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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4月 8日电（记者 陈文广
史卫燕）下塞湖位于南洞庭湖腹地，地跨湖南
益阳、岳阳两市，东、南、北三面均为河道，涨
水为湖、退水为洲，是“长江之肾”洞庭湖的重
要湿地。

近日，记者乘船再登下塞湖。原本高高垒
砌的堤坝已被铲平，岸上的紫云英在春风的
吹拂下已然开花，人工种植的三蕊柳等树木
开始发芽，内外湖水贯通，碧水蓝天，显得格
外安宁。

而在一年多以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非法围建的“水中长城”将湖水分割囚禁，堤外
湖水浩浩汤汤，堤内芦苇地一望无际。堤上，
猪、牛、羊成群，牲畜粪便无处不在，多处堆放
砂石，还有两处非法砂石码头。

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私营业主夏顺安
通过违规承包并非法修建矮围将下塞湖占为
己有，从事非法捕捞养殖、盗采砂石等活动，严
重影响行洪，破坏洞庭湖生态。

2018年，湖南开始整治拆除下塞湖非法矮
围，严查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保护伞。记者了
解到，湖南共拆除矮围网围472处，拆除矮围面
积124.46万亩，拆除堤长2818.04千米，并逐步
恢复自然生态。长期在下塞湖附近水域和岳阳
市汨罗水域，有组织地进行非法采砂活动的夏
顺安等人涉黑组织也被查办。

据介绍，这一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
破获涉嫌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法
采矿等8个罪名的刑事案件18起，冻结银行存
款140万元，查封房产15处，采砂船只3条。

事实上，在洞庭湖等地，像夏顺安这样以
湖、砂牟利的涉黑涉恶组织并不少见。由于需
求多、利益大，近些年，被称为水中“软黄金”的
砂石吸引了不少采砂船盗采，并通过“黑码头”

转运、销售，一些“砂霸”则通过各种非法手段
掌控盗采船和“黑码头”，渐成黑恶势力。他们
的行为不仅对生态环境、航运安全造成威胁，
也破坏了社会生态。

保护好一江碧水，守护好河湖安澜。湖南
在深入分析黑恶犯罪形势后，将开展扫黑除恶

“洞庭风雷”专项行动作为一个工作重点，集中
力量围剿涉砂类黑恶犯罪势力。

“我们将‘洞庭风雷’专项行动作为事关环
保攻坚、事关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事关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三大战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
战役。”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在“洞庭风雷”专
项行动中，湖南共打掉14个涉砂类黑恶犯罪团
伙，其中涉黑犯罪组织9个，打击处理团伙成员
156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8起，查封扣押资
产6652.6万元。

一些黑恶势力之所以长期称霸一方，一个
关键因素就是与腐败问题交织。湖南在严查涉
砂类黑恶犯罪势力的同时，还实行“一案三查”
制度，即同时查办黑恶犯罪、追查腐败问题和
保护伞、倒查当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行业主
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在“洞庭风雷”专项行动
中，涉黑涉恶的公职人员33人被查处。

“一系列行动效果非常明显，现在下塞湖
的生态修复进行得非常好，生物多样性恢复显
著。其他地方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现在洞庭湖
的整体保护力度非常大。”南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沅江市管理局副局长万献军表示。

沅江市市长杨智勇说，除了自然生态，洞
庭湖区域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里发生了深刻变化，影响长远。

春和景明，在长时间的连绵阴雨后，洞庭
湖阳光明媚，河湖安澜。

湖南开展“洞庭风雷”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记者 安蓓）国家
发展改革委8日称，2019年我国将继续加大户
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
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
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
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
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
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
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
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
占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
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
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
口落户。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强调，
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有意

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
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
目。2019年底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基本办学
条件“20条底线”要求，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
大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
女开放，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
策。持续深化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试点，扩大公租房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向常住人
口覆盖范围。

根据《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支持特色小镇有序发展。完善政银企对接服务
平台，为特色产业发展及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
持，为打造更多精品特色小镇提供制度土壤。建
立规范纠偏机制，逐年开展监测评估，淘汰错用
概念的行政建制镇、滥用概念的虚假小镇、缺失
投资主体的虚拟小镇。组织制定特色小镇标准
体系，适时健全支持特色小镇有序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措施。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大城市
将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2018年，首都北京交出一张靓丽成绩单：人
均GDP达2.13万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4万
元/人左右，创下两个“全国第一”。

一系列数据，是北京近年来积极探索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注脚。

“推动北京高质量发展，要抓住五个关键：
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减量发展是特征，绿色
发展是基础，创新发展是唯一出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是根本落脚点”——

正如北京市负责人提出的那样，面对“建设
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课
题，北京这座千年古城要坚定不移走减量发展、
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之路。

减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

花红柳绿，春光明媚。
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西北角，是面积达3万

多平方米的广阳谷城市森林公园：2017年9月，
这片“黄金宝地”在政府斥巨资拆违、腾退后没
有变成写字楼，而是被建成了森林公园……

广阳谷，是过去几年北京腾退土地、留白增
绿的一个缩影。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明确首都
“四个中心”新的城市战略定位，确立了建设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

疏解，就是“北京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严把新增产业准入关。2014年，北京制

定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并两次“从严从
紧”修订。截至2018年底，全市不予办理新设立
或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达到2.1万件。

——盘活低效闲置资源。两年来，北京退出
一般制造业企业1307家，疏解提升市场和物流
中心500个，为引入高端要素腾出了宝贵空间。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明确提出“减量发
展”概念，确定了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城
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

减重、减负、减量，北京产业结构发生深刻
变革：和2013年比，2018年，符合首都城市战略
定 位 的 新 设 市 场 主 体 占 比 从 25.1% 上 升 到

50.5%；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孕育成长，金融、
科技、信息等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

2018年，北京再次实现“三个减量”：人口减
少16.5万，城乡建设用地减量约34平方公里，建
设面积减少1200多万平方米。

建设用地少了，生态绿地多了，经济发展效
益高了。

2018 年，北京市 GDP 超过 3 万亿元，增长
6.6%；新经济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服务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81%；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4万
元/人左右，居全国第一。

在西城区，往昔的动物园批发市场转身为
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转型前，这里
约 40 万平方米的建筑容纳了 9 万多名从业人
员，每年贡献税收仅5000万元左右；转型后，仅
目前投入使用的1万平方米建筑贡献税收就已
超过5000万元，从业人员仅500人左右。

“何谓高质量？在宏观层面，主要指国民经
济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核心是具有较高的
全要素生产率。”北京市委党校教授赵莉说，北
京建设首善之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理应率
先示范。

绿色发展：能源利用效率位居全国首位

户均种植板栗近15亩，特色旅游每年吸引
5 万余游客，为村里带来综合收入约 240 万元
……

近年来，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从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变成“北京最美乡村”。

“北沟村走上了富裕路，靠的就是绿色发展。”北
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全深有感触地说。

2018 年 11 月，北京发布《关于推动生态涵
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怀柔、
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等占北京面积68%的
区域，构建起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的“家底”。

5 个方面 16 项政策措施，为生态涵养区这
一北京“后花园”描绘了美好蓝图——建成展现
北京美丽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的典范区、生态
文明建设的引领区、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发展
示范区。

绿色发展，离不开优美的生态环境。
北京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治理大气，特别

是通过实施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5
年间年燃煤总量从 2270 万吨减至 600 万吨以
内，淘汰老旧机动车216.7万辆，清理整治“散乱

污”企业1.1万家，2018年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下
降到51微克/立方米。

近年来，北京全面推行河长制，开展“清河
行动”和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联合推进永
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污水处理率提高到
93%。凉水河、萧太后河、北运河……一条条骨干
河流告别黑臭，一座座滨河公园给人以便利和
享受。

留白增绿，见缝插绿。2018年北京新增造林
26.9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由2012年的38.6%提
高到2018年的43.5%，城市生态空间大幅度增加。

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再
到大力推动绿色集约发展，北京发展效率进一
步提高。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市万元地区生
产总值能耗为0.254吨标准煤，同比下降3.8%；
水耗为12.9立方米，同比下降7.1%；能源利用效
率居全国首位。

“北京正通过把不符合首都定位的制造业就
地淘汰，推动传统产业撤并转型升级，鼓励企业通
过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方式，坚定不移地走绿色
发展之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说。

创新发展：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E9区创新工场，一个由
360多个奶制品生产构件组成的“火车头”造型
十分引人注目，寓意“创新发展驶向美好未来”。

E9区创新工场的前身是双桥乳品厂，2015
年腾退改造后变身创意经济集聚区，聚焦人工
智能和数字创意产业。

放眼整个北京，创新发展正成为驱动这座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

北京中关村，人工智能企业旷视科技的产
品展区，被赋予人脸识别等功能的手机、摄像
头、机器人设备令人目不暇接。

“让‘机器看懂世界’，我们的人脸识别技
术、图像识别技术、智能视频云产品等已广泛应
用于金融、手机、安防、物流、零售等领域。”旷视
科技副总裁谢亿楠说。

地区生产总值6400多亿元，信息服务业、科
研服务业占全区经济总量超过 40%，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1万家……

创新能级更高，创新根基更稳，创新活力更
强，作为中关村的发源地，北京市海淀区走出了一
条以创新为引领、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近年来，北京深入实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10个高精尖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制定5G、人工
智能、医药健康等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方案，努
力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
展的双动能。

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十大高精尖产业实
现营业收入 32548 亿元，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33.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13.9%。

在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产业优势的
同时，近年来北京正努力建设以“三城一区”为
主平台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夯实基础。

——在中关村科学城，全球健康药物研发
中心加快建设，碳基集成电路研究院、腾盛博药
等重大项目落地持续推进；

——在怀柔科学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建设全面展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
统数值模拟装置建设顺利推进；

——在未来科学城，陈清泉院士科创中心、
小米智慧产业基地等入驻，央企与高校院所组
建5个协同创新平台；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批技术创
新服务平台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搭建，
创新型产业集群增势良好……

高质量发展的前行道路上，北京还面临不
少挑战。

“与发达国家和先进城市相比，北京依然存
在不少差距。创新投入较高，但创新产出效率
低，基础创新和原始创新差距大；全球城市生活
质量排行榜，在450个城市中北京排在119位。”
赵莉提醒。

减量发展、提质增效，永远在路上。
近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将出台推动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推出含有6个方面35项具体指
标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高质量、城市治理高水平、生态治
理高标准、百姓生活高品质……人们坚信，不久
的将来，一个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首都北京，
必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两个“全国第一”的背后
——北京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李斌 孔祥鑫 王优玲 张超

开栏的话：
画好生态画、筑梦高精尖、培育新经济、

壮大新动能……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坚持因地制宜和从实际出发，
蹄疾步稳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新华社从即日起开设《壮丽70年 奋斗
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栏目，集
中推出系列报道，充分反映各地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创新实践和典型经验，为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增
添新动力。《两个“全国第一”的背后——北京
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开栏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