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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根据党中央部署，二十届中央

第二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
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月 25 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二十届中央第
二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听取中央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
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金国出席会议
并讲话。

3月 26日至 29日，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
27家中管企业、6家职能部门党委（党组）进行了“一对一”反
馈。根据中央巡视工作安排，各中央巡视组向被巡视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并向领导班子反馈
了巡视情况。

反馈指出，近年来，中管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
为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民生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
职能部门履行主管监管职责，在建设科技强国、推进新型工
业化、深化国企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有的推动
高质量发展有差距，聚焦主业发展不够，科技创新能力不
强，对下属企业管控不到位，防范化解风险不够有力；有的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到位，一些关键岗位、重点领域廉
洁风险突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有的领
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基层党组织建设比
较薄弱。

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巡
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履行职责使命，以实
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牢底线思维，全面排查风险隐
患，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风险。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
的氛围一贯到底，加强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深化“靠企吃
企”专项整治，锲而不舍纠治“四风”，坚决查处腐败问题，下
大气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加强领导班子和干
部人才队伍建设，把班子的领导力、队伍的战斗力、人才的创
造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持续动力。

反馈强调，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被巡视
党组织要认真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增强政治自觉，充分认识抓整改就是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就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就是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敢于刀刃向内，深挖病根、对症下药。要建立问题清单、任
务清单、责任清单，“一把手”要负首责、负总责，亲自抓、带
头改，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主动认领问题、落实“一岗双
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抓好整改，做到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

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认真履行巡视整改监督责任，加
大现场检查力度，动真碰硬督促整改，盯住重点人、重点问题，逐一对账销
号。要把整改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对敷衍整
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深入研究巡
视发现的共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举一反三改进工作，推动深化改革，完善
制度机制，促进源头治理。巡视机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跟踪督促，重要情况
及时向党中央报告。

据了解，中央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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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3月30日电 （记者
王思北 字强）以“奋进新征程 担负
新使命”为主题的2024中国网络媒体
论坛30日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央
和国家机关、媒体、新闻网站、商业网
站、互联网企业等各方代表参加论坛，
围绕当前网络内容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未来发展的新思路新方向等
展开交流探讨。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在致辞中表
示，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大力推动
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网络媒体
见证和记录了云南各族干部群众团结
一心、拼搏奋斗的发展历程，为云南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聚了广泛共
识、注入了强劲动力。云南网络传播
的故事，既是国家繁荣发展“大画卷”
中的浓墨一笔，也是网络媒体蓬勃生
长“新景象”里的精彩一章。真诚邀请
广大媒体记录和传播中国式现代化云
南实践的万千气象，深入体验“有一种
叫云南的生活”，挖掘更多动人故事、

暖人瞬间，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云南、
爱上云南，通过云南这个窗口，认识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
任庄荣文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网络强国战略目标 10 周
年。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
领航掌舵，指引我国从网络大国向着
网络强国阔步迈进。10年来，我们加
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党的创新理论
网上传播入脑入心，网上重大主题宣
传浓墨重彩，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强
劲、主旋律更加高昂。推动网络媒体
发展，要坚持核心引领，筑牢亿万网民
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坚持围绕大局，
展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万千气象；
坚持融合发展，构建一体联动协同高
效的传播格局；坚持改革创新，掌握技
术应用创新变革的时代主动。

新华通讯社社长傅华在致辞中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强国
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加
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互联网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场域，是媒
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平台。我们要善
用信息化之利，找准传媒变革的“入口
处”，加快形成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新
质生产力，推动传媒行业生产力质的
飞跃。媒体要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
升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报道的文化价
值含量；向创新要动力，以新技术赢得
媒体发展“加速度”；用价值导向驾驭
创新方向，坚决捍卫新闻的真实性；以

“网”为桥、以媒为介，尽快在国际舆论
场生成放大“中国声量”。

开幕式上发布了 2023 中国正能
量网络精品，启动了中央网信办 2024
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
项目暨“万千气象看中国”网络传播活
动。论坛期间，将举办中国正能量网
络精品案例分享会、网络文化精品建
设主题论坛、“八点见”创新项目发布
会等7场主题活动。

本届论坛会期两天，由中央网信
办、新华社、云南省委网信委主办。

聚 焦“ 奋 进 新 征 程 担 负 新 使 命 ”
2024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昆明开幕

新华社北京 3月 30 日电 记者
30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集中整治
涉企侵权信息乱象，切实维护企业和
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近
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清朗·优化营
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
象”专项行动。

据悉，本次专项行动聚焦侵犯企
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网络信息内容

乱象，通过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
范网站平台受理处置涉企信息举报工
作，重点整治无事实依据凭空抹黑诋
毁企业和企业家形象声誉、炮制传播
虚假不实信息、敲诈勒索谋取非法利
益、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和恶
意炒作涉企公开信息等问题。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
网信办要指导督促属地网站平台对照专

项行动目标任务，加强信息管理，深入清
理存量涉企侵权信息，强化热搜榜单等
重点环节管理，严格要求相关账号、
MCN 机构不得炒作营销涉企侵权信
息。中央网信办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对“顶风作案”、情节
严重的网站平台和账号严格依法处罚，
对各类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切实营
造良好的营商网络环境。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

2024 年 3月 31日起，全国民航开
始执行夏航季航班计划。夏航季是内
蒙古地区航空市场的“出圈季”，也是助
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今年夏
航季，内蒙古机场集团共有 40家航空
公司参与运营，计划运营航线 320条，
同比增加 8条；计划通航城市 99个，其
中国际地区城市6个。

强统筹、增运力，提升航线网络通
达能力

内蒙古机场集团合理利用时刻资
源，引进驻场运力，优化航线结构，有效
提升自治区夏航季航线网络通达性。
在时刻利用方面，协调航司“压虚向
实”，盘活时刻资源，加密长三角、珠三
角、成渝城市群及重点旅游城市航线，
拓展骨干航线网络。在运力引进方面，
内蒙古机场集团整体驻场运力预计达
到62架（其中呼和浩特机场47架，支线
机场整体15架），充足的驻场运力将有
效提升各机场早晚时刻利用效能。在
航线结构方面，加密至海口、昆明、西双
版纳等旅游热点航点，同时新增恩施、

襄阳、衡阳、中卫、阜阳、惠州、济宁、盐
城等航班，拓展了航线网络通达范围。
有序恢复国际地区航线，通航蒙古国乌
兰巴托、俄罗斯海参崴和赤塔、越南芽
庄、缅甸仰光、香港等 6个国际及地区
城市。

重合作、稳执行，助力“支支通”航
线网络新突破

内蒙古机场集团“支支通”航线运
营第一阶段，打通了自治区盟市间的断
点和堵点，东部机场间的“折返飞”问题
得到根本解决。换季后，区内“支支通”计
划运营45条航线，同比增加60.7%,联通
区内11个盟市，开通区内46个城市对，
同比增加6个。在增加运力方面，夏秋航
季共有29架运力参与运营“支支通”航
线，同比增加6架。在航线编排方面，同
比2023年夏秋航季新增17条“支支通”
航线，进一步织密“支支通”航线网络，保
证有效旅客输出，提升“支支通”航线运营
品质。同时，通过各级盟市间同一区外需
求航点联动，形成“区内+区内+区外”模
式，联通成都、西安、重庆、洛阳、太原等区

外航点，更好地满足自治区“引客入蒙”
“快旅慢游”的需求。

挖潜能、促合作，推进航空货运新
发展

夏航季，内蒙古机场集团将进一步
强化呼和浩特货运枢纽建设，加快货运
运力引进，新增呼和浩特 郑州全货机
航线，计划每日 1班；恢复运营呼和浩
特 乌兰巴托国际全货机航线，计划每
周 3 班；继续深化同顺丰集团战略合
作，提高呼和浩特机场大机型货机比
例。内蒙古机场集团强化推进“呼支”
机场业务联动，优化运价政策及中转服
务保障流程，加强生鲜肉类、瓜果等农
畜产品的航空运输业务拓展，积极助力
自治区特色产业发展。

在新航季，内蒙古机场集团始终秉
承“人民航空为人民”的行业宗旨，积极
发挥民航业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
用，创新航空服务产品，优化航线网络，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出行需求，助力实现自治区航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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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航季内蒙古机场集团凭实力“出圈”

资讯

3月 29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
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
输电外送关键技术”项目在呼和浩特
正式启动。国家工信部、南方电网公
司、怀柔实验室、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自治区科技厅、能源
局、国资委、内蒙古电力集团等20余家
单位共同参加启动会。

据悉，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
级，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做大做强国家

重要能源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
蒙古时的重要指示，也是自治区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反复强调的重大任
务。该项目是国家科技部和自治区政
府联动组织实施的重大科技示范项
目，围绕我国丰富的沙漠、戈壁、荒漠
的风电太阳能资源，攻关千万千瓦级
风光基地的“纯绿电”特高压直流送出

“卡脖子”问题，并建设世界容量最大、
结构最为复杂、百分百纯绿电的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为我国未来绿色能
源安全供应探索全新的技术路径。

此外，该项目也是内蒙古自治区
电力行业首次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由内蒙古电力集团牵头，怀柔
实验室、南方电网、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国内顶级创新团
队参与，将转化应用最新的国产化核
心设备技术，带动相关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 （霍晓雨 高政南）

“沙戈荒腹地风光外送”国家重大科技示范项目启动

速览

3月 30日，小朋友在康巴什区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放飞风筝。当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在亚洲雕塑艺术主
题公园举办“拥抱春日 乐享春光”主题活动，人们参与体验秀美汉服、放飞纸鸢、咏诗赋词、舞动太极、徒步踏青等活动，放
松身心，乐享春光。 新华社发

拥抱春日 乐享春光

□新华社记者

走在黄浦江边，春日暖阳照射在百
年历史的杨树浦电厂废弃“灰仓”上；屋
顶的太阳能光伏板不断吸收热能并转化
为电能，储存在江边的储能“充电宝”中；
旁边，太阳花形状的咖啡厅透出柔和灯
光，为游人送上一杯“零碳”咖啡……一个
滨江“绿肺”正示范运行。

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不断
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上海，正以传统产业主动变“绿”、新
兴产业持续造“绿”、未来产业布局新

“绿”的方式，加快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
业集群。

传统产业长出“绿”芽

走进宝钢股份厂区，一个个被彩涂
板装饰的厂房坐落在生态园林与小桥
流水间，孔雀、梅花鹿住在宝钢独有的

“哨兵动物园”里，充当着生态环境的
“小哨兵”。

“绿色无废城市钢厂”实施方案的
持续推进，让“钢铁巨兽”逐步达到“废
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
实现钢铁生产与城市生态的高度融合。

从“绿色制造”到“制造绿色”，在新
质生产力的探索中，科技创新始终发挥
着主导作用。3月 6日，国内首批量产
供货的低碳排放硅钢系列产品在宝钢
股份硅钢事业部下线，全流程极致降
碳，此次试验生产的产品较原常规路径
减碳超30%。

“根据我们的目标，到2025年具备
减碳30%工艺技术能力，到2050年力争
实现碳中和。”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运
行中心副总经理兼碳中和办公室副主任
刘仕君表示，聚焦绿色制造，正大力推进
极致能效、清洁能源、低碳冶金、智慧制
造工作；通过生产更高强度、更高耐蚀、
更高功效的钢铁产品，助力下游使用端
实现减量化、长寿化和高效化。

在上海，传统产业发“绿”芽的故
事，比比皆是。走进欧冶链金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抓钢机一刻不停正在堆废钢

料；智能工厂系统聚焦废钢生产、仓储、
运输等，用实时数据提升智能化。从一
个车间出发的欧冶链金，如今在金属再
生资源细分赛道上已位居全球前列，让
废钢不“废”。

“用1吨废钢减少1.6吨的碳排放，中
国目前废钢年产量接近2亿吨，全部再利
用就能减少3亿余吨的碳排放。”欧冶链金
相关负责人说，未来还将不断拓展，让钢
铁企业“多吃废钢、少吃铁矿石”。

绿色工厂、节能设备、绿色产品评
价标准……工业绿色发展的步伐加快；
截至 2023年底，上海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达到 128.8 万辆，排名全球城市第
一。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正在加快
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
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新兴产业风起“绿”涌

上海东南角，长江口与杭州湾的交
汇之处，一座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已于
2023年底正式启动。作为特斯拉在美
国本土以外的首个储能超级工厂，初期
规划年产商用储能电池1万台，储能规
模近40吉瓦时。

同一片热土上，一个虚拟电厂管理
中心今年 1 月在临港新片区正式揭
牌。上海大胆尝试，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加快绿色低碳应用，探寻经济快速
发展之下如何兼顾低能耗之道。

万物生长的绿色新兴产业、锐意创
新的能源转型改革，从滨海一角能看见
上海将绿色发展牢牢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如今，上海瞄准绿色赛道、精
准发力产业，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
低碳产业正“风起云涌”。

看应用，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正不断
攀升。2024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里
的一组数据颇具说服力——2023 年，
上海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新增光伏装
机94.6万千瓦，新能源汽车推广35.4万
辆。国家电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提供的
数据显示，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个人充电
桩接电数突破50万个。2023年 1月至
10月，上海市高效完成个人充电桩接
电 8.07 万个，个人充电桩充电量达到

8.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5.58%。
看集群，一批潜力园区正培育绿色

低碳经济动能。构建氢燃料电池汽车
全产业链、打造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生态
的嘉定氢能港；开展氢能在交通、能源、
建筑等领域综合利用试点示范的临港
国际氢能谷；探索可再生能源替代应
用，孵化新能源材料、二氧化碳资源化
技术的上海化工区绿色低碳示范园；聚
焦绿色海洋装备和绿色交通产业的长
兴低碳创新产业园……上海正在集聚
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的先进企业，低碳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并激发出集聚的化
学效应。

看赛道，正在新兴领域开疆拓土。
一束束柔软的碳纤维能合成比钢铁强
度更高的材料，近日上海石化“48K大
丝束碳纤维”项目全部建成投产，预计
可达 2.4万吨/年原丝、1.2万吨/年大丝
束碳纤维产能；一堆堆玉米、秸秆、树枝
等生物质废弃物能制成亲肤透气的纺
织面料，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面向纺织领域推出的生物基聚酰胺
纤维产品，与普通石油基纺织面料相
比，功能触感不减但碳排放大大降低。
在上海，“化腐朽为神奇”的绿色科技产
业的前沿故事不断涌现。

未来产业“绿色可期”

“人造太阳”正在积蓄“洪荒之力”。
走进能量奇点能源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全球首台由商业公司研发建设
的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洪荒
70”3月初刚刚完成总体安装。

“高温超导托卡马克的尺寸小、成
本低，商业化优势明显。接下来我们将
进行调试运行，争取尽快点亮等离子
体。”能量奇点首席运营官叶雨明说，期
待能通过工程验证、产品迭代等，为高
性价比获取聚变能奠定关键科学和工
程基础，最终完成建设高温超导聚变发
电工程实验堆，实现示范性聚变发电。

可控核聚变虽然研发难度大、短期
还无法转化，但在叶雨明看来，聚变研
发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和巨大商业价
值。“高温超导托卡马克是有望实现商

业化的创新技术路线，现在的布局是为
了明天的‘抢跑’。”叶雨明说。

这台“人造太阳”，其实是上海在未
来能源布局的一个“集成”。绝大部分
高温超导带材来自上海超导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键机械部件加工交给了上
海电气核电集团，装置总体安装由中核
五公司承接，装置的环境和辐射安全评
估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负责……
共同打造出了“绿色可期”的未来能源
产业链。

既要让未来能源清洁高效，也要让
现有产业“绿色可循”。随着“双碳”理
念深入人心，上海也尝试为碳足迹做核
查、定标识，实现可溯源。

如今，一个绿色的“小脚印”，悄悄
地被印在了中国出口欧盟的部分机电
产品上，打开手机扫一扫，就能实现产
品碳足迹的可见、可溯、可认。3月 20
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联合上海
碳衡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加坡首次发布
中国机电产品碳标识。

“看似只是一个‘小标识’，但它以
不同国家商协会间互促互认的创新方
式，厘清产品碳足迹、合规披露产品碳信
息、保障‘双碳’信息可溯源。这也是为
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顺应企业绿色
发展要求，推动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转
型。”中国机电商会常务副会长郑超说。

“含绿量”的显著提升，正在带来经
济发展的“含金量”。此前，上海出台
《上海市瞄准新赛道促进绿色低碳产业
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年）》，目标
到 2025 年，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突破
5000亿元，基本构成 2个千亿元、5个
百亿元、若干个十亿元的产业集群发展
格局。今年3月，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最
新发布《上海市碳普惠减排项目方法
学 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六个碳普惠方
法学，精准量化每一名居民在用电、开
车、坐地铁等场景中的减碳数据。

从千亿元计划到微观量化，有宏观
布局也有细处打磨，纵横布局、全面发
展的上海绿色低碳产业已风起远航。

（记者 王永前 周琳 王默玲
王辰阳）

（新华社上海3月30日电）

浦 江“ 新 绿 ”见 春 信
——上海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集群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