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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官方邮票发布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 王

立彬）全国设市城市城区总面积 11.02
万平方千米，实际建设区域7.80万平方

千米——首次测定的全国 683 个城市

城区面积27日正式公布。

据悉，依据《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

要（2021—2035 年）》，自然资源部组织

全国 683个设市城市全面开展城区范

围确定工作，形成我国第一版全国城市

城区范围矢量数据集，首次实现城市城

区范围的空间化、定量化和精准化。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 27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城区是指城市实际

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功能覆盖的空间地域，是研究城市化

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由于缺乏空间

标准和相应监测手段，我国城市建成区

面积长期依靠地方填报，各地统计口径

不同，影响统计数据准确性、可靠性和

可比性，给科学决策带来一定障碍。

最近五年来，自然资源部整合国

土、规划、地理、测绘和遥感等专业团

队，融合多学科优势，组织制订《城区范

围确定规程》，选取 107个城市先后开

展 4轮标准试划论证，最终形成两个层

面主要成果：一是全国 683个设市城市

城区范围（城市化标准统计区）总面积

为 11.02万平方千米，二是城市城区实

体地域范围（实际建设区域）总面积为

7.80万平方千米。

据介绍，城区范围确定是“多规合一”

改革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我国与城市相

关的统计概念较多，如城区、建成区、中心

城区、实体地域等。全国首版城市城区范

围成果发布，有助于逐步减少和统一相关

概念，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一张图”。

我国首版全国城市城区范围成果

矢量数据集的形成，实现“从无到有”跨

越，也是国土空间遥感技术与规划管理

紧密结合的成果，以此为基础，进一步

叠加人口、用地、产权、产业等信息，可

以更好地规划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宜

业、宜居、宜游、宜乐”城镇，助力建设

“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生态环境部：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发现
4方面突出问题

新华社北京 3月 27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监管总局 27 日发布的

《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2023年）》

显示，我国消费品领域标准实施水平

稳步提升，2023年采用全球统一标识

标准的商品新增1964万种、同比增长

19.2%，累计覆盖消费品总量 1.9亿多

种，有效促进了我国消费品畅通流动。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一级巡

视员国焕新表示，去年以来，市场监管

总局加强支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建

设，取得多方面成效。

公共服务标准化更接地气，如发

布《大众竞速类滑冰运动水平等级评

价规范》等 12项冰雪运动国家标准，

支持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发展。下达

适老化改造标准专项计划39项，研制

养老服务相关标准 7项，保障特殊群

体利益。制定生活饮用水检验方法、

中医临床等卫生健康相关标准50项，

守护群众健康。

绿色发展标准化更加高效，如发

布《餐饮业反食品浪费管理通则》《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

品》等国家标准，下达《限制快递过度

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加快

制定限制茶叶过度包装标准修改单。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中国粮油学会等

40余家食品、餐饮行业相关社会团体

公布了 60余项节粮减损和防止餐饮

浪费的团体标准。

在推动标准国际化方面，市场监

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李玉冰介

绍，中外标准一致性水平持续提升，我

国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等主要消费品

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为 96%，工

程机械、化工、铁合金等装备制造领域

和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90%。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

郭晨光介绍，先进标准引领作用不断

增强，截至2023年底，新增标准“领跑

者”近 1400 项，覆盖 893 类产品及服

务。

据介绍，我国企业标准“领跑者”

制度自2018年开始实施，通过第三方

评估机构评出高水平的企业标准，企

业通过对标标准评估出本企业产品或

服务质量所处的行业水平位置，找到

差距和改进的方向，促进行业全面提

升质量，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报告统计，截至 2023年底，我国

国家标准共 44499项，国家标准样品

共4164项。

3月27日6时5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
火箭，成功将云海三号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郑斌 摄）

云海三号02星成功发射

消费品领域标准实施水平
稳步提升

2023年我国采用全球统一标识标准的商品
新增1964万种

新华社巴黎3月26日电（记者 肖

亚卓）26日，巴黎奥运会及残奥会官方

邮票在法国邮政博物馆正式发布。该

邮票设计灵感取自巴黎奥运会视觉标

识，采用烫金工艺的精美装饰，并融入

巴黎标志性景点埃菲尔铁塔及塞纳河

的形象。

“这枚以巴黎2024奥运色彩为主题

的邮票，是我们与法国邮政合作的新里

程碑。邮票展示了运动会的视觉标识

符号，如埃菲尔铁塔，这将有助于打开

奥运大门。我们迫不及待想看到它在

法国乃至全世界的旅程！”巴黎奥组委

主席托尼·埃斯坦盖说。

法国邮政集团第一次发行奥运官

方邮票是在100年前的1924年，当时巴

黎举办了第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随后的 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

以及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法国邮

政也发行了两套奥运官方邮票。2017
年巴黎正式获得 2024年夏奥会举办权

后，法国邮政也在同年发行庆祝巴黎申

奥成功的纪念邮票。

“作为巴黎2024奥运会和残奥会的

官方支持者，法国邮政非常荣幸能够发

行这枚具有象征意义的邮票。这枚邮

票反映了奥运精神，使巴黎2024能够在

世界各地传播。”法国邮政集团总裁菲

利普·瓦尔说。

此次发行的奥运官方邮票面值为

1.96欧元，共计 80万枚，将于 29日起正

式对外销售。

我国设市城市城区面积首次测定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高敬 李

昌瑞）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表

示，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近期向 5个被督察省份反馈督察意

见，主要发现了4方面突出问题。

在生态环境部 27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裴晓菲介绍，总体来看，此次督

察的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海5省高

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督察也发现

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部分地区和部门落实绿色发

展理念有偏差，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一些省份仍存在盲目上

马“两高”项目问题，一些省份在推进项

目发展中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化工

园区布局问题突出，部分行业转型升级

乏力、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

二是推进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有短板。一些省份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四水四定”要求落实不到位，水资源

集约节约利用还有较大差距，部分地区

“挖湖造景”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三是生态保护修复不力。海洋、湖

泊、草原、林地及自然保护地生态破坏

时有发生，矿山违规开采及生态修复滞

后问题依然存在。一些生态修复项目

方案制定不科学、验收降低标准、后期

管护不到位。

四是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明显。被

督察省份不同程度存在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一些地方因管网

不配套、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等原因

造成污水长期直排、漏排和溢流。

裴晓菲表示，生态环境部将指导督

促被督察省份科学制定督察整改方案，

全面落实整改要求，扎实做好督察整改

“后半篇文章”。

据悉，2023年11月21日至12月22
日，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

对上述5省开展督察。今年2月26日至

28日，各督察组陆续向被督察省份反馈

督察意见，并同步移交责任追究问题清

单和案卷。

▲这是3月26日拍摄的巴黎奥运
会及残奥会官方邮票和发售日邮戳。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