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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运以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亿人次

我国国产首颗全电推通信卫星亚太6E卫星成功投入运营

（上接1版）
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建

立，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农转非”彻底
退出历史舞台；2014年以来，共有1.5
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全国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4 年的 35.93%提
高到 2023 年的 48.3%；东部地区除极
少数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除个
别省会城市外，全面放开放宽了落户
限制。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
盾和问题在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发
力点也在基层。

“楼道里的杂物怎样才能彻底清
理干净”“现在养狗的人不少，小区里
狗的粪便像地雷，得管一管”……

江苏省新沂市新安街道城关社区
的“网格议事亭”里热闹非凡。居民认
真地为社区管理出主意、想对策，社区
工作者耐心听取建议，一件件居民生
活中的“麻烦事”，在这里共同商议出
解决方法。

“亭子虽然不大，但居民可以在这
里说烦心事、诉揪心事、解不悦事，网
格员问诊居民大小事，引导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都能
在大家的努力下及时解决。”城关社区
党总支书记李丽说。

小小“议事亭”，以改革的“巧劲”
释放出基层治理“大能量”，成为政策
宣传的“广播站”、反映社情民意的“晴
雨表”、化解基层矛盾的“稳压器”。

60多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
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
桥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枫桥经
验”在新时代不断创新发展。

在江西南昌，“幸福圆桌会”把话
筒交给广大居民；在四川泸州，一大批

“能人”“热心人”活跃在乡村社区，为
群众提供调解服务；浙江诸暨由群众
组成的“红枫义警”活跃在治安防范、

邻里守望、护校安园一线……通过体
制机制的创新，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
会治理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
终评判者。

近年来，全国群众安全感指数逐
年上升，2021 年达到 98.62%；全国建
成各级综治中心58.3万余个，基本实
现了网格化服务管理全覆盖；全国信
访总量明显下降，集体访总量已连续
11年下降。

从生态保护到生育支持：让
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绿水青山，关系着生态环境质量，
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湘赣交界处有条河，在江西叫萍
水河，在湖南叫渌水。近年来，河水从
污染严重到绿水长流，两岸群众从矛
盾纠纷到合作共赢，“萍水相争”到“萍
水相亲”之变何以发生？

以前，上游的江西萍乡湘东区聚
集着钢铁、化工等企业，下游湖南株洲
醴陵市、渌口区沿江分布着陶瓷、建材
等产业。河流污染严重影响了沿河群
众的生产生活，下游群众的饮用水安
全甚至一度难以保障。

转机出现在2019年7月。赣湘两
省签订了《渌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协议》，约定以交界处断面水质为依
据，如果当月水质类别达到或优于国
家考核目标Ⅲ类，由湖南补偿江西；反
之，则由江西补偿湖南。

协议签订后，一场围绕萍水河治
理的攻坚战全面铺开。淘汰整治高耗
能企业、关停两岸养殖场、提标改造污
水处理厂……在两地联手努力下，萍
水河碧波清澈，沿岸的污染企业逐渐
被绿色产业取代。

从河长制到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一条条河流的变迁中，折射出一项项
改革的力量，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深入推进的生动注脚。

如今，天更蓝，我国重污染天数显
著 下 降 ，2023 年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
水更清，随着百万名河长、湖长上岗履
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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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更净，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
控，越来越多的绿色正在点染祖国山
川大地。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同年9月，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改革的意见》。今年6月1日，《生
态保护补偿条例》开始施行，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既用最严格
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也通
过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改革，激
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
动力。

“我们赶上了生育的好政策，生育
二孩、三孩还能领补贴了！”近日，领到
了18000元育儿补贴的新疆克拉玛依
市克拉玛依区居民林女士高兴地告诉
记者。

目前，克拉玛依区第二轮 3 岁以
下婴幼儿育儿补助已经发放到位，共
有1030个家庭收到了惠民补贴。

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
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人口发展
的转折性变化，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策部署。2013年、2015年，单独两孩、
全面两孩政策先后实施。

2021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
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
配套支持措施。同年 7 月，《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8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
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对百姓反映的“生不起”“养不起”
问题，决定部署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
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等三大类十个方面配
套支持措施，努力提供“孕得优、生得
安、育得好”的健康服务。

出台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提高计划生
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多地增设育儿
假、延长产假……从中央到地方，一个
更完善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正在逐步
构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0-14 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
2010 年 的 16.60%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17.95%，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占比
由政策调整前的35%左右提高到近年
来的55%以上。

从养老保障到异地就医：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夏日农舍，绿荫环绕，蔬果飘香。
67 岁的江西省安义县台山村村民熊
贵全摘下一把豆角、茄子，准备做晚
饭。

“老伴有残疾，以前日子过得不容
易。后来我们不仅脱了贫，政府还帮
老伴代缴了6年基本养老保险费。现
在我俩的养老金，加上她的残疾人生
活补贴以及三亩地流转收益，每年有
6000多元固定收入，看病也有政府补
助的医保，日子越来越好了。”熊贵全
说。

社会保障关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群众不分城
乡、地域、性别、职业，在年老及面对疾
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
应有相应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政治局会
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等会议多次研究
审议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
体方案、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意见
等，推动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进入快车
道。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紧盯
制约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硬骨头，不
断推进改革”。

2014年，我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农村居民和
城镇非就业居民纳入相同保障体系。
2017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
门出台意见，明确地方政府为贫困人
员等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费，给6098万贫困人员的老年生
活增添了一份可靠保障。

应对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
带来的新挑战，“发展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
告，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保制度
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

一项项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一波
波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到2023年末，
我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 亿人、
13.3 亿人、3.0 亿人、2.4 亿人，建立起
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

医保、工伤保险以前无法跨地区
报销，让一些人深感不便。现在，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为百姓带来更多获
得感。

72 岁的黑龙江居民崔向振已连
续十几年在海南过冬。“现在可以异地
就医结算，像我们这样的‘候鸟人群’
看病更方便，再也不用为报销奔波发
愁。”崔向振说。

崔向振记得，12年前在海南看病
不能报销，只能自费；后来可以拿看病
的票据回老家报销，但只限于住院，报
销比例也不高；现在不管普通门诊、住

院治疗，还是慢性病门诊、特殊病购
药，都能直接结算报销。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约
5128 万 人 次 ，减 少 参 保 群 众 垫 付
421.67亿元，较2023年同期分别增长
162.35%、41.91%。

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职工工伤
异地就医结算的需求不断上升。

今年4月1日起，全国各省份试点
开展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工伤保险全国“一张网”、就医“一
卡通”搭建完成。

当日下午，来自天津的陆女士来
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住院治
疗，持社保卡直接挂号就诊住院，免缴
押金，出院即结算。这是北京市首例
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外省市工伤
职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地区将按照循
序渐进原则，先纳入住院费用，先期以
异地长期居住（工作）和异地转诊转院
人员起步，优先联通异地就医集中地
区。目前全国共确定试点城市 131
个，开通上线工伤医疗、工伤康复、辅
助器具配置协议机构399家。

补短板、促公平，兜底线、织密网
……一项项民生改革有力保障人民
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
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
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
享。

正在举行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必将在高质
量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
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熊丰 姜琳
王鹏 高敬李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改革到底
的坚强决心，动真格、敢碰硬，精准发
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坚决破除一
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
制机制障碍。这是“将改革进行到
底”的郑重宣示，向全党全社会发出
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

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只有用改革
的办法才能解决。只有坚定改革到

底的决心，动真格、敢碰硬，矢志不渝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不断为中
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
制度保障。

动真格，就是要坚决破除一切制
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
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绊
脚石众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
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精准

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须协同
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
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领域改
革，以坚强的决心，破瓶颈、除积弊、
去沉疴、化危机、闯难关、应变局、拓
新局。

敢碰硬，就是要从紧迫问题入
手，抓难点、堵漏洞、补短板。既要有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政治勇

气，更要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实干劲头。改革关头
勇者胜，气可鼓而不可泄。各级党员
干部务必持续发力、步步为营、久久
为功，着力在巩固、深化、拓展上下功
夫，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
底，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付诸
行动、见到成效。

新华社记者 晏国政

◇短评·总书记的改革论◇

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动真碰硬 盛夏时节，江苏扬州宁扬城际铁
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100 多名
中铁十五局建设者在各个工序上穿梭
忙碌，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宁扬
城际是扬州市首条城市轨道交通线
路，建成后将加快实现南京和扬州两
市之间互联互通，促进沿线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铁路项目建
设持续推进，取得新进展。记者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4
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3373亿元，同比增长10.6%，创历史
同期新高。

上半年，铁路部门有序推进重点
项目联调联试、试运行，高质量完成工
程验收、安全评估、运营准备等工作，
确保一批新线如期建成通车，累计新
开通线路979.6公里，进一步完善了区
域路网布局。其中，池州至黄山高铁
开通运营后，为沿线旅游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动能；兰州至张掖高铁中川机
场至武威东段开通运营后，丝路重镇
武威市接入全国高铁网。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统筹建设资
源，加强施工组织和科技攻关，一批重

点在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取得新进展。
在辽宁，沈白高铁建设加快推

进。中铁十六局项目技术负责人徐利
胜表示，建设者正全面推进全线控制
性工程后安隧道施工，后安隧道全长
9125米，已顺利贯通进入无砟轨道施
工阶段；在浙江，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
衢丽铁路衢江特大桥首根桩基顺利开
钻。衢丽铁路西起衢州市连接沪昆铁
路、九景衢铁路，东至丽水市贯通金温
铁路，其中衢江特大桥全长超过10公
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在安徽，由中
铁十四局参建的沪宁合高铁控制性工
程跨马厂水库特大桥开始架梁施工，
为有序推进后续建设创造了良好条
件。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聚焦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
分发挥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
拉动效应强的作用，优质高效推进铁
路工程建设，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
系加快构建，我国铁路网整体功能和
效益进一步提升。”国铁集团有关部门
负责人表示。

新华社记者 樊曦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自暑运启动以来，7月1日
至15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11
亿人次，突破2亿人次大关，同比增长
6.5%，日均发送旅客1403.4万人次。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暑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
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
运行。铁路部门认真统筹客货运输和
防洪安全，精心制定暑期旅客运输工
作方案，加大运输能力投放，落实便民
利民惠民举措，努力为旅客平安有序
出行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保障。

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各地

铁路部门优化出行服务，强化路地联
动机制，努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国
铁郑州局集团公司积极协调郑州公交
集团等地方市政交通部门，统筹安排
公共交通运力，方便旅客出行“最后一
公里”；国铁济南局集团公司与国网菏
泽供电公司密切协作，对菏泽东站及
管内日兰高铁等高铁线路沿线供电设
施开展电力安全巡查，保障暑运期间
高铁电力供应稳定可靠；针对暑期儿
童研学团、旅游团出行，国铁南昌局集
团公司萍乡站开辟专用进站通道和专
用候车区，并安排工作人员在进站口、
检票口、站台等关键位置引导帮扶，确
保师生安全顺利进站乘车。

上半年全国铁路建设持续推进

7 月 15 日晚，游客在敦煌鸣沙山
月牙泉景区参加万人星空演唱会（无
人机照片）。

连日来，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
牙泉景区 2024 年万人星空演唱会持
续火爆，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
每当夜幕降临，演唱会启幕，游客聚集
在沙坡上跟随音乐尽情歌唱，同时打
开手机闪光灯，与月牙泉夜景交相辉
映。

新华社记者郎兵兵 摄

万人星空演唱会万人星空演唱会““点亮点亮””鸣沙月泉鸣沙月泉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记者 宋
晨）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获悉，国
产首颗全电推通信卫星——亚太 6E
卫星 15 日在香港圆满通过了卫星在
轨技术验收评审和地面系统最终技术
验收评审，标志其完成在轨测试，正式
投入运营。

亚太6E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采用东方红三号E卫星平台研制，
是该款平台的首发星。卫星配置25个
Ku用户波束和3个Ka信关站波束，通
信容量约30Gbps，在轨寿命15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亚
太6E卫星成功投入运营，对实现卫星
平台高承载、低成本，提升我国通信卫
星平台国际竞争力，以及实现卫星全
自主轨道提升和长期在轨自主工作，

提升我国卫星平台智能自主水平，均
有重要意义。

亚太 6E 卫星与独立推进舱组合
体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由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升空，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抓总研制。

在发射成功 10 天后的 2023 年 1
月 23 日，卫星与组合体分离后，通过
其自带的霍尔、离子两套电推进系统
自主变轨，于2024年6月10日抵达同
步轨道并定点于测试轨位。亚太 6E
卫星是全球首颗从低地球轨道到地球
同步轨道全自主实现轨道转移的通信
卫星。

抵达同步轨道后，亚太6E卫星在
轨测试工作顺利开展，7月9日完成第

一阶段在轨测试工作后重新定点于东
经 134 度工作轨位，与亚太 6C/6D 卫
星三星共位运行。7月15日完成在轨
测试大纲规定的全部测试项目，亚太
6E 卫星有效载荷工作正常，性能良
好，与地面测试结果相符，满足合同指
标和在轨使用要求，平台配置的霍尔、
离子两套四台电推进系统均满足位保
使用要求。

亚太 6E 卫星项目是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所属长城公司向国内外用户提
供的第13个通信卫星在轨交付项目，
由香港亚太星联卫星有限公司运营并
委托香港亚太通信卫星有限公司测控
管理。亚太 6E 通信卫星聚焦东南亚
市场，为该地区提供高性价比的高通
量宽带通信服务。

新华社广州7月16日电（记者 徐
弘毅）记者16日从广州市卫生健康委
获悉，广州市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平台
近日全面启用，实现了市内公立医疗
机构全覆盖，患者在不同医疗机构就
诊，不必重复进行检验检查。

近年来，广州市卫生健康委搭建检
验检查结果互认平台，对接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检验
检查结果信息平台预存、系统推送、调
阅提醒、共享互认和监督管理。

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介绍，患者
就诊时，互认平台会通过医生工作站
自动提醒医生有可互认项目，可供调
阅查看。当次诊疗过程，医生开具检

验检查项目符合互认要求的，系统会
进行重复检验检查提醒，提升互认工
作的便捷性、有效性。

目前，广州已有 287 家医疗机构
接入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平台，其中广
州市内的省部属、市属大型三级医院
全部接入，公立医疗机构实现全覆
盖。同时，该平台与广东省内其他地
市接入省级互认平台的医疗机构也实
现互认共享。

截至今年 5 月底，广州市检验检
查结果互认平台已纳入255项医学检
查项目、1181 项医学检验项目，实现
全市检验检查结果信息调阅提醒、可
信互认和监督管理。

新华社香港7月 16日电（记者
谢妞）香港旅游发展局 16 日公布数
据，6月初步访港旅客数字为313万人
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14%。今年 1 月
至6月共有访港旅客约2100万人次，
同比上升 64%，平均每日旅客量为
11.6万人次。

数据显示，今年6月，内地访港旅
客约23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8.6%；非内地访港旅客约79万人次，
同比增加约 33.6%。今年上半年，内
地旅客访港约1615万人次，按年增加
约 6 成；非内地旅客量约为 500 万人
次，按年增长约8成。整体访港旅客
中，过夜旅客占50%，平均留港3.2晚。

香港旅发局表示，访港旅客对香
港普遍感到满意，再次访港意欲及推
荐度均达到94%。香港旅发局的最新
离港旅客调查问卷显示，今年前5个
月访港过夜旅客到访的热门景点包
括尖沙咀、庙街、太平山顶等。

今年前6个月
访港旅客量增加逾六成

香港旅发局：

广州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实现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