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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经中共
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册，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
起在全国发行。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
收入自2015年 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后至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召
开前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72篇，
约63万字。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稿
34篇，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16篇，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22篇。有
19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集中反映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
一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艰
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七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
面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的极不平凡历程；集中反映了习近
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
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
和战略定力，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

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
立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作出的决定性
贡献；集中反映了全党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明确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贯彻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取得的卓著成效；集中反映了
党中央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及在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
建设，做好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等方面提出的重要思想、作出
的重大决策、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创造
的新鲜经验。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
与之前出版的上册、中册形成一个完
整系列，为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提供了重要教材，对于全
党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锐意进
取、埋头苦干，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施佳丽

5月28日，天刚蒙蒙亮，乌梁素海
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马海明就
来到保护区巡视。这段时间，很多往
北迁徙的候鸟都来到这里休整。

“今年水质明显好了，鸟也多了。”
马海明怀里抱着他的长焦相机，指着
不远处小声说，“看，那是翠鸟。”

一只翠蓝的小鸟一头扎进清澈的
湖水里，湖面泛起小小的涟漪。“塞外
明珠”乌梁素海正在“返老还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
大前所未有，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成效明显。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北疆大地变得越来越美。

建设——厚植“绿色之基”
站在高地远望库布其沙漠，一条

条穿沙公路犹如人体中的一根根血
管，盘活了整个沙漠地区。一望无际
的沙漠，因为有了绿色植物的点缀而
不再孤单。

走进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区，你
会发现这里远比想象的还要漂亮：水
鸟翱翔天际，野鸭栖息在随风摇曳的
芦苇丛中；岸边灌木遍布，乘着暖暖微
风，空气中满是生命的味道……

“没错，就是大家口中的‘死亡之
海’。经过30年的治理，这里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人自豪地向
记者讲述着。

数据统计，2017年，库布其沙漠的
植被覆盖率已经达到53%，年降雨量
已经有400多毫米，超过500种生物在
这里“安家落户”，一年只刮了一次沙
尘暴。可是，有谁知道，30年前，这里
的植被覆盖率只有3%—5%，年降雨量
不足100毫米，一年要刮50次沙尘暴，
只有少得可怜的10种生物。

库布其沙漠的沧桑巨变，正是我
区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加强荒漠化
防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
和生动实践。

内蒙古，这片辽阔美丽的土地，横
跨“三北”，毗邻八省，是我国北方面积

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这里
有着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我国北方第一大淡水
湖——呼伦湖。同时，还分布着五大
沙漠和五大沙地，占全国荒漠化和沙
化土地总面积的1/5。

内蒙古的生态状况，不仅关系到
自治区各族群众的生存发展，也关系
东北、华北、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
全。

特殊区位，赋予特殊使命。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区强力推进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
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六大林业生态重
点工程，生态建设以每年超过1000万
亩的速度向前推进，森林面积和林木
蓄积量实现持续双增长，占全国净增
面积的近十分之一，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21.03%。

2017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我区成
功举办。我区的荒漠化防治工作代表
国家接受了世界的检阅，为实现土地
退化零增长这个世界目标提供了“中
国方案”。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
情。北疆大地，正涌动着造绿的澎湃
热潮，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遍染绿
色，让草原牧歌欢唱……“三山两沙四
区”的林业生态框架日益清晰，“绿色
之基”在气势磅礴的生态文明建设中
越植越厚。

理念——凝聚“绿色之力”
巍巍大兴安，梦幻阿尔山。5月，

正值兴安杜鹃盛放的最佳观赏期。放
眼望去，花秀于林，熔岩嶙峋，好一派
生机盎然的景象。

近日，中国气象局授予阿尔山
“中国气候生态市”荣誉称号。至此，
阿尔山又多了一张响亮名片。“国家气

候标志”是由独特的气候条件决定的
气候宜居、气候生态、气候品质等具有
地域特色的优质气候品牌的统称，是
衡量一地气候生态资源综合禀赋的权
威认定。在气候生态类全部35项评估
指标中，阿尔山所有指标均达到优良
等级，其中31项为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阿尔山得天独
厚的优势，更是阿尔山旅游产业发展
的“金字招牌 ”。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
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
谐、美丽。”

视绿色为底色和价值的内蒙古人
深知，内蒙古最大的潜力在于生态，在
生态保护大格局之下，还要走出绿色
发展新棋。

几年前，大青山脚下还是乱石丛
生、污水横流，污染企业遍地。虽然
大家的腰包鼓了，丢失的却是秀美的
风光和清新的空气。在一片质疑声
中，呼和浩特市幡然醒悟，大青山前
坡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大刀阔斧，坚决
对污染企业按下停止键，大力发展生
态休闲旅游观光产业，彻底改变了村
民靠天吃饭、采挖砂石的落后生产方
式。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而
今，大青山前坡已经成为绿树掩映、曲
径通幽的首府后花园。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把生态文
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内容，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
创性、长远性工作。无论是在深入推
进绿色内蒙古建设长远大计中占据一

席，还是部署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
都有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都是在行
动层面算大账，精心调适发展与保护
之间的关系，尽最大可能维持两者间
精细的平衡。

如今，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
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
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2017年，全区
PM2.5年均浓度同比下降8.6%，优良
天数比例达到85.3%，水质优良比例同
比提高0.5个百分点。这些数字的变
化，让我们越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美
丽内蒙古的美好远景。

制度——锻造“绿色之尺”
距呼伦湖301管理站以东几百米

处，一条70米宽的引水通道将海拉尔
河河水从34公里之外源源不断地引入
呼伦湖。同时，湖水外流通道的新开
河河道清淤后设置了闸门，增强泄水
能力，加大活水补充和交换能力，实现
水体循环。

一大早，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工作人员李治国就来到电脑
前，用远红外高清摄像头查看呼伦湖
湖面情况。“目前湖区水域面积稳定在
2050平方公里左右，实现了国家确定
的恢复保护目标。在2017年全市面临
大旱、降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30%以
上的情况下，当年8月呼伦湖水域面积
依然保持在2051平方公里。”

呼伦湖是我国北方第一大淡水
湖，对维护呼伦贝尔草原乃至东北地
区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2016 年
10月 1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实施，对
呼伦湖进行5年休渔限产，制定每年
1000吨捕捞限额。呼伦湖周边新巴尔
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1268万亩草原
被列入禁牧范围，4313万亩草原被列
入草畜平衡范围，有效保护了环湖天
然草原，土地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
制。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生态
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锻造一把刻度精准的“绿色
之尺”显得尤为重要。 ■下转第2版

青山披锦绣 绿水润北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上篇）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中共中
央关于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内法规
和相关文件专项清理的决定》日前发
布。党中央决定，废止3件、修改35件
中央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

针对涉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党
内法规和相关文件进行专项清理，这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的决策部署，对
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精神，有效解决部分党内法规和文件与
机构改革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
致问题，确保机构改革依法依规进行具
有重要意义。

《决定》指出，中央纪委、中央各部
门要抓紧对本单位涉机构改革的党内
法规和相关文件进行清理，国家机关各
部委党组（党委）要按照机构改革精神
及时清理自身制定的涉机构改革的文
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组织
实施好本地区涉机构改革党内法规和
相关文件的清理工作。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
认识专项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抓
好贯彻执行。对废止的党内法规和相
关文件，要按照档案、保密管理有关规
定，做好存档、查档利用等工作。对需
要修改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抓紧
启动修改工作，优质高效完成修改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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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29日讯 （记者 杨凡
白丹）5月 29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
第一次全体会议。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现有组
成人员60人，出席本次全体会议的53
人，符合法定人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
顺孟和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吴
团英、李荣禧、廉素、和彦苓，秘书长施
文学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自治区
副主席欧阳晓晖、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琪林列席会议。

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自治
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陶建作
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结果的报告；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

委员会主任钢特木尔作的关于《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办理办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张民作的关于提请废止《内蒙古自治
区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审计条例》等
6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的说明；包头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德林作的关于《包头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钢特木尔作
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

会议还听取了自治区副主席欧阳
晓晖作的关于促进自治区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自治区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主任傅永春作的关于自治
区侨务工作情况的报告。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5 月 29 日，在呼和浩特市蒙古族
幼儿园北校区，非遗传承人正在介绍
非遗作品。当日，该校举行庆祝六一
儿童节亲子文化交流活动，家长与孩
子一同体验了那达慕比赛项目，感受
搏克比赛、射箭等项目的无穷魅力，传
承民族文化。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传承民族文化

本报鄂尔多斯 5月 29日电 （记
者 王玉琢 实习生 王耀宗）5月29
日，自治区首个光伏发电应用领跑示范
基地项目在达拉特旗开工建设。

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示范基地
项目规划容量为200万千瓦，项目总投
资150亿元。一期规划容量为50万千
瓦，投资 37.5 亿元，年发电量 8亿度。
主要通过“光伏+治沙+农林+旅游”模式，
推进沙漠生态治理、可再生能源发电产
业、沙漠农林产业、沙漠特色旅游等多产
业整合发展，实现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示范基
地项目是国家能源局确定的内蒙古唯
一光伏发电应用领跑示范基地。由库

布齐沙漠林业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建设。基地总占地面积10万亩，
现已场平2.6万亩，累计投资2.6亿元，

“三通一平”等前期工作正在推进中，已
具备基地光伏项目入驻建设条件。

作为鄂尔多斯市转型升级、实现绿
色发展、清洁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
大项目，该项目预计今年底建成，将使
10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防治，辐射防
风固沙、生态改善总面积近20万亩，提
高当地森林覆盖率近0.6个百分点，同
时可实现年税收3亿元，可带动1500户
农牧民增收致富，安排2000多人就业。

我区首个光伏发电应用
领跑示范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习近平会见
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

■详见第4版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白丹）
5月 28日，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黑
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大兴安岭分院签署
《关于加强生态检察区域协作服务和保
障大兴安岭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标
志着两地检察机关首项跨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协作机制正式启动。

多年来，两地检察机关为保护生态
环境做了大量的工作，两地的生态环境
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
固，尤其是跨区域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屡
禁不止。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两地
检察机关决定实施区域协作共同保护

大兴安岭生态环境，建立起联络交流、
信息共享、办案协作、培训合作、强化宣
传等五项配套机制。

《意见》立足两地检察机关优势，初
步确立生态司法保护日常联络和交流
机制，明确了两地市院（分院）机关同步
建立领导小组，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联
席会议，研判大兴安岭地区重大生态检
察案件及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共同制定有效的解决对策。同时，
明确两地基层检察院同步建立对应的
联系交流机制，前者负责整体调控，后
者负责具体实施。

内蒙古黑龙江两地检察机关
启动首项跨区域协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