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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
者高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 7 日公布了 《关于划定并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 2020 年年底前， 全面完

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

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

间 范 围 内 具 有 特 殊 重 要 生 态 功

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

线和生命线。意见要求，以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以保障和维

护生态功能为主线， 按照山水林

田湖系统保护的要求，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一条红线管控

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2017 年 年 底 前 ， 京 津 冀 区

域、 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 （直辖

市）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18 年

年底前，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20 年年底

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

红线制度，国土生态空间得到优化

和有效保护， 生态功能保持稳定，
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更加完善。

意见提出， 科学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 将生态保护红线落实到

地块，明确生态系统类型、主要生

态功能， 通过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明确用地性质与土地权属，
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

意见强调， 落实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主体责任， 强化生态保

护红线刚性约束， 形成一整套生

态保护红线管控和激励措施。 要

明确属地管理责任， 确立生态保

护红线优先地位，实行严格管控。
要建立监测网络和监管平台，开

展定期评价和考核， 强化执法监

督，严格责任追究。
对违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

求、造成生态破坏的，按相关规定

实行责任追究。意见强调，对造成

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要

实行终身追责， 责任人不论是否

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

格追责。
荩 相关报道刊第二版
荩 意见全文见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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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心有国家大局服从服务国家大局
区委书记、副书记专题培训班开班动员会召开 应勇殷一璀吴志明出席

韩正：上海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全面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本报讯 根据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
今年 1 月本市 16 个区已全部完成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 为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

想政治建设， 经市委批准即日起分批对

新一届区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专题培训 。
市委书记韩正昨天上午在区委书记、 副

书记专题培训班开班动员会上强调， 有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就有什么样的工作

结果。 上海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
全面增强 “四个意识 ”， 特别是核心意

识、 看齐意识，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 始终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 敢为人

先的锐气、 蓬勃向上的朝气， 保持勇于

开拓创新、 始终坚忍不拔、 崇尚真抓实

干的精神状态 ， 不畏难不懈怠不退缩 ，
敢想敢闯敢干不服输， 努力当好全国改

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者。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 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殷一璀， 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出

席开班动员会，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徐泽洲主持 ， 市委常委廖国勋 、 尹弘 、
周波和市人大、 市政府、 市政协负责同

志出席。
“过去能看得多久， 未来才能望得

多远。 上海的干部要有全球视野和历史

思考， 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走过

来的发展变迁， 要有深入了解、 深刻认

识。” 韩正与大家一起回顾了国家改革开

放 39 年、 浦东开发开放 27 年来上海的

发展历程 。 他说 ， 回顾走过来的路程 ，
我们有五方面重要体会： 谋划上海工作，
要有更大视野， 始终把握大势； 规划上

海发展， 要把准定位， 始终把中央指示

要求作为贯穿一切工作的主线； 推动上

海前进， 始终要有很强的机遇意识， 抓

住难得的重要机遇； 保持上海可持续发

展， 要尊重超大城市发展规律， 始终坚

持走具有中国特色、 时代特征、 上海特

点的发展新路； 抓好上海各项事业， 要

始终保持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 按照中

央要求大胆探索、 勇于领先一步， 遇到

困难决不退缩， 走小步、 不停步、 坚决

不走回头路， 一切从实际出发， 求真务

实、 务求工作实效。
韩正强调， 当前， 我们要牢牢把握

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

行者的根本要求， 把实施好自贸试验区

和科创中心两大国家战略作为主线贯穿

始终 ， 突出问题导向 、 保持战略定力 ，
大胆闯 、 大胆试 ， 为国家发展闯新路 ，
在建 设 “四 个 中 心 ”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实现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的新跨越， 全面提升上海国际竞

争力。
韩正指出， 城市发展规律和实践告

诉我们 ， 作为一座超大城市的管理者 ，
必须全面系统深入认识这座城市， 特别

是对影响这座城市持续发展的重大的问

题和难题， 如产业结构升级、 交通、 住

房和生态环境问题要始终做到心中有数，
抓牢不放， 不犯方向性、 不可改正的错

误 。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是一座城市 、
尤其是超大城市的永恒主题， 是一个不

断、 持续推进的过程。 产业结构不变是

相对的， 变是绝对的， 今天的调整， 是

为明天、 后天的发展奠定基础。 上海要

统筹考虑国际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干什么、
国家战略需要我们干什么、 自身发展最

需要突破什么。
茛 下转第三版

过去能看得多久，未来才能望得多远
回顾走过来的路程， 我们有五方面重要体会：
■ 谋划上海工作， 要有更大视野， 始终把握大势
■ 规划上海发展， 要把准定位， 始终把中央指示要求作为贯穿一切工作的主线
■ 推动上海前进， 始终要有很强的机遇意识， 抓住难得的重要机遇
■ 保持上海可持续发展， 要尊重超大城市发展规律， 始终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 时

代特征、 上海特点的发展新路
■ 抓好上海各项事业， 要始终保持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 按照中央要求大胆探索、

勇于领先一步， 遇到困难决不退缩， 走小步、 不停步、 坚决不走回头路， 一切从实际
出发， 求真务实、 务求工作实效

关系上海发展、牵涉全局的重要工作
■ 深入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 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

理重要批示精神， 继续大胆闯、 大胆试、 自主改， 进一步彰显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深
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

■ 加快科创中心建设 核心任务是破解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 使科研
成果从 “纸” 变成 “钱” 成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发展动能的转换

■ 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重心在城乡社区， 坚持推进整个城
市管理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坚持问题导向， 始终聚焦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事
业和社会建设方面的突出问题

■ 持续用力补好短板 必须紧紧围绕 “五违四必” 环境综合整治、 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大整治、 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等重点工作， 全力以赴持续补好短板

■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要尊重文化发展规律， 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围绕提升核心价值观感召力、 理论成果说服力、 宣传舆论影响力、 文化产业竞争力，
全面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

减负要出真招、动真格
先从厘清“义务教育”定位开始

“现在的孩子读书读得太苦了！”继
今年上海“两会”上，关于“减轻中小学

生过重课业负担” 的话题引发代表、委
员热议之后，近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赴有关部门调研时再次强调，要出台

坚决措施清理整顿规范教育培训市场

秩序，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维护义务教育公平正义的初衷，维护上

海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
减负要出真招、动真格，突破口究

竟在哪里？ 着力点应该在哪里？ 多位教

育专家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直陈，
首先要厘清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定

位，从而明确“该减的负担要减，有些不

该减的‘负担’要补”。

本来 “小众” 的培养标
准，竟成了大众的追求

在基础教育界，减负是一个人人关

心、但人人都怕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年，
“减负令”频出，但孩子的负担越减越重？

“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为了要给中

小学生减负，取消了一些基础教育的评

价标准。 老的标准没了，但又没有用新

的、更科学的标准代之，这就使得我们

基础教育的评价标准不明确。 ”华东师

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说。
在中学挂职担任 4 年校长的周彬

感触很深，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是中

小学生课业负担难减的重要原因。 “讲

得更直白一些，我们的小学教育究竟要

培养什么样的人，标准是什么？ 这些基

本问题现在给不出明晰的答案，使得广

大家长和学校无所适从。 ”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就是被

取消多年的“小升初”考试。 “小升初”，
过去有升学考试。 1997 年，响应当时的

减负呼声，上海取消了“小升初”考试。
茛 下转第三版

荩 相关报道 《减负 ,需从 “囚徒
困境” 中突围》 刊第七版

编者按
2017 年开春 ， 中 小 学 生

减负问题 再 度 引 发 关 注 。 本
报曾于 1 月 18 日推出 “教育
培 训 市 场 亟 待 整 顿 净 化 ”
系 列 调 查 报 道 ， 揭 示 了 教
育 培 训 市 场怪象乱象及其背
后成因。

“减负之结”， 早已不是
教育部门 一 家 之 事 。 在 培 训
机构泛滥 的 表 象 之 下 ， 涉 及
体制机制 、 管 理 方 式 、 社 会
观念等更 多 深 层 次 的 问 题 亟
待厘清。

从 今 天 起 ， 本 报 推 出
“减负， 从哪里突破” 系列报
道 ， 通 过 记 者 的 走 访 调 查 ，
深 度 剖 析 减 负 背 后 的 问 题 ，
引发思考 ， 找 寻 减 负 工 作 的
着力点 ， 在 全 社 会 形 成 破 题
合力 ， 早 日 达 成 让 每 一 个 孩
子都能公 平 地 受 到 良 好 教 育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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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诗 词 大 会 》
昨晚迎来决赛， 来

自复旦大学附属中

学 的 16 岁 高 中 生

武亦姝夺冠。
她凭借深厚的

诗词功底从容应对

挑战， 在此前的比

赛 中 ， 她 以 本 季

“个人追 逐 战 ” 最

高分获得者的身份

进入争夺攻擂资格

的 “ 飞 花 令 ” 环

节， 最终战胜上期

擂 主 北 京 大 学 博

士 生 陈 更 ， 攻 擂

成功。
当 期 节 目 中 ，

飞花令的主题字是

“月”。 几番较量过

后 ， 武 亦 姝 念 出

《诗经》 中 《七月》
的名句： “七月在

野， 八月在宇， 九

月在户， 十月蟋蟀

入我床 下 。” 不 仅

把对手说懵了， 更

令 评 委 露 出 惊 喜

之色。
武亦姝攻擂成

功后， 原擂主陈更

用一句： “宣父犹

能畏后生， 丈夫未

可轻年 少 。” 表 达

了由衷的赞美。
一名 “00 后”

高中生缘何拥有如

此令人惊叹的诗词

储备量？ 武亦姝告

诉记者， 她从六年

级开始与诗词正式

结缘，“广泛阅读，读
到喜欢的诗词就反

复读、反复背”。天赋固然需要，但后天的

勤学才是其成功的秘诀。 而这些旷日持

久、一点一滴的浸润和积累，成就了她如

今“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模样。
除了诗词以外， 武亦姝也毫不掩饰

对汉服、 云锦、 缂丝等蕴含中国传统工

艺文化事物的喜爱。 她会每年推出自己

的汉服摄影合集 。 尽管没有学 习 过 书

法， 但她仍写得一手好字。
武亦姝告诉记者， 她最喜欢的诗人

是陆游、 苏轼和李白。 “喜欢陆游。 是

因为他 ‘可爱 ’。” 武亦姝说 ， 陆游写

过 ： “我与狸奴不出门 。” 意思就是 ：
“啊， 天气不好， 风雨那么大， 我就不

出门了， 在家摸猫。” 又比如， 陆游有

句诗： “千金不须买画图， 听我长歌歌

镜湖。” 茛 下转第三版
荩 相关报道刊第七版

昨天傍晚， 一位学生坐在家长驾驶的电瓶车后座上。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