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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23时32分白露

露从今夜白 秋风至此凉
新华社天津 9 月 6 日电

（记者 周润健）“秋风何冽冽，白
露为朝霜”，北京时间9月7日23
时32分将迎来昼夜温差最大的节
气——白露，此时节，天高云淡，
气爽风凉，孟秋结束，仲秋开始。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
庆介绍，公历每年9月7日至9日，
当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时，为白露
之始，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五个
节气，也是秋季第三个节气。

进入白露节气后，夏季风逐
步被冬季风所代替，冷空气“转
守为攻”，开始南下频繁，加之太
阳直射地面位置逐渐南移，北半
球日照时间变短，日照强度减
弱，夜间常晴朗少云，地面辐射
散热加快，人们会明显感觉到早
晚温差在加大，整体气温一天比
一天低，因此民谚有“白露秋分
夜，一夜凉一夜”以及“白露身不
露，寒露脚不露”之说。

白露是天凉的象征，也勾起
了文人雅客的浪漫情怀。唐人李
白写有痴情一片的“玉阶生白露，
夜久侵罗袜”；唐人杜甫吟有乡愁

浓浓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宋人秦观也诵有意境深远的

“凭阑久，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
二十四节气分为七十二候，

每个节气有三候，白露是二十四
节气中唯一的三个物候特征全部
与鸟类相关的节气，比如，一候鸿
雁来，二候元鸟归（也作玄鸟归），
三候群鸟养羞。鸟儿作为敏锐的

“气候预报员”，反映出夏秋交替
时的气候、气温变化。

白露时节日照时间变短，
气温下降快，农田里的夏秋作
物即将成熟，或已经成熟，农民
们辛勤地在田间收获庄稼，忙
得不亦乐乎。

民谚说“过了白露节，夜寒
日里热”，意思是白露时白天与
夜里的温差大。面对这样的天
气特点，由国庆结合养生保健专
家的建议提醒，大众要适时增减
衣物，以免受凉。此外，饮食方
面，宜遵循“滋阴润燥”的原则，
适当选用山药、银耳、百合、雪
梨、藕、芝麻、鸭肉等润肺生津、养
阴清燥的食物。

9月6日，在位于湖州吴兴区爱山街道的垃圾分类宣教馆，孩子们观看垃圾分
类动画片。

开学伊始，浙江省湖州市实验幼儿园组织学生参观垃圾分类宣教馆，在趣味讲
解和游戏中提高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争做环境守护者争做环境守护者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6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

《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
《关于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
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
发展的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发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
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
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
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
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要以
完善制度、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提高
院士遴选质量，更好发挥院士作用，让
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各领域，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
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提高能源、
水、粮食、土地、矿产、原材料等资源利
用效率，加快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试点工作，严格条件、规范程序，探索解
决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要健全适应
乡村特点、优质高效的乡村医疗卫生体

系，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就近获得更加
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
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新型举国体制，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
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
机制、协同攻关。要加强战略谋划和系
统布局，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瞄准
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
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明确主攻方向和
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
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
前沿技术。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建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要构建
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
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
协同攻关，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大
合力。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
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会议强调，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方
面和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两
院院士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动
完善院士遴选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
局、实行退休退出制度、加强学风作风
建设，院士制度不断完善。要注重在重
大科学研究和国家重大工程中选拔院
士，以重大贡献、学术水平、道德操守为
准绳，防止增选中的不正之风。要加强
引导规范，鼓励和支持院士专心致志开

展科研工作，强化作风学风建设，排除
非学术性因素干扰。要严格监督管理，
强化院士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责任，营
造良好学术和科研环境。广大院士要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在主动
承担国家急难险重科研任务、解决重大
原创科学问题、以身作则净化学术环
境、培养青年科研人才等方面发挥好表
率作用。

会议指出，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
国策，是维护国家资源安全、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
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部署实施
全面节约战略，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
利用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
会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推动资源
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取得积极成效。要
突出抓好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
领域资源节约，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
用，促进生产领域节能降碳。要增强全
民节约意识，推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
费，努力形成全民崇尚节约的浓厚氛
围。要综合运用好市场化、法治化手
段，加快建立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生态
损害成本、环境污染代价的资源价格形
成机制，不断完善和逐步提高重点产
业、重点产品的能耗、水耗、物耗标准，
促进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高效利用。
要处理好利用和节约、开发和保护、整
体和局部、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既要坚
持底线思维，从严监督管理，防范化解
重大资源风险，也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
现实需要。

会议强调，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改革，事关农民切身利益，
涉及各方面利益重大调整，必须审慎稳
妥推进。试点县（市、区）数量要稳妥可
控。要坚持同地同权同责，在符合规
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前提下，推进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
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在城乡统一
的建设用地市场中交易，适用相同规
则，接受市场监管。要坚持节约集约用
地，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合理布局各用
途土地。要严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
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要求。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和加强乡村医疗卫生体系
建设，从完善基础设施条件、人员队伍
建设、机构运行机制等方面采取一系列
举措，持续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基本实现了农民群众公平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要重点强化县域内医
疗卫生资源统筹和布局优化，合理配置
乡村医疗资源。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
进，统筹解决好乡村医生薪酬分配和待
遇保障问题，打造一支专业化、规范化
的乡村医生队伍。要提高农村地区医
疗保障水平，强化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功能，加强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建设，
加快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
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
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