、以人定房，合理确
定供给规模。杭州市住房保障服务
中心副主任杨骥介绍，该中心对接
市数据资源局，对户籍人口、无房
人群、人才群体等 6 个维度的数据
进行系统摸底，测算出潜在购房人
群规模。“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
住房市场总体供应情况，以需定
建，科学合理确定供给规模。”

存量转化，提升闲置物业使用
率。多地开展非居住房屋改建为保
障房、国企收购商品房用作保障房
等工作，推动保障房扩源。

推动政策、资金、管理
形成合力

业内专家和从业者建议，在保
障房建设、运营等方面，仍需平衡
好政府与市场、增量开发与存量盘
活等关系。围绕保障房建多少、怎
么建、怎么管等一系列问题，因地
制宜、深化创新，推动政策、资
金、管理形成合力。

加强政策引导。记者了解到，
在保障房体系调整的过程中，地方
上存在一定的政策转换衔接难度。
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勇建议，
对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这一新兴事
物，相关主管部门需针对具体问题
深化研究，加强政策引导，并明确
各地因地制宜的相关标准、政策，
有效推动地方开展各项相关工作。

推动资金平衡。广东省城规院
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
嘉认为，建房、收房、售房、回购
各环节，都考验国企的资金平衡能
力。应摸清需求，以需定供，同时
用好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金融政
策，加快政策落地见效。

加大建设供给力度
各地保障房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紧接第1版】 仅运营半年就收回
成本。从 2019 年起，该村村民每
年 都 能 收 到 一 份 特 殊 的 “ 压 岁
钱 ”， 就 是 玻 璃 栈 道 的 年 度 分
红，有的已累计收到近 3 万元的分
红。

同时，白岩下村还通过盘活闲
置的 100 余亩土地，开发建成“青
创 共 富 农 场 ”， 与 山 上 的 玻 璃 栈
道、宋韵山体公园及村内宋韵主题
民宿等资源进行串联，打造一处集
旅游、文化、体育于一体的立体式
乡村景区。

如今的白岩下村，游客能待上
一整天：上午可以在玻璃栈道上俯
瞰蟹钳港畔的山海美景，体验滩
涂、农民画、农耕文化等；中午在
宋韵主题民宿享受美食；下午到共

富农场参加文旅拓展活动，或静静
地品尝一杯乡野咖啡；晚上深度体
验宋韵主题民宿。

乡土商机激发青创客
返乡创业热潮

旧貌换新颜的白岩下村，不
仅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更激
发 了 当 地 青 创 客 的 返 乡 创 业 热
潮。

作为茅洋乡非遗旅游线路的一
个重要节点，“拾锦造物”是游客
体验民俗文化的首选之地。在这间
由旧民居改造而来的古色古香手工
体验馆，游客可以体验多项传统手
工艺。

“拾锦造物”设有造物工坊、

食作工坊、户外茶座、室内咖啡
吧、民艺展区等，保留了老房子原
本的“旧风味”，又融入乡村人文
底蕴，让游客能看到自然、摸到自
然，还能体验造物之美。

小院的一砖一瓦、一景一物，
都由主理人亲自打造。“我们一直
想打造一个与古村有机融合、与青
山绿水辉映，既保留乡土气息、又
展示文化底蕴的小院！”主理人之
一王雪娇说，小院有 3 个主理人，
分别负责民艺手作、美食饮品和运
营推广。

去年国庆长假首日，由潘文达
和俞康宁两位青创客打造的“青·
蟹咖啡”，一天就创下 1.2 万元的营
收；返乡青年王勤则打造新中式风
格的茶馆“青茶”，游客可于山野

之间边品茗边领略自然风光和乡土
文化之美⋯⋯

在“青创共富农场”这片希望
的田野上，越来越多的青创客返乡
打造人文新业态、新场景、新模
式，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我们依托‘青创共富农场’
和蟹钳港旅游公司两个平台，先后
吸引 12 名‘90 后’、29 名民宿主前
来创业。”胡凯说。

从一家家“火出圈”的网红民
宿，到一场场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
活动⋯⋯如今的白岩下村，将文化
资源和本地特色旅游产业有机结
合，让传统文化底蕴得到充分展示
和传承，成功获评“浙江省生态文
化基地”，走出了一条文化带动乡
村振兴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