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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240,607.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1年9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111,116元

本 期 开 奖 号 码 :40157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60注

60注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应派奖金合计

6,000,000元

6,0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44期开奖公告信息

366,769,234.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开奖信息查询网站：www.lottery.gov.cn。

开奖日期：2021年9月12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935,974元

本 期 开 奖 号 码 :92624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73注

73注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应派奖金合计

7,300,000元

7,3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45期开奖公告信息

23,920,934.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1年9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7,720,574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2,325,224元
本 期 开 奖 号 码 ：401

本期中奖情况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1244期开奖公告信息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6,208注

0注

17,040注

本地中奖注数

634注

0注

1,467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本期销售金额：151,130元

本 期 开 奖 号 码 ：04 07 08 11 13
本 期 出 球 顺 序 ：07 08 13 04 11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5注

246注

3,690注

单注奖金

8,660元

50元

5元

0.00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1年9月12日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1245期开奖公告信息

1,087,468,356.5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1105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1年9月11日

前区 后区
本期出球顺序：17 07 10 18 11 04 09
本期开奖号码：07 10 11 17 18 04 09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04,015,740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基本

派奖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4注

1注

117注

47注

256注

1,385注

18,809注

42,052注

40,883注

982,391注

9,249,059注

---

单注奖金

10,000,000元

8,000,000元

89,835元

71,868元

10,000元

3,000元

300元

200元

100元

1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40,000,000元

8,000,000元

10,510,695元

3,377,796元

2,560,000元

4,155,000元

5,642,700元

8,410,400元

4,088,300元

14,735,865元

46,245,295元

147,726,051元

中奖注数

2注
21注
73注

1,985注
31,410注

1,235,959注
1注

18注
1,269,469注

单注奖金
5,000,000元

22,811元
3,000元

500元
30元

5元
5,000,000元

22,811元
---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一等奖派奖

二等奖派奖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0元
479,031元
219,000元
992,500元
942,300元

6,179,795元
5,000,000元

410,595元
24,223,224元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10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1年9月12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6,783,868元

本期开奖号码：479028+5

本期中奖情况

245,039,738.4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本期销售金额：150,888元

本 期 开 奖 号 码 ：01 03 08 11 17
本 期 出 球 顺 序 ：01 17 03 08 11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1注

322注

4,870注

单注奖金

33,485元

50元

5元

0.00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1年9月11日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1244期开奖公告信息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0注

4注

109注

1,605注

19,662注

单注奖金

---

---

15,756元

300元

20元

5元

开奖日期：2021年9月12日
本期销售金额：976,016元

正选号码 特别号码
本期开奖号码：388967 0

本期中奖情况

5,203,195.7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6+1第21106期开奖公告信息

22,870,659.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1年9月12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7,205,412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2,272,334元
本 期 开 奖 号 码 ：926

本期中奖情况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1245期开奖公告信息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13,775注

0注

29,918注

本地中奖注数

1,824注

0注

1,936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改革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改革的意见》全文如下。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
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
重大社会问题。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
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为深入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深化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加快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
机制，加快健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
府更好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
统筹兼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
调推进、强化激励与硬化约束协同
发力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动全
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快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奠
定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基
础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工作原则
——系统推进，政策协同。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谋划、
全面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及相关
领域改革，加强各项制度的衔接配
套。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
性及其内在规律，完善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促进对生态环境的整体保
护。

——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充
分发挥政府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落
实生态保护责任的主导作用，积极

引导社会各方参与，推进市场化、多
元化补偿实践。逐步完善政府有力
主导、社会有序参与、市场有效调节
的生态保护补偿体制机制。

——强化激励，硬化约束。加
快推进法治建设，运用法律手段规
范生态保护补偿行为。清晰界定各
方权利义务，实现受益与补偿相对
应、享受补偿权利与履行保护义务
相匹配。健全考评机制，依规依法
加大奖惩力度、严肃责任追究。

（三）改革目标。到 2025 年，与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以生态保护
成本为主要依据的分类补偿制度日
益健全，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为基本取向的综合补偿制度不断完
善，以受益者付费原则为基础的市
场化、多元化补偿格局初步形成，全
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显著增
强，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
的局面基本形成。到 2035 年，适应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基本定型。

二、聚焦重要生态环境要
素，完善分类补偿制度

健全以生态环境要素为实施对
象的分类补偿制度，综合考虑生态
保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生态
保护成效等因素确定补偿水平，对
不同要素的生态保护成本予以适度
补偿。

（一）建立健全分类补偿制度。
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确保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落实到位。
针对江河源头、重要水源地、水土流
失重点防治区、蓄滞洪区、受损河湖
等重点区域开展水流生态保护补
偿。健全公益林补偿标准动态调整
机制，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探索对公
益林实施差异化补偿。完善天然林
保护制度，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管
理。完善湿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逐步实现国家重要湿地（含国际重
要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完
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生态治
理补贴制度。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
制，因地制宜推广保护性耕作，健全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落实好草原生
态保护补奖政策。研究将退化和沙
化草原列入禁牧范围。对暂不具备
治理条件和因保护生态不宜开发利

用的连片沙化土地依法实施封禁保
护，健全沙化土地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研究建立近海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

（二）逐步探索统筹保护模式。
生态保护地区所在地政府要在保障
对生态环境要素相关权利人的分类
补偿政策落实到位的前提下，结合
生态空间中并存的多元生态环境要
素系统谋划，依法稳步推进不同渠
道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统筹使用，以
灵活有效的方式一体化推进生态保
护补偿工作，提高生态保护整体效
益。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避
免重复补偿。

三、围绕国家生态安全重
点，健全综合补偿制度

坚持生态保护补偿力度与财政
能力相匹配、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相衔接，按照生态空间功能，
实施纵横结合的综合补偿制度，促
进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利益共
享。

（一）加大纵向补偿力度。结合
中央财力状况逐步增加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规模。中央预算内投
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基础设施和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予以倾斜。继
续对生态脆弱脱贫地区给予生态保
护补偿，保持对原深度贫困地区支
持力度不减。各省级政府要加大生
态保护补偿资金投入力度，因地制
宜出台生态保护补偿引导性政策和
激励约束措施，调动省级以下地方
政府积极性，加强生态保护，促进绿
色发展。

（二）突出纵向补偿重点。对青
藏高原、南水北调水源地等生态功
能重要性突出地区，在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测算中通过提高转移
支付系数、加计生态环保支出等方
式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其基本公共
服务保障能力居于同等财力水平地
区前列。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根据自然保护地规模和管护
成效加大保护补偿力度。各省级政
府要将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全面纳入
省级对下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范
围。

（三）改进纵向补偿办法。根据
生态效益外溢性、生态功能重要性、

生态环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等特点，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中实施
差异化补偿。引入生态保护红线作
为相关转移支付分配因素，加大对
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比例较高地区支
持力度。探索建立补偿资金与破坏
生态环境相关产业逆向关联机制，
对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发展破坏生态
环境相关产业的，适当减少补偿资
金规模。研究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奖励资金对吸纳生态移民较多
地区给予补偿，引导资源环境承载
压力较大的生态功能重要地区人口
逐步有序向外转移。继续推进生态
综合补偿试点工作。

（四）健全横向补偿机制。巩固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
点成果，总结推广成熟经验。鼓励
地方加快重点流域跨省上下游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开展跨区
域联防联治。推动建立长江、黄河
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
持沿线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干流
及重要支流自主建立省际和省内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生态功能
特别重要的跨省和跨地市重点流域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中央财政和省
级财政分别给予引导支持。鼓励地
方探索大气等其他生态环境要素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方式，通过对口协
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
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方式，促进
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良性互
动。

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
快推进多元化补偿

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
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
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
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
保护的积极性。

（一）完善市场交易机制。加快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建立归属
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
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
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
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对
履行自然资源资产保护义务的权利
主体给予合理补偿。在合理科学控
制总量的前提下，建立用水权、排污
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逐步
开展市场化环境权交易。鼓励地区
间依据区域取用水总量和权益，通
过水权交易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明
确取用水户水资源使用权，鼓励取
水权人在节约使用水资源基础上有
偿转让取水权。全面实行排污许可
制，在生态环境质量达标的前提下，
落实生态保护地区排污权有偿使用
和交易。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全以国家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为基础的碳
排放权抵消机制，将具有生态、社会
等多种效益的林业、可再生能源、甲
烷利用等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
目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二）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研
究发展基于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
等各类资源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
建立绿色股票指数，发展碳排放权

期货交易。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试点范围，把生态保护补偿
融资机制与模式创新作为重要试点
内容。推广生态产业链金融模式。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符合绿色
项目融资特点的绿色信贷服务。鼓
励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和机构发
行绿色债券。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创
新绿色保险产品参与生态保护补
偿。

（三）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支
持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开展生态环保
教育培训，引导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扩大绿色产品生产。加快发展生态
农业和循环农业。推进生态环境导
向的开发模式项目试点。鼓励地方
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等工程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融
合，完善居民参与方式，建立持续性
惠益分享机制。建立健全自然保护
地控制区经营性项目特许经营管理
制度。探索危险废物跨区域转移处
置补偿机制。

五、完善相关领域配套措
施，增强改革协同

加快相关领域制度建设和体制
机制改革，为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改革提供更加可靠的法治保障、
政策支持和技术支撑。

（一）加快推进法治建设。落实
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以及水、森
林、草原、海洋、渔业等方面法律法
规。加快研究制定生态保护补偿条
例，明确生态受益者和生态保护者
权利义务关系。开展生态保护补
偿、重要流域及其他生态功能区相
关法律法规立法研究，加快黄河保
护立法进程。鼓励和指导地方结合
本地实际出台生态保护补偿相关法
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加强执法检
查，营造依法履行生态保护义务的
法治氛围。

（二）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加快构建统一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体系，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和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健全统
一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优化全国
重要水体、重点区域、重点生态功能
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国家生态环境
监测点位布局，提升自动监测预警
能力，加快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监测
支撑体系，推动开展全国生态质量
监测评估。建立生态保护补偿统计
指标体系和信息发布制度。

（三）发挥财税政策调节功能。
发挥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税费以及土地、矿产、海
洋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的
调节作用。继续推进水资源税改
革。落实节能环保、新能源、生态建
设等相关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逐
步探索对预算支出开展生态环保方
面的评估。实施政府绿色采购政
策，建立绿色采购引导机制，加大绿
色产品采购力度，支持绿色技术创
新和绿色建材、绿色建筑发展。

（四）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建立占用补偿、损害赔偿与保护补
偿协同推进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建立健全依法建设占用各类自然生
态空间的占用补偿制度。逐步建立

统一的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绿色产
品认证及标识体系，健全地理标志
保护制度。建立和完善绿色电力生
产、消费证书制度。大力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效防控野
生动物造成的危害，依法对因法律
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的人员伤
亡、农作物或其他财产损失开展野
生动物致害补偿。积极推进生态保
护、环境治理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生态保护补
偿有关技术方法等联合研究。

六、树牢生态保护责任意
识，强化激励约束

健全生态保护考评体系，加强
考评结果运用，严格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推动各方落实主体责任，
切实履行各自义务。

（一）落实主体责任。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
树立正确政绩观，落实领导干部生
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压实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加强政策宣传，积极探索实
践，推动改革任务落细落实。有关
部门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生
态保护补偿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作用，及时研究解决改革过程中的
重要问题。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要
协调推进改革任务落实。生态保护
地区所在地政府要统筹各渠道生态
保护补偿资源，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杜绝边享受补偿政策、边破坏
生态环境。生态受益地区要自觉强
化补偿意识，积极主动履行补偿责
任。

（二）健全考评机制。在健全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基础
上，对生态保护补偿责任落实情况、
生态保护工作成效进行综合评价，
完善评价结果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
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按规定开展
有关创建评比，应将生态保护补偿
责任落实情况、生态保护工作成效
作为重要内容。推进生态保护补偿
资金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加大生态
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结果公开力
度。将生态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改
善情况等纳入政绩考核体系。鼓励
地方探索建立绿色绩效考核评价机
制。

（三）强化监督问责。加强生态
保护补偿工作进展跟踪，开展生态
保护补偿实施效果评估，将生态保
护补偿工作开展不力、存在突出问
题的地区和部门纳入督察范围。加
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不顾
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
的，依规依纪依法严格问责、终身追
责。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重要
意义，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主动谋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
生态文明各项制度建设，切实将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努力开创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中国
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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