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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日，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将从退化草地治理、
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种质资源保
护和繁育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大我
省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力度。

据悉，“十四五”以来，国家累
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28.77 亿
元，支持我省开展三江源生态保
护、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
治理、退牧还草、重点防护林体系
建设、天然林保护、森林防火、自
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湿地保
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根据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
资源部分别牵头编制了《青藏高
原生态屏障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

《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
态屏障）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并
将我省作为重点，分别纳入“青藏
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态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和“黄河重点生态区
（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生态保护
和修复重大工程”，提出了各重点
区域的治理思路。此外，2020年，
国家林草局在全国部署启动了为
期3年的草原有害生物普查工作，
2022年中央财政通过草原生态修
复治理补助项目向我省安排中央
财政资金 4.35 亿元，重点用于退
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草原有害
生物防治、草种资源保护繁育等
工作。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结合
有关规划的实施，持续加大对我
省退化草原修复等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作的支持力度，组织开展草
原有害生物普查成果的汇总分
析，指导包括我省在内的有关省
区科学开展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提升监测防控能力，推广绿色防
治。同时，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切实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持
续促进改善我省草原生态环境，
指导包括青海在内的草原省区，
充分依托中央资金有关工程项
目，根据自身草原生态修复需要
和自然气候条件，科学选择适宜
的乡土草种，加强草种质资源收
集保存利用，加大草种繁育基地
建设力度。此外，将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争取加大对草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草种业科技创新和乡
土草种扩繁生产的支持力度，加
快推进解决我国草种“卡脖子”问
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
整体推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
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
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若干
重大关系作出深刻阐释、提出明确
要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对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
号角。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
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
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
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对于
全党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
系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新
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
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深刻认识实
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
项目标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增强
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在
新征程上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
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是辩证统
一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
求、重大原则，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是分
阶段、分领域推进的。实现各阶段发
展目标，落实各领域发展战略，同样
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
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
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
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
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
容协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
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
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
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
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各地区各部
门要结合各自具体实际开拓创新，特
别是在前沿实践、未知领域，鼓励大
胆探索、敢为人先，寻求有效解决新
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努力创造
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正确运用战略策略是我们党创
造辉煌历史、成就千秋伟业、战胜各
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成功秘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
须把这一成功秘诀总结好、运用
好。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
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
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
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
来；增强战略的全局性，谋划战略目
标、制定战略举措、作出战略部署，
都要着眼于解决事关党和国家事业
兴衰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
问题；增强战略的稳定性，战略一经
形成，就要长期坚持、一抓到底、善
作善成，不要随意改变。策略是在
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是战略
实施的科学方法。要把战略的原则
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
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在
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
握战略主动。

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
国理政中的重要思维方法。守正才
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
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国
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
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首先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
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
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
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
向。同时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突出位置，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改革
创新，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公平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
效率也要以公平为前提才得以持
续。只有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
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才
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
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
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
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
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
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
场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着力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加快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
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
平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
等发展权利，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
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
力和秩序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
应当实现、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
有序的动态平衡。要深化各方面的
体制机制改革，充分释放全社会创
造潜能，鼓励科学家、企业家、艺术
家等各方面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创
新创造。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
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等问
题，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要形成劳动创造财
富、实干创造业绩、奋斗创造幸福的
正确导向，充分激发全社会创造活
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
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
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
全和重点领域安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
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
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
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
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增强我国的
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
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要不
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
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
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
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
出的答案，是选择自己的道路、做自
己的事情。”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
想的远征。向着新目标，奋楫再出
发，我们要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
心，在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上昂首
阔步走下去，矢志不渝、笃行不怠，
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坚信，一
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将为
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国际合作注
入更强动力，为全人类进步作出更
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记者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2022年，
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建设成效显著，已发展成为全国
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
鲑鳟鱼生产基地和重要的农作
物北繁制种基地。全省牛羊肉、
油料、青稞、枸杞等绿色产品输
出规模达到 80 万吨，价值超过
130亿元。

2022 年，我省以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载体，加
快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做优做

强绿色有机农牧产业。全省已
累计创建 15 个农业产业强镇，
创建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
33个。牦牛藏羊集群一二三产
业总产值达267亿元。

下一步，我省将在打造绿
色农畜产品输出地上持续发
力，推进全域创建，培育做强牦
牛、藏羊、青稞、油菜、马铃薯、
蔬菜、拉面等特色优势产业，打
造 8 个品牌化、标准化、产业
化、规模化示范样板，加快推进
农区绿色化、牧区有机化、经营

产业化。
据悉，2023 年我省将继续

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
造、科技创新、种业振兴、产业融
合和生态农牧业转型升级上实
现新突破。力争一产增加值增
长 4.5%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 5%以上；全省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 445 万
亩以上，油料作物达到220万亩
以上；蔬菜、肉、奶、蛋产量分别
达到152万吨、41万吨、36万吨、
1.5万吨。

本报讯（记者 王琼）2 月 9
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2022
年，西宁地区完成技术合同登记
850 项，总成交额达到 12.64 亿
元，同比增长10.88%，技术合同
成交额再创新高。

近年来，市科技局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四
个面向”，积极推动“四地两体
系”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着力优化科技创新
生态。通过举办中国创新挑战

赛等系列科技成果对接活动，
推动省内外高校院所的优质资
源与西宁地区产业发展需求深
度融合；聘请专家、教授开展技
术合同登记政策与实务培训，
并深入企业进行技术合同登记
指导，针对技术合同登记难点
进 行 答 疑 解 惑 ，精 准 辅 导 登
记。贯彻落实国家及《青海省
促进技术转移奖补资金实施细
则》，全力以赴协调在宁高校、
科研院所及有关单位开展技术

合同登记工作，推动政策落地
落实，让更多科技成果在西宁
地区完成了“样品”到“产品”的
突破。

下一步，市科技局将坚定
信心，加强人员培训，提升科
技服务能力。锚定“十四五”
科技创新规划目标，推动技术
转移政策落地落实；深入市场
调研，挖掘新技术合同，不断
推进我市技术转移工作迈向
新台阶。

我省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再获国家支持

我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再创新高

我省绿色产品输出价值超1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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