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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云龙酒店
旅游天府看成都地标中轴
下榻云龙市中心闹中取静

订房专线：（028）86780888转 2或 80129
订餐专线：（028）86780888转 6

地址：成都市锣锅巷 122号

扫一扫 成会员
优惠多多 惊喜连连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从 1978年到 2018年，在一步一
个脚印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 40年的辉煌历程。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回顾改革开放 4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
程，生动展现 40年来西南各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族群众
生活的极大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营造浓
厚氛围，《西南商报》特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征文活动，
特邀您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回望这一历史进程，表达那一个个
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一段段镌刻时代印痕的故事，以及陪
伴、改变和影响着你 40年的芳华。

一、征文对象
面向广大读者朋友，特别欢迎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

西、西藏六省、市、区供销合作社系统机关、所属企事业单位广
大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踊跃投稿。

二、征文要求
1、围绕改革开放 40周年，讲述发生在你身上或者是你身

边的故事。主题鲜明，情感真挚，积极向上，富有新意。
2、文章标题自拟，文章体裁不限（诗歌除外），附相关图片；
3、来稿必须是原创，不得抄袭或转载；
4、字数一般不超过 1500字。
三、投稿方式
1、投稿地址：成都市锣锅巷 122号，请注明“征文”字样。
2、投稿电子邮箱：xnsbshe@126.com，请注明“征文”字样。
四、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18年底
联系电话：028-86786115
联系人：冯丹

西南商报编辑部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征文启事

微新闻

近年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村落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人们的乡愁记
忆，保护传统村落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住建部和国家
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名录显示，我国
传统村落已达 4000余个。不久前，我们对
200 多个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状况进行
了调研。从调研结果看，近年来我国传统村
落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各地都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法规和保护细则，政府主导、多
方参与的保护格局初步形成。但是，传统村
落保护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
要不断加以改进。
通过调研发现，由于历史、观念、机制

等方面原因，传统村落保护主要存在以下
几方面问题：一是保护理念有待提升。保护

传统村落理应重视保护其历史文化价值，
但一些地方重开发、轻保护，重规划、轻实
施，重有形、轻无形，重建筑、轻文化，偏离
了传统村落保护的目的。二是保护责任有
待划清。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管理部门众
多，导致权责主体不够明确，监督与评估机
制也不健全。三是保护模式有待调整。比
如，修缮一幢古建筑往往花费不菲，单靠地
方财政拨款可能远远不够。但由于缺乏相
关政策法规，目前社会资金还没有适当的
进入渠道。一些地方的旅游型保护模式让
很多传统村落融入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中，
这有利于传统村落保护，但也出现了一味
追求经济利益、古建筑无序开发利用等问
题。此外，一些地方过度开发利用导致传统
村落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针对
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加以改进。
坚持“四个保护”原则。一是原生性保

护原则。保护当地特色文化，防止同质化。
二是整体保护原则。既保护物质文化遗产，
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可持续发展
原则。坚持开发利用活动与人文环境、自然
环境相适应。四是活态保护原则。注重保留
原汁原味，重视当地居民在创造、传承文化
中的能动作用，重视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应在保护为

重、活态传承、平衡利益、改善民生理念指
引下，完善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重点确
立以下几方面规范：一是明确保护的范围
和标准，尊重原住居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
习惯。二是确定权责主体，明确谁来管、怎
么管、管什么的问题。三是规范保护政策制

定的程序，确保保护政策科学合理，尤其要
重视传统村落的社会民生，保障原住居民
的生产生活权益，形成利益平衡机制。

完善保护机制。完善评估与监管机制，
凡涉及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建设项目或
工程，应依法接受评估和认定。建立定期检
查报告以及责任考核机制，防止因旅游开发
而破坏原有生态、景观、建筑、环境。建立健
全各个部门之间信息沟通、联席会商、协同
保护等机制，使保护与开发工作统筹推进。
建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在稳定财政资金
投入的前提下，适当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传统
村落保护，建立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协同
保护机制。定期组织全国性的传统村落专项
普查工作，进行甄别、分类、评级，建立大数
据平台，实现数字化追踪与管理，以现代科
技手段保护传统村落。 据人民日报

近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2017年分省
（区、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等
指标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绝大多数省
份万元 GDP能耗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万元 GDP能耗下降，意味着各地区、

各部门始终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扎
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成效。”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副主任潘建成表示，2017年，我国在保持经
济平稳健康增长的同时，万元 GDP能耗延
续下降趋势，是绿色发展理念落地生根的
具体体现，也是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结果。
近年来，我国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不仅调整优化第二产业，也大力发展服务
业。“一般而言，服务业对能源的消耗需求
比工业小。因此，万元 GDP能耗的下降，是
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必然结果和客观反
映。”潘建成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认为，近年来，各
地区、各部门把节能减排作为优化经济结
构、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各项工作积
极有序推进，带动万元 GDP能耗持续下
降。 2017 年，全国万元 GDP 能耗下降
3.7%。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温宗国表示，2017年，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
万元 GDP能耗下降，主要归功于各地区、
各部门持续推进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认真开展专项节能监察以及严格
推行能耗限额标准等。

2017年，尽管绝大多数省份万元 GDP
能耗保持降势，但降幅与 2016年相比出现
了分化。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
19个省份万元 GDP能耗降幅收窄，辽宁、
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万元 GDP 能耗降
幅继续扩大。

常纪文分析说，随着环保督查力度进
一步加大，许多地方加大产业结构和能源
结构调整力度，带动了重点耗能工业企业
能耗持续下降。各省份万元 GDP能耗降幅
有所分化，主要由于各地所处的发展阶段
不同，产业结构有差异、结构调整方向力度
也不同所致。
“从另一个角度看，节能降耗工作需

要技术、资金、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支
撑，需要有积淀和酝酿过程。有些地方能
耗下降快一些，有些地方能耗下降慢一
些，这符合发展的客观规律。”常纪文表
示，总的来看，我国万元 GDP能耗仍高于
发达国家，节能减排仍有巨大空间和潜
力。

潘建成认为，过去我国有些地方对于
能耗控制不够重视，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各方面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一些
容易解决的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置，带动了
万元 GDP能耗的明显下降。不过，随着工
作的推进，个别地方的节能降耗工作也可
能面临一些技术性方面的瓶颈，破解这些
瓶颈性制约，需要更加行之有效的举措。

“我们也需要审慎地观察，过去一年，
有些地方的单位能耗降幅收窄，是否是高
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耗提高所致。”潘建成
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快速成长，但基础设施投资也快速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往往会带动大量资
源密集型产业和高耗能产业的发展，这也
会影响到万元 GDP能耗指标。
温宗国认为，万元 GDP 能耗降幅收

窄，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未来节能降耗压
力会逐步增大，降耗成本也会逐步提升。为
进一步实现节能降耗，需要多措并举、挖掘
潜力，尤其是采取跨行业系统协同的方法；
在推动绿色生产方式的同时，推进绿色生
活方式，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工业领域的结
构调整和化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增强
生活领域的绿色消费理念，培育绿色消费
习惯。

从能源消费总量看，初步核算，2017年
全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44.9亿吨标准
煤，比上年增长 2.9%。分省份看，2017年，
有 18 个省份的能源消费总量增速进一步
加快。
“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是能源消费需

求增长的主因。”温宗国指出，2017年，能源
消费总量增幅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说
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转型发展带来
了整体上的能效提高。常纪文也认为，2017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一方面与宏
观经济的稳健增长有关；另一方面，随着广
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能源的

消耗需求也在增加。
潘建成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仍然

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必然也会反映到对能源消费的需求上来。
值得欣慰的是，在能源消费中，代表新动能
发展方向的新兴经济对于能源的消费需求
旺盛，而且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重也在上升。
“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有能源的支撑，

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动
摇，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决不能
重蹈粗放发展的覆辙。”潘建成说。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宁夏的万元
GDP能耗上升了 7.65%，是所有省份中唯
一正增长的；能源消费增速达到 16.0%，也
是所有省份中最高的。而在 2016年，其万
元 GDP能耗下降 4.3%，能源消费总量只增
长 3.5%。专家表示，宁夏能耗指标不降反
升，主要与神华宁煤年产 400万吨的煤炭
间接液化示范项目、宝丰烯烃项目等一系
列重化工项目的投产有关。

公报显示，部分省份的万元 GDP电耗
上升。温宗国表示，万元 GDP电耗上升，是
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的必然结果。2017
年，煤炭所占比重下降约 1.7个百分点，天
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
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提高约 1.5个百
分点，能源清洁化趋势加强，能源消费革命
不断深化，用能方式不断改善，非化石能源
对煤炭的替代作用显著增强。

据经济日报

让人们记得住乡愁
针对问题改进传统村落保护

图说贵州

7月 20日，从空中俯览黔桂边界上的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新生村，侗家鼓楼居于寨子中央，周围是错落有致的侗家青
瓦吊脚楼，步道硬化至每家每户，道路两旁的绿化带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宛如人间仙境。
近年来，当地政府围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工作重点，依托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项目，进行危房改造、改水、改厕、改陋

习，全面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特约记者 吴德军 摄

侗家小寨
美若仙境

最新公报显示，绿色发展理念在各地持续落地生根———

从万元 GDP能耗下降看经济结构优化

【发改委：地方定价项目再减少 30%】
国家发改委日前透露，截至目前，除西藏、新疆外，全国 29个省

份、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完成新一轮地方定价项目修订工作。在 2015
年的基础上，将定价项目缩减到 32项，缩减幅度达到 30%,竞争性领
域和环节价格已基本放开。保留的定价项目主要集中在供排水、燃
气、电力、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教育、医疗、重要专业服务等领域。

【人社部：分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指出，将分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运营，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
营工作。

【工信部发放虚拟运营商正式牌照 15家企业首批获许可】
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日前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向 15家企业

颁发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经营许可》的通知，这意味着试点近五年的虚
拟运营商终于获得正式牌照。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就是俗称的虚拟运
营商，是指从拥有移动通信网络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那里购买通信服
务，重新包装成自有品牌并销售给用户的电信服务。目前市场上以
170、171开头的手机号就是虚拟运营商号码。

【商务部：对进口不锈钢钢坯和不锈钢热扎板 /卷进行反
倾销立案调查】自 2018年 7月 23日起，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日
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进口不锈钢钢坯和不锈钢热轧板/卷进行反
倾销立案调查，本次调查确定的倾销调查期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银行理财新规征求意见 拟降低公募理财投资门槛】
银保监会日前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办法》将单只公募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由目前的 5万元降至
1万元，要求理财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需要期限匹配，规定
保本型理财产品按照结构性存款或者其他存款进行规范管理。专家
表示，作为资管新规的配套细则，《办法》的出炉有利于细化银行理财
监管要求，消除市场不确定性，稳定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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