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7日凌晨3时50分，经过6个多
小时的紧张施工，昌景黄高铁引入横岗
站站改工程Ⅰ级封锁施工工作顺利结
束，标志着昌景黄高铁正式接入国家“八
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为昌景黄高铁按期
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

据悉，此次站改施工完成后，横岗站
更名为南昌南站（以下统称“南昌南
站”），原南昌南站更名为青云谱站。

南昌南站位于南昌县，处在国家“八
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京港通道”，衔接
京九、昌福铁路及杭昌、昌赣、沪昆高铁，
是南昌枢纽“三主两辅”布局（南昌站、南
昌西站、南昌东站为主，南昌南站、昌北机
场站为辅）中一处重要的客运站。此次站
改施工，将昌景黄高铁接入南昌南站，以
此联通京九、昌福铁路，以及沪昆、京港、
京福、杭黄高铁。（全媒体见习记者熊嘉）

昌景黄高铁接入“八纵八横”高铁网

8 月 17 日，记者从江西省卫健委获
悉，截至目前，江西累计完成适龄女生
HPV疫苗免费接种人数超过10万人。

据了解，江西适龄女生HPV疫苗接
种工作已于8月7日全面启动。此前，江
西开展了 HPV 疫苗接种意愿调查。据
统计，全省共有39.1万适龄女生参加了
接种意愿调查，有意愿接种的女生占比
为94.2%。

今年 6 月，江西多部门联合印发的

《江 西 省 加 速 消 除 宫 颈 癌 行 动 计 划
(2023—2030年)工作方案》提出，2023年，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适龄女生 HPV 疫苗
免费接种。到2025年，全省适龄妇女宫
颈癌筛查率达到 50%，宫颈癌及癌前病
变患者治疗率达到90%。到2030年，全
省适龄女生HPV疫苗接种率达到90%，
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率达到 70%，宫颈
癌及癌前病变患者治疗率达到90%。

（金婉）

88月月1717日日，，昌景黄高铁引入横岗站站改工程昌景黄高铁引入横岗站站改工程ⅠⅠ级封锁施工现场级封锁施工现场。。

江西超10万名适龄女生免费接种HPV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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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弘主持召开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强调

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重点措施
善始善终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8月16日，省委书记、省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组长尹弘主持召开省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思想不松、标准
不降、力度不减，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
重点措施，善始善终推动主题教育取得
实效。

马森述、吴浩、庄兆林等省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成员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会
议、文件精神，听取了我省第一批主题教
育总结报告和调研成果转化、整改整治、
总结评估等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

一步工作。
尹弘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项长期战
略任务，是一个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的过
程。要始终把加强理论武装作为重中之
重，持续深学细悟，着力在走深走实、学
以致用上下更大功夫，带着问题学、联系
实际学，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切
实做到入脑入心、真信笃行。

尹弘强调，要保持攻坚态势，推动整
改整治任务见底见效。始终突出问题导
向，坚持从严从实，敢于动真碰硬，持续
巩固深化，抓好建章立制，严格抓好问题
清单的整改销号，坚持“当下改”和“长久

立”相结合，在破解难题上见真章、见实
效，务求改彻底、改到位。要深化党性分
析，精心组织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聚
焦主题主线，坚持把功夫下在开会之前，
扎实做好学习研讨、谈心谈话、问题梳
理、案例剖析等各环节工作，坚持把自己
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切实做到党性分析要见人见事见思想、
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动真格有辣味。要勇
于担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开展主题教育与
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精神结合
起来，找准着力点和发力点，咬定全年工
作目标，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全力推动
发展提质增效，持续增进老区人民福祉，

切实把省委的思路举措转化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突出
实效检验，统筹做好第一批主题教育总
结评估工作。聚焦主题教育的目标任务
和重点措施，准确把握评估内容，注重优
化评估方式，主动接受监督和评估，做到
边评估边整改、以评估促整改，全面检验
党员干部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
风、以学促干方面的成效。

尹弘强调，全省上下要加强系统谋
划，精心做好第一、二批主题教育的统筹
衔接工作，运用好第一批主题教育的有
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引导第二批主题教
育单位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两批主
题教育上下联动、有序衔接。 （魏星）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2022 年共下达全流域生态补偿资
金37.7亿元，较上年增长10.9%”“累计统
筹资金1.9亿元，用以支持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自 2022年江西省出台

《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以来，我省坚持将改善和提升流
域生态环境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抓手，扎实推动生态补偿机制落地见
效，让“绿水青山”成为现代化江西最动
人的生态底色。

建立多元保障机制

江西省财政厅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江西已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立覆盖全省
所有 100 个县（市、区）的纵向流域补偿
机制，并不断完善多渠道筹资、奖惩性分
配的制度体系，形成激励与约束并重的
纵向补偿格局。

我省通过不断优化完善重点生态功
能区、资源枯竭城市等转移支付分配，健
全转移支付体系，对地方政府因生态保
护、污染治理等造成的减收增支加大财
力补偿，让环境保护成效好的地方不吃
亏、能受益；完善资金分配与生态环境质
量考核结果、资金使用绩效挂钩机制，对
生态环境质量差、资金使用绩效不佳的
地方减少生态环保类专项转移支付规
模，明确绿色发展目标导向，压实属地政
府主体责任。

同时，我省还建立了长江全流域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截至目前，江西
省已与广东省、湖南省分别签订第三轮
赣粤东江流域、第二轮赣湘渌水流域跨
省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建立了跨省流域
横向补偿长效机制。支持鼓励受益地区
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下游之间采取
产业转移、共建园区、购买生态产品和服
务等方式开展合作，完善多渠道联通的
横向补偿新机制。

实施差异化补偿标准

为提升财政政策的实施效能，我省

对补偿对象分类分档，实施差异化补偿
标准，推动各领域补偿更加科学规范。

2022年，江西省启动了新一轮省内流
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工作，将签订基础
性补偿协议的省级奖补标准统一降低至
200万元每年的同时，对水质考核目标提
升一个或两个类别的设区市每年分别奖
补 400万元、1000万元，用差异化奖补机
制激励地市履职尽责。同时，全省统筹
4500万元对鄱阳湖湖区 5个国家监测断
面（点位）所在的设区市和县（市、区）实施
定额奖补，推动跨界断面水质不断升级。

2022 年，江西新增安排省级公益林
资金 5140万元，支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重点区
域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实施差异化提
标。其中，国家公园从26.5元/亩提高至
35 元/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 26.5 元/
亩提高至 33 元/亩、省级自然保护区从
21.5 元/亩提高至 29 元/亩，提标后江西
境内重要生态区域森林补偿标准位居全
国前列，全省生态安全保障和生态产品
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运用好市场融资渠道

2022年，江西省综合运用绿色基金、
绿色保险、绿色采购等组合式财政政策
工具，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共
同参与美丽江西建设。

去年，我省推动设立了规模达 10亿
元的生态修复基金，积极争取国家绿色
发展基金等国家级绿色平台意向出资；
统筹专项资金与省级环保投资运营平台
共同设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积极探索
社会资本参与矿山、土壤生态修复的有
效途径。

去年，我省还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
效应，积极争取世界银行集团、新开发银
行等国际金融组织4.5亿美元贷款，支持
实施鄱阳湖流域重点城镇污染综合治理、
工业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等项目建设。

（虞璐睿 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嘉）

江西扎实推动生态补偿机制落地见效
2022年共下达全流域生态补偿资金37.7亿元，较上年增长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