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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乐际 24 日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交流会上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围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据新华社）

“老百姓的幸福感来自哪里？就来

自良好的生活环境。”环境就是民生，青

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

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

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

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记者近日深入多地走访调研发现，各

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推动一项项生态环境

领域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以制度的力量守

护绿水青山，答好生态保护“必答题”。

明职责建幸福河湖

【基层故事】

湖水清澈，波光潋滟，近处绿树身影

绰约，远处堤桥相映成趣。尽管近期天

气转冷，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的月湖之

畔，不少市民或三五成群沿湖漫步，或携

亲朋好友一起在湖畔小坐，享受着冬日

江南的和煦阳光。

河湖生态环境，既关系着整体生态系

统的健康，也关系着群众生活的幸福感。

浙 江 省 2013 年 决 策 实 施“ 五 水 共

治”，率先全面推行“河长制”，治污水、防

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开启浙江

河湖系统治理之路。

自 2017 年起，月湖水生态综合整治

工作全面启动。多项工作齐头并进，涉

及多个业务部门，由党政领导干部担任

河湖长，成为推动工作的一个硬招实招。

近年来，宁波市市级总河湖长、河湖

长名单都会向社会公布。当地有哪些重

要的河流湖泊、对应的河湖长是哪位党

政领导干部、联系方式等，都一目了然。

月湖也名列其中。

如今，这场水质保卫“攻坚战”已初战

告捷，月湖水环境已基本稳定在地表水 IV

类水质标准，部分水质指标已达到III类。

【新闻深一度】

在 2017 年 新 年 贺 词 中 ，习 近 平

总书记说：“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

2018 年 6 月、12 月，河长制、湖长制全面

建立，这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

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是完善水治理

体系、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

通过实施河湖长制，很多河湖实现

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

到“管得好”的转变，推动解决了一批河

湖管理保护难题，河湖状况逐步好转。

常体检守绿水青山

【基层故事】

“环境好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多。”山东

泰安宁阳县磁窑镇磁窑西村村民王彪说。

海子河是磁窑镇的“母亲河”。海子

河的污染，也成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一直关注的问题。

海子河位于黄河下游。海子河的水

生态环境治理，是确保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失的一环。督察

组将海子河污染问题作为典型案例向全

社会进行公开通报。

2021 年 9 月，当地市县两级党委、政

府专门成立海子河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专

班，强力推进海子河整改工作。

“救水”第一步，是控源截污。泰安

对海子河沿线所有排污口进行联合排

查，实施“一口一策”分类处置，聘请专家

团队对沿线 34 个排水口逐一制定整改

方案，逐口落实整改措施。

当地制定园区管网改造提升整体方

案，新改建管道 12 公里，将化工企业污

水管网通过专管单独接入磁窑污水处理

厂，取缔不合规溢流口，解决工业污水溢

流直排问题，实现园区工业污水密闭运

行，与海子河环境完全隔离开来。

为持续提升海子河湿地自净能力，

当地还大力实施海子河清淤整治，给污

染河段“大换血”，并在河底栽植了 10 多

个品种共 70 余万株水生植物，沿岸播撒

四季青草种 2 万余平方米。

如今，海子河再现绿水清波。当地

正在抓紧建设海子河湿地公园，让生态

红利惠及乡里群众。

【新闻深一度】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体制创新和

重大改革举措。从 2015 年底试点开始，

督察已完成对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两轮全覆盖，并对一些部

门和中央企业开展了督察。督察敢于动

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成

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两轮督察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经

济 效 果 、社 会 效 果 和 环 境 效 果 。 截 至

2023年 5月，第一轮督察明确的 3294项整

改任务，总体完成率超过 97%，第二轮督

察明确的 2164项整改任务已完成 6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23 年 11

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全

面启动，正在对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

海 5省生态环境开展新一轮“体检”。

划红线护美丽家园

【基层故事】

今年 57 岁的白玛乔，是西藏林芝市

巴宜区立定村村民，也是雅尼湿地 45 名

管护员之一。

白玛乔守护的雅尼国家湿地公园位

于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处，被划入

了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每天上午 9 点，白玛乔准时带好工

具出发。修补围栏、阻止不文明行为、捡

拾垃圾……白玛乔通常要围着雅尼湿地

走上半天。管护途中，遥远的路程是考

验，顶着风浪划船巡查亦是家常便饭。

随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湿地公园

建设推进，当地曾经的砂石厂关闭了，村

民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

之前这里的村民放牧没有规划，大

量养殖的牛羊造成植被破坏。现在村民

都放下牧鞭，有的从事生态旅游业，有的

发展起藏鸡养殖场、生态果园等产业。

村民每年还能收到国家发放的生态补偿

资金，生活越来越好。

更重要的是，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也提升了。以前牲畜粪便无人打

扫，现在村民们都会收回家中做肥料；以

前村民习惯随手丢垃圾，现在会主动捡

起各种杂物……

雅尼湿地的变迁是西藏落实生态保

护红线制度的一个缩影。

在西藏这片雪域高原，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达到 60.8 万平方公里，全区 50%

以上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零审批零引进“三高”企业和项目。

2016 年至 2022 年，年均为群众提供生态

保护岗位 53.77 万个，累计兑现生态补偿

资金 126.37 亿元。

如今，西藏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99%以上，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 100%，生态优势正不断转

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新闻深一度】

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空间规划的

一条重要控制线，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的一项制度创新。

在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

我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格保护生态

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

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目前，我国

陆域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覆盖重要生态区域。

生态保护红线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城镇开发边界构成的三条控制线，已

成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

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进一步夯

实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记者

王念、张武岳、高敬、田金文、顾小立、王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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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甘肃积石山12月24日电 积

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以来，任务部队官

兵和民兵持续奋战抗震救灾一线，帮助

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以实际行

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加大指挥统

筹力度，精准对接地方需求，力所能及

解决群众困难。12 月 24 日，任务部队

官兵及民兵巡诊 7996 人次，搬运物资

3948 吨。

救灾战场显忠诚。第 76 集团军某

旅抗震救灾任务分队临时党委与甘肃

省积石山县石塬镇肖红坪村党支部开

展联建联创活动，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灾后重建等研

究下一步工作重点。该任务分队选派

20 名党员骨干，与肖红坪村 10 名党员

成立联合突击队，在热食供应、医疗保

障等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为了让受灾群众吃饱穿暖，西宁

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继续为 4 个集中

安置点的受灾群众提供热食保障；组

织人员搭建帐篷，并完成 1500 余件防

寒 服 装 等 物 资 的 搬 运 工 作 。 第 76 集

团军某旅组织 100 余名官兵在积石山

县柳沟乡安置点开展清理废墟、铲冰

除雪、平整路面等工作，组织 110 余名

官 兵 帮 助 受 灾 群 众 将 生 活 物 资 由 帐

篷 搬 至 活 动 板 房 。 武 警 青 海 总 队 海

东支队官兵为受灾群众提供 300 余份

热食。

赤诚为民，倾心守护。第 940 医院

医疗队携带医疗设备，在积石山县大河

家镇陈家村、四堡子村进行巡诊。武警

甘肃总队医院应急医疗救援队继续深

入受灾地区送医送药、开展心理服务。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组织医务人

员在巡诊的同时，对安置点进行防疫消

杀，开展冬季卫生防病宣传。

甘肃省军区积极对接地方政府需

求，组织 900 余名官兵、民兵在积石山

县多地卸载物资。青海省军区组织近

百名官兵、民兵，在民和县中川乡金田

村清理砂涌淤泥、平整受损道路、分发

救灾物资、提供热食保障。

某信息通信旅积极对接任务部队

通信需求，加强通信保障分队值班备

勤 和 通 信 设 备 预 检 维 护 。 西 部 战 区

陆 军 某 旅 持 续 为 上 级 指 挥 机 构 和 救

灾任务部队提供通信保障，保证救灾

指挥现用手段全时畅通，备用手段随

时可用。

据介绍，任务部队官兵及民兵将继

续全力以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帮

助受灾群众尽早重建家园。

（综合记者张磊峰、武诗韬、杨明

月、李蕾，通讯员彭小明、邓栋之、马振、

王建英、曹世凯、钟定航、郭佳兵、石涛、

贾保华、徐利强、郭紫阳、雒丹等来稿）

持续推进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稍坐一会儿，叔叔去给你打温水

洗头。”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团结村便民

理发站，第 76 集团军某旅干部、党员突

击队队长王育龙热情地招呼前来理发

的小男孩。

抵达团结村第一天，该旅组建由 18

名党员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冲在任务最

前线。

相比其他队员，王育龙具有丰富的

抗震救灾经验。2010 年 4 月，当时还是

下士的王育龙跟随部队到玉树抗震救

灾，在一栋栋倒塌的房屋里搜救群众的

场景，至今仍深深印在王育龙的脑海里。

在这支党员突击队中，有一名战士

和王育龙有着“特殊联系”。他叫巴丁

江措，该旅二级上士。

巴丁江措的家乡就在玉树。12 岁

那年，他经历了玉树地震。那晚，是一

名解放军战士帮助他脱险。

自此，巴丁江措产生了从军报国的

梦想。“当时我没有找到那位叔叔，但看

到很多解放军叔叔奋战在我的家乡，我

立志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巴丁江

措说。

来到部队后，巴丁江措刻苦训练、

踏实肯干，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荣

立三等功。平时，巴丁江措还经常主动

帮助战友。

该旅接到抗震救灾命令后，巴丁江

措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我是党员，又

是班长，还经历过地震和灾后重建，我

去了一定能帮上忙！”来到灾区后，他和

党员突击队的战友一起，转移群众、搭

建帐篷、搬运物资、清理废墟，事事冲锋

在前。

得知王育龙曾赴自己的家乡救灾，

巴丁江措感慨地说：“虽然王队长不是

当年救我的那位叔叔，但我非常自豪如

今和他一起并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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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关怀，如春风拂面，滋润心田——

“我们争分夺秒地干，只为保障群

众温暖过夜。”在陈家村安置点，为尽快

解决受灾群众住宿和取暖问题，武警甘

肃总队某支队机动三中队中士孔得轩

冲锋在前，带领全班人员连续奋战，搭

建 30 余顶帐篷。帐篷搭好后，孔得轩

和战友顾不上休息，又忙着帮群众架设

暖炉。

“天这么冷，御寒衣物一定要发到

每名群众手中”“一会儿大家再仔细排

查一遍消防隐患”……在积石山县马家

村村口，积石山县民兵应急连连长魏玉

平仔细交代注意事项，民兵们在寒夜仔

细巡查一顶顶帐篷，确保每名群众都不

受冻。

午夜时分，气温越来越低，临时安

置点里安静有序，受灾群众已经安心

睡下，帐篷内的炉火正旺，暖人身、暖

心房。

心理干预越早，越有助于防止发

生 心 理 问 题 。 武 警 青 海 总 队 医 院 两

名心理专家穿梭在各个帐篷，细心观

察受灾群众情绪，为部分有应激反应

的 群 众 进 行 治 疗 和 疏 导 。 西 宁 联 勤

保障中心派出医疗分队，在提供健康

查 体 、送 医 送 药 等 服 务 的 基 础 上 ，为

有 需 要 的 受 灾 群 众 开 展 一 对 一 心 理

疏导。

一名年轻妇女躲在角落里，因地震

时受到惊吓，紧张情绪迟迟难以缓解。

“妹妹，别怕，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心理专家贾霁凑上前去，和她聊起以往

参加抢险救灾的故事，介绍受助群众现

在的生活，帮助她减轻心理压力。

室外滴水成冰，室内温暖如春。“我

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

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21 日

上午，在积石山县石塬镇肖红坪村一个

临时安置点的帐篷里，数十名孩子在第

76 集团军某旅下士蔡新哲带领下放声

歌唱。

“ 感 谢 解 放 军 建 起 这 个‘ 帐 篷 学

校’，这下我们安心了。”学生家长冯蓉

告诉记者，他们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

灾后重建了。

22 日，大河家镇康吊村安置点，临

夏军分区组织民兵在“帐篷学校”为学

生上“复学第一课”；在大河家镇陈家村

安置点，第 76 集团军某旅联合共青团

临夏州委员会共同打造“童心港湾”，列

兵陈果主动担任音乐教师，为孩子们弹

奏悦耳动听的乐曲，孩子们在积木、拼

图、毛绒玩具的陪伴下度过一个难忘的

冬至……

暖意，如寒夜之火，点燃冬天——

从保家卫国、戍守边防到抗洪抢

险、抗震救灾，哪里有危险，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地震发生

时正值冬夜，低温严寒下，子弟兵用真

心真情赢得灾区群众的赞许。

军绿色的帐篷前，支着 3 口大锅，

锅里白色的饺子不停翻滚……沸腾的

是汤水，温暖的是人心。

22 日傍晚，在积石山县刘集乡小

学安置点，第 76 集团军某旅官兵和受

灾群众一起包饺子、过冬至。“我们手工

剁馅，手工和面，可以包 2000 多个牛肉

萝卜馅饺子。”炊事班班长、二级上士普

爱华告诉记者。

“我们累点没关系，只要群众能吃

上热乎饭。”在一个个临时安置点，任务

部队出动野战炊事车，全天保障受灾群

众热食供应，让大家吃饱吃好。

“我们冷点没关系，只要群众不受

冻。”19 日，某旅官兵冒着零下十几摄

氏度的严寒清理积雪、平整路面，为受

灾群众搭建帐篷、架设暖炉，做好防寒

保暖工作。100 余顶帐篷搭好后，他们

让受灾群众安心入住，自己则在运输车

车厢里凑合躺一躺。

为防止群众煤气中毒，官兵将烟筒

与暖炉连接处用泥封住，将烟筒接口处

用锡纸密闭，并在帐篷内安装一氧化碳

报警器，每隔一段时间就挨个帐篷查看

安全情况。

积石山县石塬镇肖红坪村安置点

外，受灾群众拿起铁锹铲冰除雪、清理

道路，正在执行任务的某旅官兵立即调

派人手上前协助。这条普通的小道，折

射出军民齐心的团结力量。

记者在刘集乡小学安置点，见到战

士巴丁江措。他正和孩子们分享自己

的故事：“我的家乡在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 治 州 ，12 岁 那 年 ，我 经 历 了 玉 树 地

震，是解放军把我和家人从废墟中救了

出来。高中毕业后，我就当了兵。现在

我来到这里帮助你们、保护你们。你们

也不要怕，未来一定会更好的。”

听着他的故事，几名孩子用稚嫩的

童声坚定地说：“长大了，我也要当解放

军，成为可以保护别人的人。”

目前，受灾群众已基本得到安置，

灾后重建正有序展开。西部战区前进

指挥所指挥员介绍，任务部队官兵和民

兵将持续奋战抗震救灾一线，全力推进

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帮助受灾群众尽早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军民同心，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跨 越 凛 冬 ，就 将 迎 来 复 苏 的 春

天 ……

※ ※

图①：12 月 23 日，武警青海总队

官兵在民和县中川乡安置点为受灾群

众供应热食。 曹 展摄

图②：12 月 23 日，在积石山县石

塬镇肖红坪村安置点，“帐篷学校”的

孩子们收到第 76集团军某旅官兵送来

的手套。

本报特约记者 张永进摄

图③：12 月 22 日，武警甘肃总队

机动支队医疗队为积石山县刘集乡肖

家村受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侯崇慧摄

图④：12月 24日，第 76集团军某

旅官兵帮助积石山县石塬镇孙家沟小

学打扫卫生。

杨程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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