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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

辅 相 成 的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推 动 绿 色 低

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 持 续 、更 为 安 全 的 发 展 ，走出一条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

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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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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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意见

的制定实施，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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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保障。

生态保护补偿是指生态保护受益方

以资金、项目、技术等方式，给予生态保护

提供方以补偿。受益方是广大的区域或

不特定的人群时，由政府代表受益方给予

生态保护者以补偿。“十三五”时期以来，

有关部门持续加大对重要生态系统、重点

区域的补偿力度，探索市场化、多元化的

生态保护补偿方式，推动我国建成了世界

范围内受益人口最多、覆盖领域最广、投

入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据统

计，目前我国每年各类生态补偿资金总量

约 1800 亿元，在推动全国生态系统保护、

促 进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等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也应看到，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

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中央财政每年安排

大量生态补偿资金，但部分地区仍存在农

牧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慢、地方保护投入

力度不够等问题。又如，跨行政区域水污

染问题突出，很多地方迫切希望建立补偿

机 制 ，但 上 下 游 地 区 诉 求 不 同 、协 调 困

难。即使在已经建立横向补偿机制的区

域，补偿方式也较为单一，且投入大多以

财政资金为主，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

仍处于破题阶段。充分认识深化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多措并举、

强化落实，才能推动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取

得更多实效。

加快法治建设，夯实法治基础。近年

来，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有

关部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健

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要求，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不少地方也立足自

身实际，制定了许多制度性文件。面向未

来，有必要加快研究制定生态保护补偿条

例，系统总结各领域生态补偿的成熟经

验，将经过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政策制

度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

聚焦重要生态环境要素，明确分类分

级开展。生态环境要素不同，生态补偿类

型也不同，难以采取统一的方式予以推

进。各类型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重点不

同，实践中的具体补偿方式也不尽相同。

应依据不同类型生态补偿的特点，明确有

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职责，按照权责一致、

分类分级的原则，做好各类型、各层级生

态保护补偿政策的衔接配合，努力形成共

同推动生态保护的合力。

发挥“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受偿”的市

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目

前，我国 90%以上的生态补偿资金来自各

级财政资金，尤其是中央财政资金。应建

立完善社会资本投入的市场化机制，引导

生态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同

时，可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重视产业扶

持、技术援助、人才支持等补偿手段，充分

调 动 社 会 各 界 参 与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积

极性。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以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护绿”“增绿”“活绿”，扎

实推进生态文明各项制度建设，我们定能

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

足，努力开创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

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完善生态补偿，共护绿水青山
寇江泽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

不能放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解决好十几亿

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

事。”我们要用心领会落实，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

权，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装更多更好

的中国粮，让“中国饭碗”成色更足。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

发展，是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举措，有利于树立优粮优价导向，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民种粮和地方党政抓

粮“两个积极性”；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实需要；是提

高粮食产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路径。

产业强、粮食安、农民富。要通过实施优质粮食

工程，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增产与提质

并重，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住种子和耕地

两大要害，积极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

接，从而带动粮食种植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粮食生产经营从粗放向集

约的转变，粮食产业发展从链短低效向优质高效的转变，夯实粮食安全基

础。要构建紧密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更好地分享粮食产业增值收益，

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增加种粮群众获得感。

打造优质粮食工程升级版。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乡村产业振

兴，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要抓好“粮头食尾”和“农头工尾”，推动产

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实施优粮优产、优购、优储、优加、优销“五优

联动”，做好粮食绿色仓储、粮食品种品质品牌、粮食质量追溯、粮食机械装备、

粮食应急保障能力、粮食节约减损健康消费“六大提升行动”，促进粮食“产购

储加销”协同联动，推动形成从原粮到成品、产区到销区、田间到餐桌的“大

粮食”“大产业”和“大市场”“大流通”，着力建设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办好中国粮

食交易大会，畅通供需对接渠道，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深化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市场化收

购。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以市、县或者产业链、产业带为单位整体谋划推进优

质粮食工程，促进链条延伸、产业融合。提升粮食收储调控能力，精准安排

政策性粮食销售，保持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加强粮食安全依法治理，贯彻新

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认真落实《反食品浪费法》，着力推动“大国粮

仓”强监管，强化粮食损失浪费全链条管控。

推广典型、示范引领并因地制宜、走深走实。鼓励借鉴安徽阜南经验，

发挥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和产业园区载体作用，实施建链、补链、强链，培

育支持粮食产业集约集聚集群发展。积极推广从仓储环节入手、向两端发

力的浙江湖州经验，全面优化提升，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受益、消费者得实

惠。学习优势产区强化品牌带动、标准引领，深度开发“原字号”的做法，促

进粮食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务锋在全国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次现场

经验交流会上说

（本报记者 杜海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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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工作了多年，经常和社区工作者接触，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像辛勤的蜜

蜂，为了居民的甜蜜生活不停地奔波。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社区工作者是惠民政策的直接落实者。每天走街

串巷，倾听家长里短，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居民关心的难事、杂事、烦心事；不少人

很多时候都需要早出晚归，甚至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平常的日子，他们默

默奉献；危急的关头，他们勇挑重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面对病毒的威胁、

物资的紧缺，社区的党员干部没有任何犹豫，迅速进入状态、坚守岗位，奋战在社

区防控的第一线。从入户摸排到转移患者，从统计情况到筹集物资，他们就像疫

情阴霾里的一束光，照亮邻里，温暖一方。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在

防控过程中，我们身边涌现出了“荆楚最美抗疫家庭”。社区书记宁德兰，骨折还

未痊愈就拄着拐杖投入工作，组织党员干部成立 25个临时支部，对辖区内开展

“地毯式”摸排，动态掌握情况，守牢了社区防线。几个月下来，嗓子喊哑了，脚留

下后遗症，依然无怨无悔。她的丈夫是名民警，也在疫情防控的岗位上忘我付

出、倾情奉献。他们用“小家”守护大家，诠释了为民服务的不懈追求。

对社区工作者来说，岗位平凡，但事业不平凡。不管从事社区服务的时

间是长还是短，他们都把责任扛在肩上。已经到退休年龄的社区书记柯尊

杰，对社区和居民有万分不舍，居民也舍不得她，尽管家人劝她安享晚年，她

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继续为社区工作。她说：“居民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乐

意为他们跑腿！”到社区才两年多的“90 后”梁慧，在为民服务过程中成长为

一名合格的社区工作者，她说：“在社区，没有生搬硬套的方法、没有不劳而

获的捷径，唯有为居民真心、热心服务好，才能踏实。”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从做好老年人餐饮服务，到完善公益性课后托

管，再到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社区里一件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事关幸

福生活的大事。全心全意为民、念兹在兹忧民、贴心交心亲民、诚心诚意敬民、公平公

正惠民，就能换来群众的真心理解和支持，一起为更加美好的生活添砖加瓦。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群众大事小事都在社区。给社区群众当服务员，

不能干巴巴、硬邦邦的，要让群众如沐春风，这是每一个社区工作者必备的素养。用

心用情为群众服务，摸准居民各种需求，及时为他们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更好解

决他们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才能将一个个社区打造成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作者为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州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照亮邻里，温暖一方
舒 毅

河南省林州市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件

国家二级文物——一把 10 厘米长、240 克

重的小铁钩。当年的凌空除险队队员就是

拿着这样的铁钩，为红旗渠修建者保驾护

航。锈迹斑斑的钩面上留有撞击险石的痕

迹，见证着一段改天换地的不朽传奇。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

危险。红旗渠开挖不到 4个月，有人提议不

修了，因为松动的山石不时掉下造成伤

亡。这时，以任羊成为代表的凌空除险队

站了出来。腰间系一根粗绳，别上铁锤，手

持带有除险铁钩的长杆，队员们从悬崖顶

端吊下，凌空来回摆荡，用铁钩把险石一点

点刨去、扒落。因落石坠下躲避不及被砸

断门牙；麻绳磨断坠崖，幸亏挂在树杈上

才捡回条命；长年累月在崖间飞来荡去，腰

部被勒出道道血痕，形成一圈厚厚的疤

……排险英雄任羊成的光荣事迹背后，是

10 万名像他一样的开山者，用双手硬生

生在悬崖峭壁上凿出长达数百里的“人工

天河”。

“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

红旗渠是林州人勒紧裤带创造的奇迹，是

一部太行人写就的英雄史诗。为削平 1250
座山头、凿通 211个隧洞、架设 152座渡槽，

开山者自带工具，自备口粮，风餐露宿，日

夜奋战在巍巍大山中。没有工具自己制，

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抬筐自己编，没有炸

药自己造，粮食不够吃就采野菜、下漳河捞

水草充饥……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林州

人用苦干实干、拼命硬干，将“立下愚公移

山志，决心劈开太行山”的豪迈口号化为现

实，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那种信任

与融洽让人感动。为让渠首拦河坝工程

顺利合龙，500 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跳进激流，臂挽臂、手挽手排起人墙，最终

拦住汹涌河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写就了红旗

渠的奇迹。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面临极端封锁，

驻守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将士，靠一把锄头

一支枪，将“烂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

上世纪 50 年代，10 多万军民以“让高山低

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气概，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建成川藏、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

没有公路的历史；进入新时代，破解星载原

子钟、北斗国产芯片等“不可能”，攻克 160
余项核心关键技术和世界级难题，中国人

终于用上了“自己的导航系统”……不论是

重塑山河还是摆脱贫困，不论是加强民生

保障还是勇攀科技高峰，我们党团结带领

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当绒毡。

高山为我放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当年

红旗渠青年的豪迈与乐观，穿越时空依旧

震撼人心。时光流转，而红旗渠精神正如

汩汩流淌的渠水一般历久弥新，给予我们

前进的动力。

一把铁钩见证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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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时评R

■现场评论R

作为生态文明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保
护补偿制度是落实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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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认识深化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重
要意义，多措并举、强化
落实，才能推动生态保护
补偿工作取得更多实效

■中国道路中国梦R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是
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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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日 的 青 海 湖 ，微 波 涟 漪 ，鱼 鸟 云

集。举目远望，只见水天一色，群山起伏，

宛如一幅油画。实施青海湖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以来，青海湖流域

植被、湿地恢复较好，水体持续增大，水位

恢复至上世纪 60 年代初水平。日益改善

的自然环境，为青海推动高质量发展构

筑起生态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

青海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高寒缺氧，许

多地方干旱少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青

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

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把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放 在 突 出 位 置 ，尊 重 自 然 、顺 应 自

然 、保 护 自 然 ，才 能 筑 牢 国 家 生 态 安 全

屏障，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相统一。

增加发展的“含绿量”就是提升发展

的“含金量”。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如今的

青海湖成了热门景点，环湖地区的农畜产

品也走俏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吃上“旅

游饭”的牧民们，用上了垃圾分类桶、废水

储存池、环保用具等，而回收的生产生活

垃圾由当地政府统一处理。在保护生态

中促进发展、带动民生，在民生改善基础

上更加注重保护生态，无疑是一条共赢

之 路 。 当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融 入 群 众 日 常

生产生活全过程，人们会更加主动地改善

发展条件、转变发展方式，自觉推动绿色

发展。

生态是宝贵资源，应不遗余力呵护。

曾经，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青海

湖出现了湖泊萎缩、草地退化、水土流失

严重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此后，青

海有针对性地实施封育、轮牧、人工种草

和水环境治理等综合性生态保护修复措

施。经过持久治理，青海湖地区的沙地、

裸地、盐碱化土地面积减少了，湿地、草

原、森林等生态功能有所改善。不久前，

青海制定《关于加快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

全 国 乃 至 国 际 生 态 文 明 高 地 的 行 动 方

案》，全方位推动更有力度、更高水平的生

态文明建设。牢牢守住生态红线，加快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等一体化生态修复，就

能换来江河清、山川美，为绿色发展、生态

富民奠定基础。

生态是宝贵财富，应科学审慎利用。

在生态环境相对薄弱地区谋发展，关键是

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在 确 保 生 态 系 统 健 康 的 前 提

下，可以适当、适度地挖掘生态潜力，探

索构建绿色产业链。比如，油菜花海是

门 源 回 族 自 治 县 的 一 张 名 片 ，每 年 夏

天 ，金 灿 灿 的 油 菜 花 绵 延 数 公 里 ，吸 引

不 少 游 客 前 来 观 赏 。 当 地 借 机 发 展 观

光 经 济 、生 态 旅 游 ，以 旅 带 农 、以 旅 助

牧 ，带 动 相 关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仅去年全

年就接待国内游客 150 多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6 亿多元。优良的生态产品、

优质的生态服务，蕴藏着生态价值。精准

利用，科学发展，推动良好生态环境释放

绿色生产力，也将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

指数。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系统推进生

态保护，充分利用生态优势，深入挖掘资

源禀赋，我们定能守护好脚下土地、保护

好头顶蓝天，绘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

得益彰的美丽画卷。

（作者为本报青海分社记者）

好生态为发展添底气
贾丰丰

眼下，湖北省武汉市正在举办 2021
武汉乡村旅游节，重点乡村旅游景区将持

续举办九大特色活动，市文旅局还组织几

十家重点乡村旅游景区，面向本地市民及

全国疫情低风险地区游客派送 80 万张乡

村旅游惠民券。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激发

武汉旅游消费潜力，加快旅游市场恢复。

这正是：

推出特色路线，

发放惠民卡券。

激发旅游活力，

促进经济发展。

曹 一图 燕 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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