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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云南省印发《关于
努力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
美丽省份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
见》明确，云南要立足于努力
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的定位，围绕生态美、环境
美、城市美、乡村美、山水美的
目标，落实最高标准、最严制
度、最硬执法、最实举措、最佳
环境的要求，着力实施空间
规划大管控、城乡环境大提
升、国土山川大绿化、污染防
治大攻坚、生产生活方式大
转变等五大行动，到 2035
年，生态保护、环境质量、资源
利用等走在中国前列，全面
建成中国最美丽省份。

《指导意见》定时间！定
步调！

到2020年，空间治理体

系初步形成，城乡人居环境明
显提升，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全
面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
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加快形成，建设中国最美丽省
份取得实质性进展。

到2025年，生态美、环
境美、城市美、乡村美、山水
美成为普遍形态，总体建成
中国最美丽省份。

到2035年，生态保护、
环境质量、资源利用等走在

中国前列，全面建成中国最
美丽省份。

1、涵养生态美：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占比不低于
30.9%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61%以上。

2、创建环境美：到2020
年城乡“两违”建筑治理率达
到100%；九大高原湖泊和
六大水系水质稳定提升，纳

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优良水
体（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
到80%以上，绿色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走在中国前列。到
2025年，地级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非化石能源
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居中国
第1位。

3、提升城市美：到2020
年昆明市全面消除黑臭水
体，切实加强昆明市城市改
造和管理，大力提升城市形

象。到2025年，城镇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城镇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到中国中上水
平，国家园林城市达到20个，
国家卫生城市达到20个。

4、塑造乡村美：到2020
年建成1万个美丽乡村。

5、展现山水美：到2020
年，以滇池、抚仙湖、洱海、泸
沽湖为重点建设一批最美湖
泊，以独龙江、瑞丽江、盘龙
江、思茅大河为重点建设一
批最美河流，以怒江美丽公
路，昆明—丽江、昆明—西
双版纳高速公路，昆明主城
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道路
等为重点建设一批最美公
路，建设大滇西旅游环线，以
沪昆客专、南昆客专、昆楚大
铁路为重点建设一批最美铁
路。到2025年，山水美的格
局基本形成。

云南网

云南全力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

香格里拉秋色 记者 孙晓云 摄

总体目标

主要任务指标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最快明
天就能办好所有证件，之后我就能在
瑞丽找工作了。”站在云南省瑞丽市外
籍人员服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外服
中心”）申请受理登记柜台前，来自缅
甸的娣达雯告诉记者，“除了体检费用
外，这里所有项目都是免费的。”

外服中心主任邵永保介绍，瑞丽
市三面与缅甸接壤，每年有大量缅籍
人员到瑞丽经商务工，在这里居留的
缅甸人达万人以上。在外服中心成立
以前，缅籍人员要到中国经商务工，需
要分别到不同职能部门办理各种证
件。针对上述情况，瑞丽市委、市政府
反复调研论证后决定，成立一个专门
为合法入境到瑞丽并需要在瑞丽居留
的缅籍人员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平台。
2013年 6月 18日，外服中心正式揭
牌，成为中国第一家“一表式审批”“一
站式服务”的外籍人员服务管理中心。
缅籍人员在一栋楼内就能办理健康
证、务工登记证、临时居留证、培训证
等所需的所有证件，大大节省了时间
成本。外服中心成立至今已为超过10
万名缅籍人员提供服务。

记者 李沛昀

瑞丽外服中心为
10万多缅籍人员提供服务

2014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
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
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2019 年 5 月 15 日，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在中国北京开幕。对于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国际社会充
满期待。

各国政要和学者普遍认同，
本届大会“具有开创性意义”。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表
示，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
动力，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为亚洲各国不同文明之间提供
了相互了解的机会。

尼泊尔外交部长贾瓦利认
为，我们应当接受和维护文明的
多样性，尊重不同的观点、不同
的文化和不同的信仰，举办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是一个非常伟大
的想法。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孔子学院
柬方院长苏碧娜表示，举行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是巩固和发展人类
文明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对世界
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各国政要和学者表示，亚洲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则提供了一个
新的加深了解的契机。马哈蒂尔
说，马来西亚有一句谚语：不相知
无以相爱。当你了解别人后，你才
可能爱上他们。

伊朗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
伊方院长巴阿明表示，“对话带
来理解，理解带来共识，而共识

就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
石。当然，这个共识应该包含知
识、经济、政治等诸多层面，这样
才会牢固。”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亚洲文
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正如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
国组负责人韦珍玉所说，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的“对话和相互交流”
本身就是“和谐共处”的最好体
现，是中国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
共同繁荣的宝贵贡献。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张 红

文明对话：推动世界文明发展

5月13日，“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开幕，图为观众在展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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