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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层层绕山腰，五谷瓜果栽满沟，陕

西省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昔日荒山换

新颜。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掩饰不住丰收

的喜悦：“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山上植

树种草，沟坝种粮栽果，始终守好青山，不断

换来金山！”

高西沟村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几十年

综合治理，林草覆盖率达到 70%，成为黄土

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2021 年 9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高西沟村考察调研，听到

乡亲们讲起村里的变化，总书记赞叹道：“绿

水青山是可以变成金山银山的，你们用实践

证明这条路子是对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提

倡、推动的一条路。”

水是生命之源，土是生存之本，水土保

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支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深入实施山

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

漠化综合治理。”

治理道道沟壑，染绿条条山梁，党的十

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从坡耕地众多的长江上中游，到千沟

万壑的黄土高原，从“有水存不住”的西南石

漠化片区，再到侵蚀沟严重的东北黑土区，

兴修梯田、打坝淤地、固沟保土、恢复植被，

大力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书写了一个又

一个绿色奇迹！

一坡一岭，久久为功。水利部监测结果

显示，我国实现水土流失面积由增到减、强

度由高到低的历史性转变，水土流失面积由

上世纪 80 年代的 367.03 万平方公里减少到

2020 年的 269.27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

的比例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山

青 了 、水 绿 了 ，美 丽 中 国 的 绿 色 底 色 愈 发

鲜明。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昔日‘光头山’，如今‘花果山’。”福建

省长汀县三洲村丰盈美丽生态农场负责人

沈树朝感叹，依靠特色林果产业，去年农场

销售收入超过了 500 万元。

“绿染荒山，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

关怀。”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说。

习近平同志先后 5 次赴长汀调研，走山村，

访农户，摸实情，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指导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30 多年

来，长汀坚持不懈治理水土流失，实现了从

浊 水 光 山 到 绿 水 青 山 ，再 到 金 山 银 山 的

嬗变。

生态问题，考验的正是历史的眼光。对

祖国的山川河湖、一草一木，习近平总书记

有着深厚情怀。早在生态环境脆弱的黄土

地上，青年时代的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

及人类自己。在福建任职期间，他前瞻性地

提出了建设生态省战略构想，在那个“生态

建设”还是新名词的年代，绿色种子悄然扎

根东南沿海。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水土流失问题念兹

在兹。针对水少沙多的黄河，总书记强调，

“要抓好上中游水土流失治理和荒漠化防

治，推进流域综合治理。”针对生态环境形势

严峻的长江，总书记指出，“实施好长江防护

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

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增强水源涵养、水土保

持等生态功能。”针对山多土瘠的贵州，总书记

叮嘱，“科学推进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

文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共识共

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治理水

土流失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

所未有，随着广袤的沙漠出现绿洲，濯濯童

山披上锦裳，茸茸新绿生长绵延，美丽中国

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

坚 持 绿 色 发 展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生。

“人养山，山才养人。”江西省赣州市定

南县白驹村村民胡寿荣感叹，“以前斧头伸

向山，山越秃人越穷。如今种了上千亩脐

橙，山绿了，日子也火了。”

曾被称为“红色沙漠”的赣州，向水土流

失宣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

施蓄水保土、植树增绿，从“向山要树”变成

“爱山护林”，“十三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水

土流失治理面积 3400 多平方公里。

山水蝶变，折射发展理念之变。各地以

绿色发展为引领，保护优先，全面治理，截至

目前全国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43 万平

方公里。

强化生态修复，助力座座荒山换新颜。

“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陕西省志

丹县沟岔纵横，一道道淤地坝拔地而起，“淤

地坝既能拦沙蓄水，又能种树种粮，入黄河

的泥沙明显少了。”县水土保持工作队队长

马世壮介绍。目前陕西省累计建成淤地坝

3.4 万座，拦泥 58 亿吨，年可增产粮食 3 亿

公斤。

黄土高原是最早探索水土流失治理的

地区之一。各地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

打坝修田、整沟治地、恢复植被，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从 78.3%
降低到 36.79%，林草植被覆盖率提高了 40
余个百分点，主色调已由“黄”变“绿”。

荒山披绿、浊水变清，这样的生态治理

传奇，在中华大地不断演绎。水利部数据显

示，全国经过重点治理的区域，控制土壤流

失 90%以上，植被覆盖率提高 30%以上。

保生态富口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湖北省鹤峰县九连山，叠翠云涌。下坪

乡石堡村村民从“砍树人”变成“种树人”，依

托青钱柳、红枫等经济林，实现“种+游”全

产业链发展。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目前全国

水土保持措施年保持土壤能力超过 18 亿

吨。赣南脐橙、定西土豆、陕北苹果……重

点治理区发展了一大批水土保持特色产业，

超过 3000 万人从中受益。水土保持和经济

发展，不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坚持系统治理、科学
治理，走出一条符合我国
国情、符合自然规律的水
保之路

治理水土流失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山

水相连，林草相伴，田土相依，千头万绪，何

处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

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不

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要按照生态系

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

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

平衡的目标。”

坚持系统治理、科学治理，各地区各部

门统筹推进保水土、保安全、保生态，走出了

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符合自然规律的水土流

失治理之路。

综合施策，多措并举解难题。

曾经的山东省五莲县，山是光板山，田

是“三跑田”，治理水土流失是“硬骨头”。破

板岩、填新土、建水源，五莲打响治山治水攻

坚战。“源头在治山，重点是增绿，关键要蓄

水。”县水土保持和水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 陈 洪 刚 说 ，县 里 科 学 种 植 乔 灌 草 ，建 起

6000 多处小型水利设施，让 78 万多亩林海

染绿群山。

长期实践探索，我国形成了一条以小流

域为单元，工程、植物、耕作措施相结合，山

水林田路村综合治理的技术路线。

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治顽疾。

“80 多台套农机全程帮忙，一天就能作

业 500 多亩。”黑龙江省青冈县沃土丰达现

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7000 多亩玉米喜获丰

收，理事长仲维华坦言，“过去雨水冲刷黑

土，大沟连小沟。侵蚀沟治理后，黑土肥，地

块平，农机撒欢跑。”

“根据自然条件、成因表征等，我国水土

流失类型区划分为 8 种，各地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下足绣花功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总工程师曹文洪介绍。目前，黄土高

原、京津冀、东北黑土区、西南石漠化地区等

重 点 区 域 ，水 土 流 失 严 重 状 况 得 到 根 本

扭转。

以防为主，坚决守住生态红线。

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烟波浩

渺。“3000 多亩柑橘林采用绿色种植，泥沙

不下山，咱也为守好‘大水缸’出把力。”湖北

省丹江口市水之源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王杰说。“管住斧头，护住山头，守好

源头”，去年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流失面

积比上年减少 1.29%。

保护水土资源，各地区各部门出台有力

举措，守护好重要水源地、大江大河源头、水

蚀风蚀交错区等重点区域。 2020 年长江、

黄河、淮河等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同比减少

0.6%至 1.34%。

坚持最严格制度、最
严密法治，为可持续发展
提供重要生态支撑

治理水土流失，离不开制度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

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可靠保障。”“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

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水土保持法实施 30年来，各省（区、市）相

继颁布了具体的实施办法或条例，形成了一套

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协调、以水土保持法为

核心、系统完备的水土保持监管制度体系，推

动水土保持工作走上了全面依法防治轨道。

制 度 更 严 格 ，坚 决 对 违 法 违 规 项 目

说不。

一场场执法行动、一张张整改通知、一

份份责任清单……黄河流域开展专项整治，

一年查处 8286 个违法违规项目，有效遏制

人为水土流失。党的十八大以来，水利部门

督促指导 33 万个生产建设项目实施水土流

失防治措施，减少人为新增水土流失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

监管更有力，“天空地人”一体化覆盖。

施工现场，尘土飞扬，无人机稳稳起飞，

画面清晰显示在手机屏幕上。“从靠人看到

靠遥感，从凭经验到靠大数据，单个项目查

处仅需 30 分钟。”浙江省新昌县水利水电局

水土保持服务站站长赵勇介绍。

新技术赋能，提高水土保持监管效率。

目前水利部门初步建立起“卫星遥感+无人

机监控+手机 APP”的监管技术网，实现了

“天空地人”立体化监管。

责任更到位，一任接着一任干。

在距毛乌素沙漠不足 100 公里的山西

省右玉县，70 多年来，21 任县委书记坚持不

懈造林，筑起绿色屏障，守护一方水土，水土

流失治理度由原来不足 0.3%提高到 2020 年

底的 63.63%。

地处西海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

三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

坡耕地改造梯田，水土流失治理度由建县初

的 11.1%提高到了 76.3%，森林覆盖率由 3%
提高到了 27.5%。

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各

地区各部门层层压实责任，全力治理水土流

失，广大群众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凝聚起

治山治水的强大合力。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锚定目标，接

续奋斗，依法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科学

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努力提供更多更优

质的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提供有力支撑。

守护锦绣大地，共筑美好家园。让我们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保持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久久为功开展水土

保持，让绿水青山造福人民泽被子孙，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生态支撑！

我国实现水土流失面积由增到减、强度由高到低的历史性转变

一坡一岭，护好美丽中国鲜明底色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水土保持实践

本报记者 王 浩 顾仲阳 颜 珂

本报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

银行近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1 月份，我

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27 万亿元。截至 11 月末，我国本

外币贷款余额 197.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人民币

贷款余额 191.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7%。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7337 亿元，其中，短期贷

款增加 1517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5821 亿元；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 5679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410 亿

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3417 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1605 亿

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 364 亿元。

在存款方面，11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1.14 万亿

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7308 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

增加 9451 亿元，财政性存款减少 7281 亿元，非银行业

金融机构存款减少 257 亿元。截至 11 月末，本外币存

款余额 237.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人民币存款余

额 231.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据初步统计，2021 年 11 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为 2.6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4786 亿元，比 2019 年同

期多 6204 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

加 1.3 万 亿 元 。 截 至 11 月 末 ，社 会 融 资 规 模 存 量 为

31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

币贷款余额为 19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

在货币供应方面，截至 11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35.6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

同期低 0.2 个和 2.2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63.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增速比上月末高 0.2 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期低 7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8.7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7.2%。当月净投放现金 1348亿元。

11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27 万亿元

本报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

安部了解到：12 月 10 日，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

易登记、“交管 12123”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通

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 4 项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在全国

全面推广应用。

目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已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 为 6300 多万名群众核发电子驾驶证。12
月 10 日当天，390 多万名群众申领到了电子驾驶证。

目前，全国已有 100 多万名车主享受到全面推行二

手 车 异 地 交 易 登 记 改 革 的 实 惠 便 利 。 通 过“ 交 管

12123”APP，全国已网上核发 6 万多个货车通行码。另

外，53 个地市、226 个县对全城 24 小时禁止货车通行政

策进行了调整，全部取消了 24 小时货车全城禁行规定，

有效缓解了货车进城难问题。

据了解，在全国范围内，交通事故当事人可以通过

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 12123”APP
查阅、复制交通事故现场图、勘查笔录、鉴定意见等证

据材料。目前已提供 2 万次查阅服务。

电子驾驶证 10 日起在全国推广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为6300多万名群众核发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

结 2021 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

济形势，部署 2022 年经济工作。

会议期间，部分与会同志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对会议精

神的理解，对各项决策部署的感

悟。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

既举旗定向又谋篇布局，为各地

区各部门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将

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今 年 是 党 和 国 家 历 史 上 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必将是

载入史册的一年。“一年来，我国

经济增速较高、通胀率较低、就

业比较充分、国际收支良好，这

样良好的指标组合在主要经济

体中是唯一的。”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认为，构

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根本在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 面 对 种 种 风 险 挑 战 ，以

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迈出‘十四五’发展坚实的

第一步。”江苏省代省长许昆林

认为，“十四五”开局良好将激励

全国人民走好新征程的每一步，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

“ 通 过 减 税 降 费 ，加 大 对 市

场主体的支持力度，既有助于稳

定就业，也使经济更加活跃，形

成新的财政收入来源。”财政部

部长刘昆表示，今年我国减税降

费力度很大，预计规模达到 1 万

亿元，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实现

较快增长，为各项决策部署落地

见效提供了财力支撑。

四 川 省 委 书 记 彭 清 华 对 记

者表示，一年来，四川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切实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态势，发展动

能不断增强，为实现明年发展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告诉记者，今年贵州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均能实现两位数增长，农民人均收

入增幅也将达到 10%左右，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提升，实现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

盘点 2021 年，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展望 2022 年，挑

战机遇并存，呼唤担当作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与会同志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要求我们胸怀“国之大者”，落实好党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明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作为财政部门，我们要保持财政运行稳健和可持续。”刘昆表

示，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我

们有信心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地，把钱优先花到人民群众最

关心的民生实事上，提高财政支出精准性。同时，也将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确保财政可持续。”

“我们要踏实苦干、开拓进取，通过深化改革激发亿万市场主

体活力，通过开放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通过创新为经济发展增添

新动能，千方百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马建堂表示。

着 力 稳 定 宏 观 经 济 大 盘 ，要 求 我 们 奋 发 有 为 、推 动 高 质 量

发展。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我们要在努力保持‘稳’的基础上，推动

高质量发展、力争‘进’。”谌贻琴表示，贵州将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

发展和安全工作，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

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作为经济大省，江苏将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切实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许昆林表示，明年江苏

将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着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着力

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着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

化建设新篇章。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要求我们善于作为、提高经济工作专

业能力。

“会议强调，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这充分体现

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四川将在明年经济工作

中坚持和运用好这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遵循经济规律、加强统

筹谋划、注重协调推进，推动全省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提质。”彭清

华表示。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与会同志的信心更加坚定。大家纷纷表

示，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只要我们以实

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

位，就一定能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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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10日电 （记者谷业凯）记者近日从国家知识产

权局获悉：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化程度持续提升，

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前，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

在省（区、市）及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已实现全覆盖，服务机构达

到 52 家；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达到 104 家，覆盖率增

长至 33%。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司长王培章介绍，目前，国家知识产

权局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布局建设 101 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

心，实现省级行政区域全覆盖；会同教育部建设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达到 80 家；备案首批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 88
家；全国重要服务网点达到 269 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

性显著提升。

据介绍，全国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各节点和网点单位围

绕区域特点和地方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免费或低成本服务，充分发

挥优质服务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达 30 余万次。

截 至 今 年 11 月 底 ，新 一 代 地 方 专 利 检 索 及 分 析 系 统 累 计 为

2.7 万余个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专利检索服务 51 万次，专利分析 10 万

余次，专利著录项目下载量达 3314 万条，累计自建库数量达 2164 个，

成为社会公众和创新创业主体的得力助手。

地 市 级 综 合 性 知 识 产 权

公共服务机构覆盖率增至33%

（上接第一版）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领

导经济工作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必须有系统思维、科学

谋划。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

际行动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到为党分

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的实际行动上。

明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运用好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谈体会 话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