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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锐）
1 月 9 日记者获悉，宁夏生态

环境厅近日发布《宁夏回族自

治区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

（2022 年）》（以 下 简 称《年

报》），公布了 2022 年宁夏移

动源环境管理情况。这是宁

夏首次编制并发布移动源环

境管理年报，权威发布了全区

机动车保有量、污染排放及管

控等情况，对宁夏各地深入开

展移动源污染防治工作，持续

改善全区环境空气质量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

价值。

据了解，移动源排放的氮

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是造

成城市臭氧（O3）及细颗粒物

（PM2.5）污染的重要诱因之

一，其中，机动车排放已成为

城 市 大 气 污 染 的 一 大“ 元

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

宁夏机动车保有量正在迅速

增长中。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月，宁夏机动车保有量首

次突破 200 万辆，达到 202.83
万辆，同比增加 14.7 万辆，增

长 7.81%，高出全国均值 1.49
个百分点。首府银川市机动

车保有量更是突破“百万量

级”。“机动车以及非道路移动

机械量的迅速增加，已经成为

继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新

挑战。”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

与机动车污染防治中心主任

陈曦说。

据介绍，宁夏生态环境厅

发布的《年报》基于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有关污染物排

放量的核算方法，按照机动车

车型、排放标准、注册地、燃料

类型等，对宁夏机动车保有量

及其污染物排放变化进行了

统计分析，并系统分析了全区

机动车污染排放总体现状和

变化，全面梳理总结了宁夏在

移动源污染防治法规制度体

系建设、新生产机动车污染防

治、在用机动车排放检验、老

旧车辆淘汰、移动源信息化管

理能力和应用体系建设等方

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

效。《年报》显示，2021年，宁夏

机动车五项污染物排放总量

为 13.95万吨。

陈曦表示，依据《年报》的

基础数据，宁夏将针对性地开

展移动源污染防治，坚持“车、

油、路、企”统筹，扎实开展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突

出源头管控、过程管控、协同

管控，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创

新工作思路，强化具体措施，

进一步谋划并推进移动源污

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倪会智）
1月 9日，2023宁夏蓝皮书系

列丛书正式发布。“宁夏蓝皮

书”系列丛书，是研究宁夏经

济社会重大问题与社会现象

的系列参考书目，是集学术性

与对策性于一体的资讯类产

品，是具有原创性、专业性、实

证性和前瞻性的重要宁夏智

库品牌。

丛书分为《宁夏经济发展

报告（2023）》《宁夏社会发展

报告（2023）》《宁夏文化发展

报告（2023）》《宁夏法治发展

报告（2023）》《宁夏生态文明

建设报告（2023）》5 册，由宁

夏社会科学院组织科研人员

及各行业专家学者编写而成，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宁

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

中《宁 夏 法 治 发 展 报 告

（2023）》首次由自治区党委依

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和宁夏

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编写。

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宁夏社科院党组副书记、院长

马文锋介绍，2023 宁夏蓝皮

书系列丛书在社会热点研究

上进行了“开疆扩土”，《宁夏

社会发展报告（2023）》在关

注教育、卫健、社保、就业等

热点研究领域的同时，开拓

了宁夏应对人口老龄化、育

龄人口生育意愿、人力资本

与共同富裕关系、粮食安全

现状及其对策、基层医疗卫

生人才现状等研究新领域，

有许多很有见解的分析和对

策建议。《宁夏文化发展报告

（2023）》首次设城市市民文

化篇，聚焦宁夏文化现代化

现实，在微观层面从城市市

民文化细节感知切入，梳理

了现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

的方法措施；首次设媒体文

化篇，对宁夏主流新闻媒体

和新媒体总体发展趋势进行

分析、研判，加上对短视频、

直播和抖音等行业的研究，

呈现了 2022 年度宁夏传媒

的新经验、新气象、新趋势和

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 倪会智）
《宁夏社会发展报告（2023）》
开拓了宁夏应对人口老龄化、

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人力资本

与共同富裕关系、粮食安全现

状及其对策、基层医疗卫生人

才现状等研究新领域。那么，

《宁夏社会发展报告（2023）》
在应对宁夏人口老龄化现状

方面，提出了哪些对策建议

呢？1月 9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

究所所长李保平进行了解答。

李保平介绍，根据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近十年

来，宁夏人口结构总体呈低速

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率为

1.35%，比全国平均年增长率

高1.5倍。宁夏60岁及以上人

口为97.41万人，占13.53%，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69.28 万人，

占 9.62%，无论老年人口总量

还是占比，均呈明显上升态

势，说明宁夏人口老龄化程

度进一步加快，人口年龄结

构已成老年型结构。与全国

相比，宁夏 60 岁及以上人口

比重上升速度低于全国增幅

水平，老龄化程度与全国相比

稍弱一些。宁夏人口总抚养

比低于50%，相比全国仍处于

人口红利期，人口相对优势明

显。从中长期发展看，老龄

化、少子化将是宁夏未来人口

的基本走向。

《宁 夏 社 会 发 展 报 告

（2023）》对应对老龄化问题提

出如下建议：一是制定符合宁

夏实际的人口中长期发展战

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是全面落实中央关于“一老

一小”有关政策，提升社会保

障能力和水平。三是建设功

能完善的养老机构，打造一

流社会化养老品牌机构，大

力发展康养产业，增强经济

发展新动能。四是政府公共

政策应当关注养老服务质量

提升，建设养老友好型社

会。五是强化家庭养老功能，

补齐城乡社区居家养老短板，

提升家庭照护能力。六是加

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提升从

业人员职业素养。

首府银川的机动车。本报记者 赵锐 摄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宁夏首次发布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
机动车污染防治成为新挑战

2023宁夏蓝皮书系列丛书发布

《宁夏社会发展报告（2023）》
为宁夏老龄化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