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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国土空间规划
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
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
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
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
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
间规划，实现“多规合
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
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
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部署。为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现提出如
下意见。

一、重大意义

各级各类空间规划
在支撑城镇化快速发
展、促进国土空间合理
利用和有效保护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
在规划类型过多、内容
重叠冲突，审批流程复
杂、周期过长，地方规划
朝令夕改等问题。建立
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
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综合考虑人口分布、
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
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科
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
空间、生态空间，是加快
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
关键举措，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实现高质量
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建
设美好家园的重要手
段，是保障国家战略有
效实施、促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
求。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做
好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家规划
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国家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提供空间
保障。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体现战略性、提高科学
性、强化权威性、加强协调性、注重操作性，实现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二)主要目标。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逐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
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初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一张图”。到 2025 年，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规政策和技术
标准体系；全面实施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形
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到 2035 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
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三、总体框架

(三)分级分类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是对
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
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国家、省、市县编
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地结合实际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
划。相关专项规划是指在特定区域(流域)、特定领域，为体
现特定功能，对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安排，是涉及
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详细规划的依
据、相关专项规划的基础；相关专项规划要相互协同，并与
详细规划做好衔接。

(四)明确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重点。全国国土
空间规划是对全国国土空间作出的全局安排，是全国国土
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侧重战略性，由
自然资源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由党中央、国务院审定
后印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的落实，
指导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侧重协调性，由省级政府组织
编制，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报国务院审批。市县和乡镇
国土空间规划是本级政府对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细化
落实，是对本行政区域开发保护作出的具体安排，侧重实施
性。需报国务院审批的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市政府组
织编制，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后，由省级政府报国务院审
批；其他市县及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由省级政府根据当地实
际，明确规划编制审批内容和程序要求。各地可因地制宜，
将市县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合并编制，也可以几个乡镇为
单元编制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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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青岛 5 月 23 日电(记者苏万明 、温竞华 、阳
建)我国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23 日在青岛下
线。这标志着我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高
速磁浮列车可以填补航空与高铁客运之间的旅行速度空
白，对于完善我国立体高速客运交通网具有重大的技术
和经济意义。

高速磁浮课题负责人、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
丁叁叁介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
对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进行了部署，目的是研
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系
统，形成我国高速磁浮产业化能力。该项目于 2016 年 7 月

启动，由中国中车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具体实施，联合
国内 30 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攻关。

丁叁叁介绍，经过近三年的技术攻关，课题团队成功突
破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车辆、牵引、运控通信等核心
子系统研发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试验样车作为高速磁浮项目研发的重要环节，是高速
磁浮的“实车级”试验验证平台。通过试验样车，可对高速磁
浮关键技术及核心系统部件进行验证和优化。试验样车的
下线，为后续工程化样车的研制打下了技术基础。“目前试
验样车实现了静态悬浮，状态良好。”丁叁叁说。

（相关报道见 5 版）

我 国 时 速 6 0 0 公 里

高速磁浮试验样车下线

▲ 5 月 23 日在青岛拍摄的我国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新华社记者姜琳

用电量被视为经济“晴雨表”。今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稳中
向好、特别是新型产业加速发展和居民消费活跃，带动企业用电
持续较快增长。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4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5534 亿千瓦时，同比提高 5 . 8%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光伏元件
制造、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增长均超过 50%，显示出中国经
济新动能不断壮大，新消费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新区域”领跑电量增长

“4 月份全国发电量增速进一步提高，西南、中南等地区
发受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举行
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一开场就拿
用电数据“测量”经济“温度”。

从用电等实物量指标运行情况看，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
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分地区看，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1 至 4 月，西藏、
内蒙古、广西、湖北、安徽、海南和新疆的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均
超过 10%。

“过去是东部和沿海发达省份用电‘跑得快’，现在已经改
为西部和中南部省份‘领跑’电量增长。除了基数较低因素，主
要是脱贫攻坚、‘补短板’等拉大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有城镇
化率和居民家用电器水平提高，以及原生态环境带动旅游消
费增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行业发展部副主任叶春说。

5 月，西藏林芝，雅鲁藏布江沿线多处工地如火如荼。海
拔 3000 米的高原，工人们正忙碌着拉林铁路朗县站牵引变电
所施工和设备基础浇筑。

中铁电气化局拉林铁路四电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白小伟
说：“今年以来拉林铁路大规模施工，铁路隧道、桥梁等 3 月份
集中开工，用电量增加较大。下半年全线 17 个站房都要招标
开工，用电量还将继续增加。” （下转 8 版）

壮大“新动能” 蓬勃“新消费”

从用电量感知中国经济的温度与亮度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人民日报记者杜尚泽

巍巍井冈山，滔滔赣江水，永远铭记那段气壮山河的历
史——— 这里是我们党开辟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地方，这里是万里
长征的出发地。

江西，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寄托着亿万老区
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肩负着新时代中部地区
崛起的重任。

5 月 20 日至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自赣州至南
昌，深入企业、农村、革命纪念馆，就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考察调
研，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对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等作出重要
部署，对即将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出
要求。

“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老区和革命先烈”

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
如同高扬的风帆正待启航。

20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倾听历史的回响，追寻

红色的记忆。
纪念碑前的广场，铺设的大理石上镌刻有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路线图。总书记低头细看：“赣县在这儿”“那里是湘江”
“这边就到福建了”……

示意图中，红蓝两色箭头交织缠绕，勾画着反围剿的浴血
奋战和万里长征的雄关漫道。

1934 年 10 月，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 8 . 6
万人集结于都，踏上漫漫征程，直至 1936 年 10 月到达甘肃会
宁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绕过示意图，习近平总书记缓步上前，向纪念碑敬献花
篮，并三鞠躬，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之情。花篮缎带上，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几个大字庄重而醒目。

纪念碑后，于都河水静静流淌，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习
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伫立良久。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
陂新田打胜仗。”

陆定一同志写就的这首《长征歌》，镌刻在纪念碑围栏上，
描述了当年红军夜渡于都河、开启伟大壮举的动人图景。

那一夜，月茫茫，风萧萧。
这一去，多少将士，血洒疆场。
纪念碑不远处，坐落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馆内，通过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文献实物、一
个个沙盘模型，详细了解中央红军长征前后那段可歌可泣的
壮烈历史。

在中央红军转移后坚持游击斗争的人物照片前、在红军
战士谢志坚珍藏的那双草鞋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
久久凝视，不时同身边工作人员交流，深情回忆当年那段历

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滹沱河畔到宝塔山上，从遵义古城到

沂蒙老区，习近平总书记的“红色足迹”遍及各个革命老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永

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

上、思想上的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常说，“多重温这些伟大历
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层，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
见了于都县的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

张复信，父亲一辈有 8 人参加红军，全部牺牲；段桂秀，丈
夫王金长 1932 年参加红军，1934 年牺牲；李灿美，红军战士
李晋录的遗腹子……

习近平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他们身体如何、生活上还有
什么困难。

望着几位老人，总书记动情地说：“你们的前辈都牺牲了，
我们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不忘初心，继续高
举这面革命的旗帜向前走，将来我们的后代也要继续往前走，
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他特别叮嘱大家：“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好了，一定
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中央苏区的老百姓
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照顾好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老
红军、老同志以及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

绝处逢生，凭的是什么？
革命胜利，靠的是什么？
继续前进，需要什么？ （下转 2 版）

不 忘 初 心 ，重 整 行 装 再 出 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调研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刘宇轩、胡喆、王珏玢

南京西南，扬子江畔。中国雷达工
业的摇篮———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第 14 研究所坐落于此。一代代
“雷达人”在这里启航，秉持“科技报
国”的信念，矢志擦亮“中国之眼”，守
望陆海空天 70 载。

记者近日走进 14 所，聆听老、中、
青三代科学家讲述不同时期的奋斗故
事。

“雷达院士”张光义：

西北望“射”天狼

一座表面积达 1000 平方米，足有
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型设施，悄无声
息地潜伏在大西北一座大山深处，探
测大范围内的空中目标。

这个身着迷彩外衣的“庞然大
物”，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控
阵雷达，也是今年 84 岁的“雷达院士”
张光义在早年参与的一个重大项目。

“那是 1969 年的 12 月 27 日，我
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遵照上级指示，要
求我们用半个月时间提交一份当时在
国际上都堪称‘绝活’的雷达研制方
案。”张光义说。

随后便是一系列研发、实验、调试……从 1971 年到 1978
年的 8 年时间里，张光义和团队成员每年都要在大西北的雷
达基地待上大半年，与雷达一同成长。

盛夏，试验山洞里潮湿闷热，深冬，山沟里寒风好似钢针；
砖头垒砌起简陋的宿舍，洗澡无疑是一种奢望；长期两地分
居，联系只能靠写信。女儿出生前六天，张光义才从基地经过
两天多舟车劳顿赶回南京家中，两周后又匆匆返回。

“亏欠家庭太多，但技术攻关必须争分夺秒。”8 年间，张
光义和团队成员毫不动摇，硬是把一切压在心底，直至首部大
型超远程相控阵雷达问世。

远程频率扫描三坐标雷达、大型超远程相控阵雷达……
多年来，张光义主导的多个雷达项目不断完善和拓展我国的
防御体系。

“我时刻叮嘱我的学生，别人永远不会把尖端国防科
技拱手让人，必须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勇于探索
尖端科技‘无人区’，才能从跟跑、并跑最终到领跑。”张光
义说。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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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中 国 经 济 亮 点

5 月 23 日，村民在进行渔网加工。近年来，安
徽巢湖市槐林镇把渔网加工生产打造为特色产
业，从业人员近 3 万人。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小渔网编织大产业
目前正值茶园夏季病虫害防治关键期，贵州省

安顺市西秀区各大茶园积极运用植保无人机为茶园
清除病虫害，促进茶农增收。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无人机植保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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