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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7日电 （记者顾仲阳、寇江泽）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 17 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启动全国打

击毁林专项行动，对 2013 年以来毁林问题进行全面清

理排查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毁林违法犯罪行为，进一

步维护森林资源管理秩序，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水平。

专项行动于 3 月至 12 月集中开展，全面清查非法

侵占林地、毁林开垦、滥砍盗伐林木、违规调整和破坏

国家级公益林等问题；重点排查生态区位重要、涉案林

地林木数量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恶劣的案件；全面梳

理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涉林政策，坚决纠正违

法违规情形。

会议要求，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将专项行动和

森林督查有机结合起来，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国有林场等生态区位重要、敏感、脆弱地

区作为重点排查区域，联合自然资源、公检法等部门

力量，组织联合查处，全力推动问题整改，确保专项

行动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各地要通过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林业

治理现代化水平。涉嫌犯罪的必须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不得以罚代刑。积极稳妥处理历史遗

留问题，避免简单化、“一刀切”。主动向各级林长汇

报，将专项行动作为 2021 年各级林长工作的重要内

容。国家林草局将按照《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

见》，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查处整改成效作为林长制

督导考核的重要内容。

全国打击毁林专项行动启动
生态敏感脆弱等地区为排查重点

本报上海 3月 17日电 （记者田泓）第四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技术装备展区节能环保专区更名为能源

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以“低碳发展，绿色复苏”为主

题，并进一步优化展区功能，丰富题材内涵。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刘福学表示，能源低碳

及环保技术专区的设立，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进博会专业

平台效应，聚集全球优势资源，为我国能源与环保企业

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进我国能源低碳转型升级。

专区目前已经有超 11000 平方米展览面积，吸纳近 50 家

知名参展企业，后续将继续扩大规模，优化专区结构。

第四届进博会新设

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

本报昆明 3 月 17 日电 （记者杨文明、李

茂颖）“十三五”期间，云南省累计完成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投资 118.68 亿元，巩固提

升了 1963.1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80.5 万。

据介绍，现行标准下，云南省存在饮水安

全问题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饮水

安全有保障。5 年来，云南省水利厅联合省扶

贫办精准识别存在饮水安全问题的 24153 户

99453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并实行动态管理；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优先解决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逐村开展饮水

安全达标评价工作。

据悉，云南省持续推进农村饮水解困工

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截至 2020 年底，云南省共建成农村供

水工程 73.65 万处，解决了 3681.08 万农村居民

的饮水问题。

本报西安 3 月 17 日电 （记者原韬雄）记

者从陕西省水利厅获悉：今年陕西省将继续加

强农村供水设施建设，120 万农村人口饮水条

件将得到改善提升。

今年，陕西将重点解决农村供水水源不稳

定、水质达标率低、设施老化等短板弱项。提

升城乡供水四级回访机制效能，加强饮水安全

动态监测，落实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同时开展

城乡供水融合发展和规模化工程建设，突出稳

定水源工程、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和小型集中

供水工程规范化改造，促进城市、县城和农村

供水联动协调发展，启动省级城乡供水信息管

理系统和省市水质检测中心建设。

在资金保障方面，陕西安排省级水利发

展资金，鼓励和引导各地对建设标准偏低、供

水保障能力不高的小型供水工程进行规范化

改造。同时，利用地方专项债券和金融政策

拓宽融资渠道，推进稳定水源和城乡供水一

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项目建设，着力实现农

村供水高质量发展。

加强农村饮水工作

云南五年提升1900多万人饮水安全
陕西今年将重点解决相关短板弱项

本报武汉 3月 17日电 （记者吴君）近日，湖北省

水利厅召开水利系统省、市、县三级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视频会议，要求各地开展险情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打好防汛抗旱的“主动战”。

今年 5 月 1 日，湖北将正式进入汛期。湖北省水利

厅相关负责人强调，各地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管今

年气象年景如何，都要把“无汛当做有汛来备、小汛当

做大汛来防。”

会议强调，各地要做好巡堤查险、人员转移等各类

预案，更新防汛抗旱物资，组织开展水旱灾害防御技术

培训和实战演练等；各地要认真组织汛前检查，及时消

除工程设施安全隐患，要加强水文监测预警，建立完善

汛情旱情预警发布机制，科学确立预警阈值。

湖北加强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同时开展险情隐患排查整治

在银川南端、贺兰山东麓，有一个被誉为东西部

扶贫协作样板的小镇——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

镇。经过 20 多年的不懈奋斗，最初 8000 多人的闽宁

村发展成 6.6 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移民之初的 500 元跃升到 2020 年的 14961 元……

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经济

繁荣、百姓富裕的“金沙滩”。

喝上黄河水、种上防护
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刚来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荒滩，最大的问题

是喝水。”作为闽宁镇的第一代移民，57 岁的王升回

忆起刚来时的情形说。

1991 年 3 月，27 岁的王升被调动到西吉县玉泉

营吊庄建设办公室。1997 年，闽宁村正式开建后，

王升负责闽宁村农业灌溉和人畜饮水供水管理工

作。“我们在村里打下机井，建起水塔，下面接上水龙

头，这样就弄成了活水，比蓄水池要干净很多。后来

建设了一级、二级、三级扬水工程，黄河水浇上了闽

宁村的庄稼。”王升说。

在位于闽宁镇原隆村的永宁县南部水厂，王升

告诉记者：“这座水厂建成快 10 年了，水厂建成后，

实现了对水质的动态监控，水体净化也更加科学，确

保乡亲们喝上了甜水、健康水。”

闽宁镇地处荒滩，土壤中石头多，耕作难度大，

但矿物质含量也高，加上昼夜温差大，专家论证后，

认为非常适合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生长。如今，葡萄

酒产业已成为闽宁镇的龙头产业之一。

2011 年，位于原隆村的立兰酒庄开始建设，并

于 2014 年投入使用。“种植酿酒葡萄，必须对原来的

土地进行整治。在立兰酒庄建设过程中，我们挖 70
厘米左右深的土沟，然后填充有机肥，这样长出来的

葡萄品质好，酿出来的酒也好。”刘丽说。2013 年因

生态移民政策来到原隆村定居的刘丽，现已担任立

兰酒庄的车间主管，年收入 6 万元左右。

“酒庄目前长期雇用 52 名村民，其中 44 名曾经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的农忙时节还就近招工人

做工，人均工资在每天 100 元以上。酒庄每年还向

移民群众支付土地流转费 200 多万元。”酒庄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立兰酒庄流转原隆村村民土地 2400
亩，用来种植酿酒葡萄，现年产销葡萄酒近 70 万瓶。

此外，闽宁镇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农田林网、镇

村绿化、环境整治等工程，对产业发展、村庄建设、生

态保护等进行了统筹规划。

生态环境改善、农产品质
量提升，乡亲们钱包越来越鼓

一代代西海固移民来到闽宁镇，如何让他们稳

步就业，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促共赢？

“虽然我叫海燕，但我以前没有见过海，也没坐

过飞机，直到跟着同事去福建出差跑市场，才第一次

见到了大海、第一次坐上飞机，像燕子一样飞了起

来。”从固原市原州区生态移民搬迁到原隆村的海燕

笑了起来。如今，直播带货平台让曾经围着锅台转

的她变身为带货主播。

“刚开始进车间工作时我特别紧张，挂在嘴边的

总是‘我不会’‘我不敢’，在大家的鼓励下我越来越

自信，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在直播间带货啦。”海燕

说，“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在 2400 元左右，遇到销售旺

季还能拿到补贴和奖金。”

随着闽宁镇生态环境改善，枸杞、决明子等优质

农产品的供应数量和质量快速提升。海燕所说的

“车间”，就是位于原隆村的闽宁禾美电商扶贫车间，

于 2019 年 8 月投入使用。“闽宁禾美”作为永宁县消

费公共品牌，借助新媒体平台重点推介枸杞、红枣、

葡萄酒等当地优质产品，年营业收入已过千万元。

目前该车间雇用工人 56 名，其中绝大多数曾经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

28 岁的海燕有两个孩子，家中还有听力不佳的

母亲需要照料。“从家走路到车间上班不到 5 分钟，

这份工作既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有了收入，也方便

我照顾家人，现在的日子越过越美。”她说。

在禾美电商扶贫车间，新的厂房正拔地而起。

“闽宁是个好地方，生态改善明显，农产品品质很

高。我们目前探索出了电商、消费、产业扶贫的路

子，在福建也开设了直营店，实现供需双向对接。”禾

美负责人何伟洁说。

聚焦生态宜居、发展生态
旅游，建设美丽乡村

随着电视剧《山海情》的热播，闽宁镇的发展历

史、干部群众自立自强的精神面貌为更多人所了

解。如今，当地生态旅游日益红火，位于原隆村的红

树莓扶贫生态产业园内，游客络绎不绝。

“我们将推进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业与现代观光

农业相结合，形成‘自然—生产—有机—休闲—康

乐’生态休闲景观综合体。”生态产业园负责人车秀

珍向记者介绍，“产业园惠及原隆村 761 户村民，户

均每年增收 1500 元。农民实现就近就业，每年采摘

期可解决 600 余人次就业。”

“十三五”期间，闽宁镇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实施村容村貌提升、改水改厕、美丽庭院等工程，全

镇 新 增 绿 化 面 积 11270 亩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率 达 到

8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不断推进从

传统的分散式家庭养殖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的集

中养殖模式转变。同时，自来水入户率超过 98%，符

合安全饮水标准。

“文化生态旅游方面，我们计划打造以自驾、采

摘、赏鉴为主题的一日游精品线路，每年组织开展贺

兰山越野挑战赛、闽宁红酒文化跑等多项越野体育

赛事，逐步将闽宁镇打造成为我们贺兰山下的旅游

体育示范基地。”闽宁镇党委书记张文说。

“今后 5 年，我们将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推进闽宁协作示范区建设，进一步提升闽宁

镇东西部协作的标杆引领作用。”张文表示，“闽宁镇

将继续聚焦生态宜居，补短板、美环境，建设贺兰山

东麓美丽乡村。”

图①：闽宁镇昔日的荒漠变成了绿洲。

图②：闽宁镇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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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需要
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改善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

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发展电
商带货、乡村旅游，宁夏银川市
永宁县闽宁镇将昔日的“干沙
滩”变成了“金沙滩”，并成为东
西部扶贫协作的样板。

本报南宁 3月 17日电 （记者李纵）17 日，由中国

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越南高平重庆长

臂猿自然保护区联合主办的 2021 年中越生物多样性

跨境联合保护交流会在广西靖西市举行，两个保护区

洽商建立跨境联合技术指导委员会，以更好保护东黑

冠长臂猿及其栖息地。据介绍，这两个保护区山水相

连，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东黑冠长臂猿在全球的

唯一家园。东黑冠长臂猿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2002
年才又被重新发现，目前整个种群仅存 130 多只。为有

效保护东黑冠长臂猿及其栖息地，2011 年，两个保护区

签署合作备忘录，积极开展跨边界合作保护活动。

10 年来，双方以保护东黑冠长臂猿为共同目标，

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执法等活动，保护了跨境东黑冠

长臂猿栖息地的完整性，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逐渐

增长。调查数据显示，广西邦亮长臂猿自然保护区内

的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已从 2009 年保护区初建时

的 3 群 19 只增至目前的 5 群 31 只。

联合保护有成效

东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逐步增长

■■会后探落实会后探落实
生态优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R

本报太原 3月 17日电 （记者郑洋洋）记者从山西

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十四五”期间，山西将按照“两

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布局，规划营造林 2000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26%。

多年来，山西通过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抢救性

保护修复生态，以右玉为代表的许多地区从“不毛之

地”到“塞上绿洲”，实现了由缺林少绿到景色宜人的

历 史 巨 变 。 山 西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的

2.4% 提 高 到 2019 年 底 的 23.18% ，森 林 面 积 增 长 了

4899 万亩。

“十四五”期间

山西将完成营造林2000万亩

①①

②②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