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24年9月19日 星期四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6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木子 校对 / 寒倩

反制清单
一、内华达山脉公司（Sierra Nevada Corporation）
二、摇杆舵公司（Stick Rudder Enterprises LLC）
三、立方公司（Cubic Corporation)
四、S3航空防务公司（S3 AeroDefense）
五、特科姆公司（TCOM, Limited Partnership）
六、文本矿公司（TextOre）
七、扁平地球管理公司（Planate Management Group）
八、ACT1联邦公司（ACT1 Federal）
九、埃克索维拉公司（Exovera）

外交部公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
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新华社沈阳 9月 18日电（记者 赵洪
南 洪可润）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93 周
年。18 日上午，社会各界人士在沈阳隆重
集会，举行撞钟鸣警仪式，以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

仲秋时节的沈阳，天空中飘起了阵阵小
雨，已有微微凉意。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残历碑广场巨大的台历形石碑上，时间
凝固在1931年9月18日。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 10 时许，日军自爆
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
炮轰沈阳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
发。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范丽红
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严令“不抵抗”，日军
几小时就攻占了北大营、一夜之间占领了沈
阳城。“这道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疤，中国
人民不敢忘！”

硝烟散尽，国殇难忘。撞钟鸣警仪式在
嘹亮的国歌声中开始。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残历碑前，人们列队整齐，神情肃
穆。9时18分，14名社会各界代表神情凝重
地推动钟槌，撞响“警世钟”。14 响钟声回
荡在空中，寓意着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

的艰辛历程，声声入心。
警报声划破天际，鸣响3分钟，街道上

的汽车纷纷停下，鸣笛示警，行人驻足肃
立。辽宁多地也同时鸣响防空警报，共同铭
记这一国难日。

自1995年以来，每逢“九一八”这天，警
报都会在沈阳这座城市拉响。如今，沈阳已
经连续30年拉响防空警报。

鲁迅美术学院的退休教授贺中令是残
历碑的设计者之一。贺中令说：“残历碑的
底座设计中出现的骷髅、骸骨的元素，象征
着民族抗战中牺牲的先烈，残历碑主体形如
一本摊开的日历，上面布满了象征战争伤痛
的弹孔。设计这个残历碑，就是想告诉人
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距离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不足3
公里，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地北大营。作为这
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北大营遗址也以
一座陈列馆的方式讲述着抗战故事。

北大营旧址陈列馆呈现着当年的原
貌。陈列馆内设置“国难降临 奋起反抗”

“抗战印记 城市荣光”等主题，通过400余幅
历史照片、200 余件历史文物以及电子地
图、场景复原、全景沙盘等多种现代化手段

对历史进行展示。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东北三省短时间内

沦陷，但中国人民向侵略者奋起抗争的拼杀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杨靖宇、赵尚志、陈翰章……一个个令
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抗联英雄的事迹永
远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并化作一种精神，永
久传承。

14 年抗战期间，中国以3500 万军民伤
亡的代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前来参加活动的辽宁省实验中学学生
陈嘉荣说：“作为赓续红色血脉的年轻一代，
我们不会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我们会把先
烈的精神融入学习中，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
国之志。”

范丽红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记忆是一
种力量。“我们讲述这段历史，不是要延续仇
恨，而是为了不忘历史真相，给予今人前行
的力量。”

警报声响起时，高铁司机宫志刚驾驶
着 G912 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附近驶过。历史昭示未
来，中国正以“高铁速度”走向更美好的未
来。

新华社北京9月 18日电（记者 高敬）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谋划开
展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
作，我国生态文明之路越走越笃定、越走越
宽广，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书写新的绿色奇
迹。

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

今年夏天，山西省右玉县苍头河畔，红
旗口村的 30 多亩集体林地里绿树成荫，前
来露营的游客扎起帐篷，尽享绿色生态之
美。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
的右玉县林木绿化率不足0.3%，群众饱受风
沙之苦。70多年来，右玉县干部群众持续不
断植树造林，林木绿化率提高到57%，将“不
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昔日沙地不仅种
出一片片绿荫，更“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好日
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仅
8.6%，风沙肆虐、水土流失等影响群众生产生
活。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绿化
建设，号召“绿化祖国”。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西北、华
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
大型防护林的战略决策，历时73年分三个阶
段八期工程进行，要在祖国北方建设一道绵
亘万里的绿色长城。

40多个寒来暑往，“三北”工程区累计完
成造林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森
林覆盖率由 1978 年的 5.05%提高到 13.84%，
重点治理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历史性转变。

同时，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等，让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

如今，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
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
积“ 双 减 少 ”。 我 国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24.02%，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

75 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重塑，亿
万人民为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家园而不懈
努力。

为便利孩子们利用暑假进行自然研学，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
年设置了一条“小小科学家成长之路”主题
自然教育体验径和一条以“自然森林”为主
题的自然教育探索径，让孩子们更加亲近自
然、了解自然。

这个保护区设立于1956年，是我国第一
个自然保护区，保存了大片原始森林，生物
多样性得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
质公园、海洋公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
万处。

进入新时代，我国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实施52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
进长江十年禁渔，推进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要部署。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如今
我国正在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
系。

目前，我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
效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祖国生态安全
屏障不断筑牢。

污染防治成效日益彰显污染防治成效日益彰显

9月7日是“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在
今天的首都北京，人们发现随手一拍就能得
到“美颜蓝”“漫画云”。

近年来我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
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尤其
是北京空气治理成效明显，被联合国环境署
誉为“北京奇迹”。

回首来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从新中国
成立后开始孕育，20世纪70年代正式拉开帷
幕。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
护会议，生态环境保护开始摆上国家重要议
事日程。

改革开放激发了发展活力，但我国经济
高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
量生态环境问题，一段时间内成为民生之
患、民心之痛。

从确立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到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再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不断
提升。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国家投入大量资
金、科研力量，重点治理太湖、巢湖、滇池三
大湖泊，大力治理酸雨等污染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
向污染宣战。

2013 年，“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
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

在城市，公交车不再拖着“黑尾巴”，新
能源汽车加速奔跑；在农村，北方地区数千

万的家庭告别散煤取暖，用上更清洁的取暖
方式；在工厂，超低排放改造让燃煤电厂更
加清洁，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清洁燃煤发电
基地……

经过持续攻坚，2023年全国空气质量达
标城市共203个，占比达到约六成。蓝天白
云成为常态，我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
度最快的国家。

2022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
9014 亿元，而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每年仅有
25亿元至30亿元。

河湖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地表水优良
水质断面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23
年，长江干流连续4年、黄河干流连续2年全
线水质保持Ⅱ类。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家园更加
健康美好。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升城乡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能力，减少化肥农药使
用量，如期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不断增强。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今年9月10日，国家公园法草案首次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
次从国家层面针对国家公园专门立法。

法律制度，是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力
量。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四梁八
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从1978年首次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
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宪法，到
1989年环境保护法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逐步进入法治化轨道。

进入21世纪，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环境
保护法律、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
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地方性环

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用最严格

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
护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及 30 余部生态环
境法律法规。特别是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
护法，引入按日连续罚款、查封扣押、限产停
产、行政拘留、公益诉讼等措施，被评为“史
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如今，生态环境保
护法律体系已经涵盖大气、水、土壤、噪声等
污染防治领域以及长江、湿地、黑土地等重
要生态系统和要素，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得到
完善。

印发实施《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几
十项具体改革方案，逐步建立起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
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
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
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
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基础制
度，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
本形成。

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建立实
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污染防治攻
坚战成效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终身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责任体系更加严密健全，全党全
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断
增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
重要部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引领下，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我们必将书写出新的绿色奇
迹。

勿忘九一八：沈阳连续30年拉响防空警报

不断书写新的绿色奇迹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生态环境保护成就综述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外交部18日
公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
的决定。全文如下：

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
的决定

（2024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交部令第 12 号公布，自 2024 年 9 月 18 日
起施行）

美国近日再次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

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
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
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规定，中
方决定对美国内华达山脉公司、摇杆舵
公司、立方公司、S3 航空防务公司、特科
姆公司、文本矿公司、扁平地球管理公
司、ACT1联邦公司、埃克索维拉公司等9

家后附《反制清单》列明的企业采取以下
反制措施：

一、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
和其他各类财产；

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
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本决定自2024年9月18日起施行。
外交部

2024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