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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
——1948年4月9日本报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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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3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清
明前后，神州大地处处生机盎然，正是植树的好时节。今天我
们一起种树，就是要号召大家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植树造林，
人人争当绿色使者、生态先锋，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彩，共同
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京郊大地，春意正浓。上午10时4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集体乘
车，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植树点地处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交界地
区，位于潮白河畔京冀首个跨界共建的森林公园内，具有良好
的滨水生态条件。

看到总书记来了，正在植树的干部群众热情地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扛起铁锹走向植树地点，同北京
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以及首都干部群众、少先队员
一起忙碌起来。

挥锹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习近平接连种下油松、
黄栌、元宝枫、樱桃、红叶碧桃、侧柏等多棵树苗。习近平一边
植树，一边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劳动锻炼情况。他强调，广
大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要积极参加劳动、植树造林，把绿
色的种子种进心里，养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意识，勤奋学
习、锻炼身体、茁壮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国家

栋梁。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领导同志们同大家
一起培土浇水，气氛热烈。

植树期间，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亲切交谈。他说，到
中央工作后，他已连续17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他指出，
今年是新中国植树节设立45周年。全国人民坚持植树造林，
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成就举世瞩目。同时要看到，我国缺
林少绿问题仍然突出，森林“宝库”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增绿
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要一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着
一代干，不断增厚我们的“绿色家底”。

习近平强调，绿化祖国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扩绿，就是
要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适地适树、适时适法，种一棵活一
棵、造一片成一片。兴绿，就是要注重质量效益，拓展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
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护绿，就是要加
强林草资源保护，做好防灭火工作，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
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三北地区是国土绿化的主战场，要
把更多力量集中到“三北”工程建设上来，筑牢北疆绿色长城。

习近平指出，绿化祖国要人人尽责。要畅通群众参与渠
道、创新尽责形式，发挥好林长制作用，把各方面力量调动起
来，推动全民义务植树不断走深走实。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
参加植树活动。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参加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全民植树增绿 共建美丽中国

左图 4月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参加
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本报讯（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
飞 记者 郭学锋）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
部署，昨日，我市与全省同步举行第十二
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集中签
约、开工、投产一批重大项目，进一步掀
起抓项目、促投资、增动能的热潮，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市委
书记江凌、市长徐衣显参加活动。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抢抓国家政策机
遇，深入践行“项目为王”理念，以“起步
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竞进姿态，
抓前瞻谋划，抓精准招商，抓高效审批，
抓调度保障，全力推进“三个一批”项目
建设，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进重大基础设
施和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中州时代、百
万吨乙烯、中航光电高端互连科技产业

社区、城市阳台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加
快推进，有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关报道见02版）

在“签约一批”活动中，各县区围绕
“四新一装备”和优势产业领域，集中签
约项目 52 个，总投资 305.3 亿元，涵盖
先进制造、科技研发、现代物流、数字经
济、新文旅等领域。其中，伊川县投资
40 亿元的压缩空气复合储能项目、涧
西区投资15亿元的热塑性复合材料产
研融合项目、汝阳县投资 12 亿元的三
屯稻田小镇项目、孟津区投资 10 亿元
的年产 5000 吨碳化硅材料生产项目、
新安县投资8亿元的年产5000吨钛合
金制品项目、伊滨区投资 7.2 亿元的独
立储能电站项目、西工区投资5亿元的
红山印象数字文旅项目、洛龙区投资1
亿元的讯方华为全球云服务中心项目等

8个代表性项目在市分会场集中签约。
“开工一批”活动在位于伊川县的

洛阳利尔功能材料产业园举行。该园
区将新建 5 个项目，包括年产 8500 吨
碳酸锂项目、年产1万吨纳米硅碳电池
负极材料项目、年产 15 万吨熔融优质
复合材料项目、年产1万吨高端锆制品
项目和年产 3 万吨高纯锆复合材料生
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形成 50 亿元
产值，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我市在新材料
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当日，全市集中
开工重点项目72个，总投资204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77.3亿元。

当日上午，我市还举行了“投产一
批”观摩活动。在龙鼎铝业年产 10 万
吨电池箔、双零箔项目，江凌、徐衣显等
走进车间，察看铝箔铸轧产线和产品展
示，详细询问工艺提升、生产能力、市场

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不移走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之路，一手抓电
解铝产能有序转移，加快实现降本增
效，充分释放产业发展空间；一手抓产
业链延伸拓展，加快与风口关联、向风
口转型，真正通过腾笼换鸟、延链补链，
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针对此
次签约、开工、投产的重点项目，各级各
部门结合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坚持
领导分包、专班推进等工作机制，全流
程跟踪、全链条服务、全过程保障，确保
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
项目早达效，加快形成更多有效投资量
和实物工作量，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着
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王军、张玉杰、陈功、牛刚、仝宇鹏、
赵振峰、余杰等分别参加活动。

江凌、徐衣显参加

我市与全省同步举行第十二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

全市集中签约开工投产一批重大项目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
东慧）昨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暨党政主要负责
人现场述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
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以党政主
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
责任人职责为抓手，一体推进法
治洛阳、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
设，推动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不断
迈上新台阶。

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
市委员会主任江凌主持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骁出
席会议。

会上，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协调
小组分别报告了 2023 年度工作
开展及2024年度工作谋划情况；
汝阳县、孟津区、偃师区、市文广
旅局、市生态环境局党委（党组）
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现场述法，测
评代表对现场述法的党政主要负
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
人职责情况进行现场测评。

江凌指出，法治建设是现代
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是社会治理
的有效方式，也是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各地
各部门要提升政治站位，扎实做
好全面依法治市各项工作，加快
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洛阳，为推
进现代化洛阳建设提供坚强法治
保障。

江凌强调，要持续加强党对
法治建设的领导，领导干部要带
头学好用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深
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县法治建设
的意见》，加强对依法治市重点工作的统筹，加强基层法治力
量建设，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
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要
充分用好地方立法权，坚持开展“小切口”立法，深入开展立法
调研，有效把准立法需求，加强立法机制和立法能力建设，真
正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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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游客正赏花
拍照。连日来，市区各牡丹观赏园早开品种
牡丹陆续绽放，市民游客畅游花海，感受国色
天香。（相关报道见03版、04版）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韩一剑 摄

牡丹次第开
国色醉游人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据国家医保局日前消
息，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惠及1156万
人，人均减负7924元。

为帮助亿万家庭缓解疾病医疗费用支出带来的
经济风险，我国建立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体系，梯次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
担。其中，大病保险是在居民医保基础上，进一步保
障大病患者高额医疗费用的制度安排。

据介绍，大病保险制度不需要单独申请参保，所
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群众都是大病保险
参保人，不需要单独缴费。也就是说，近10亿居民医
保参保人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医疗费用、进入大病保

险费用段的，在实现“一站式”结算的地方可实现即时
结算，自动享受相关待遇，无需专门申报。

目前，国家规定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原则上不高于
统筹地区居民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支付
比例不低于 60%，居民医保叠加大病保险最高支付
限额原则上达到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
右。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返贫致贫人口，大病保
险起付标准降低50%，支付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并
取消最高支付限额。

国家医保局表示，医保部门将持续推动大病保险
制度保障功能更加充分有效发挥，将这项民生工程做
好做强。

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惠及1156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