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中国 共建共享

一 元 复 始 ，万 象 更

新 。 新 年 的 阳 光 照 耀 大

地 ，在 大 江 南 北 、城 市 乡

村，更清丽的山，更清新的

空气，更清洁的水，让人心

旷神怡。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

〇 二 二 年 新 年 贺 词 中 指

出：“无论是黄河长江‘母

亲河’，还是碧波荡漾的青

海湖、逶迤磅礴的雅鲁藏

布江；无论是南水北调的

世纪工程，还是塞罕坝林

场的‘绿色地图’；无论是

云南大象北上南归，还是

藏羚羊繁衍迁徙……这些

都昭示着，人不负青山，青

山定不负人。”

“十四五”开局之年，

我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用绿色增添经济亮色，

用绿色增添高质量发展成

色。深入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中央生态环

境 保 护 督 察 接 续 压 茬 开

展，落实长江“十年禁渔”，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

工程，持续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生态环境治

理 力 度 继 续 加 大 。 发 布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紧

锣密鼓制定重点领域、重

点行业的实施方案，加快

形 成 碳 达 峰 、碳 中 和“1+
N”政策体系，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结

束，碳达峰、碳中和各项举措扎实推进。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们生活的家园

拥 有 了 更 多 碧 水 蓝 天 。 最 新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

面中，水质优良（一至三类）断面比例为 83.6%，

同 比 上 升 1.7 个 百 分 点 ；劣 五 类 断 面 比 例 为

1.0%，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全国 339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28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9.7%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臭氧、二氧化硫等主要大气污染物的

平均浓度都同比下降。

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

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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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领导干部要加强经济学知

识、科技知识学习，特别是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

文化、敬畏生态，慎重决策、慎重用权。”各地各

部门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

碳发展之路。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须坚定不移持续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准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统筹有序、

系统科学地开展，才能实现既定目标。持之以

恒把降碳作为“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重点

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将以实际行动继续

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应有贡献。

奋进新征程，新年新气象。新发展阶段对

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保持生态文明

建设战略定力，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我们定能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

银山做得更大，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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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黄河长江
“母亲河”，还是碧波
荡漾的青海湖、逶迤
磅礴的雅鲁藏布江；
无论是南水北调的世
纪工程，还是塞罕坝
林场的“绿色地图”；
无论是云南大象北上
南归，还是藏羚羊繁
衍迁徙……这些都昭
示着，人不负青山，青
山定不负人

趁主航道还没结冰，刘冬梅和同事们乘

上采样快艇，向白洋淀深处进发，去国控水

质自动监测站和周边区域采样。数九寒天，

他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仍然感到寒气袭

人。湖边芦苇苍苍，各种鸟儿在栖息、觅食。

刘冬梅是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生态环

境局安新县分局环境监测站站长，1993 年

进入安新县环保局工作以来，已在环保一

线工作了 29 年。守护好“华北明珠”白洋

淀，是她和站里 15 位同事肩负的重任。

2017 年雄安新区设立，新区囊括白洋

淀整个水域，白洋淀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

是新区建设的重点任务。“我们监测站承担

着白洋淀淀区水样的采样、检测任务。”刘

冬梅说，“白洋淀内的国控水质自动监测站

由 5 个增加到 8 个，按照新区要求，8 个国控

点及周边 34 个点位，需要每周一和周四定

期采样检测。”

以前，刘冬梅和同事们每个月去采一

次样，如今，安新县内近 300 平方公里白洋

淀水域，他们每周都要跑两遍。

船到采样点，刘冬梅和同事把采样器

小心翼翼放入水中。“监测都得严格按国家

标准规范进行。采水面下 0.5 米处的水样，

1 个点位一般采 500 到 1000 毫升，然后尽快

送进实验室检测。”刘冬梅说。

环境监测是环保工作的基础。“环保是

拿数据说话的，甭管是查企业还是要反映

生态环境状况，环境监测数据都容不得一

丝马虎。”刘冬梅说，采样、实验室操作都有

一套严格规范，数据测出来多少就是多少。

在刘冬梅看来，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准

确，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作为监测人，首先要

保证监测的真实性，以监测数据促进污染防

治。如果发现问题，那就抓紧治理；环境治理

好了，数据自然而然就漂亮了。”她说。

“这几年，白洋淀水质越来越好，一年

上一个台阶！”刘冬梅倍感振奋。作为一名

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她见证了白洋淀的

巨大变化。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

湖，被誉为“华北明珠”“华北之肾”，但上世

纪 60 年代起，受气候干旱、上游断流等因素

影响，白洋淀干淀现象频发，粗放式发展使

白洋淀遭受污染。雄安新区成立后，在生

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控

源、截污、治河、补水、搬迁等多措并举，白

洋淀恢复了生机活力。

“白洋淀水质 2017 年是劣五类，通过下

大力气治理，2020 年改善为全域四类、局部

三类，2021 年淀区水质达到三类，为 10 年来

最好水平。”刘冬梅如数家珍。

白洋淀的重要湿地功能加快恢复。刘

冬梅欣喜地看到，随着生态环境好转，到白

洋淀“安家落户”的青头潜鸭、黑鹳等珍稀

鸟类越来越多。如今，白洋淀野生鸟类总

量达 230 种，比 5 年前增加了 20 多种。

刘冬梅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

社会各界认可。在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

境网主办的评选活动中，刘冬梅被评为“最

美基层环保人”。“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绝

不让污水流入白洋淀，把白洋淀修复好、保

护好！”刘冬梅坚信，这颗“华北明珠”会变

得越来越亮丽，淀水会越来越清澈。

“最美基层环保人”刘冬梅

用心守护“华北明珠”白洋淀
本报记者 刘 毅

在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重污染天气

应对处处长张昊龙心目中，有两个元旦记

忆犹新。

“一个是 2018 年元旦，一个是 2021 年元

旦。”张昊龙解释，这两个日子分别对应着“大

气十条”以及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任务完成的节点，“年终空气质量数据出来的

时刻，我们感到非常欣慰——任务圆满完成

了，没有辜负人民群众的期盼。”

2021 年 9 月，中宣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

会，邀请生态环境系统 5 位党员代表，围绕

“践行两山理论，建设美丽中国”这一主题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奋斗在打赢蓝天保

卫战第一线的张昊龙是党员代表之一。

污染天气是张昊龙和同事们这些年来

着力破解的难题。“在区域扩散条件转差、

即将出现污染天气的情况下，提前采取应

急减排措施，在污染累积初期就把排放强

度降下去，是应对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张昊龙说，“经过这些年摸索，我们形成了

一套成熟的应对体系：加强空气质量预测

预报；在区域内统一预警标准、开展联防联

控；切实落实应急减排措施。”

精准发力，攻坚克难。“我们不断加强

预测预报能力建设，基本实现 7 至 10 天的

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为决策提供了有力支

撑。下一步，我们还会进一步强化预测预

报能力。”张昊龙说。

污染天气应对涉及工业企业临时停限

产。“以前不管企业环保水平高低，减排措

施没有差异，影响企业治理积极性。”张昊

龙说。他深入调查研究，提出重点行业绩

效分级管控，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采取差

异化减排措施。

张昊龙和同事们召开 60 多次视频会

议，与行业协会、企业充分沟通，得到理解和

支持。现在，绩效分级管控已经在 39个重点

行业实施。从实际效果看，以差异化管控鼓

励“先进”，鞭策“后进”，能够在推动治污减

排的同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确保制定的政策措施落地同样至关重

要。“‘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哪儿，坐在办公

室里是解决不了的。”张昊龙说。为了解决

储 油 库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量 大 的 相 关 问

题，张昊龙在炎炎夏日去储罐现场考察，10
天 爬 了 70 多 个 储 罐 ，终 于 找 到 了 症 结 所

在。2021 年，张昊龙深入一线调研 200 多家

企业。“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他说。

让张昊龙和同事们感到欣慰的是，随

着蓝天保卫战深入开展，在社会各界共同

努力下，全国空气质量显著提升，重污染天

数占比从 2015 年的 2.8%，下降到了 2020 年

的 1.2% 。 2021 年 ，蓝 天 保 卫 战 取 得 新 进

展。1 至 11 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7.6% ，细 颗 粒 物

（PM2.5）平均浓度为 28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9.7%。

“近几年蓝天白云越来越多，这是大家

共同的感受。”张昊龙信心满满，“我相信，

通过不懈努力、久久为功，空气质量一定会

越来越好，人民群众期盼的‘常态蓝’一定

能够实现！”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张昊龙

为拥有更多蓝天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 寇江泽

水杯、干粮、铁锹、记录本……一大早，

岳 定 国 就 准 备 妥 当 ，开 始 了 一 天 的 护 林

巡查。

53 岁的岳定国，是山西省运城市平陆

县 洪 池 乡 南 王 村 生 态 护 林 员 。 他 管 护 着

500 多亩山林，跑遍了辖区每一条山梁、每

一道山沟、每一片林地，对林木种类、面积

等都熟记于心。不论是穿梭在山林里守护

生态安全，还是走村串户宣传森林防火知

识，岳定国都干劲满满，乐在其中。

然而，5 年多前，生活的变故曾几乎压

垮 了 岳 定 国 。 2016 年 ，他 的 妻 子 患 病 离

世。“当时二女儿、儿子都在上学，感觉像天

塌下来一样。”岳定国说。

2016 年 11 月，岳定国被定为建档立卡

贫 困 户 ，当 年 底 被 聘 为 乡 里 的 生 态 护 林

员。“我成了护林员，有固定收入，孩子上学

有政策支持，日子有奔头！”岳定国慢慢放

下思想包袱。他担起家里的农活，种起了

苹果，一年收入达 8 万多元。

岳定国不畏艰苦，积极肯干，乡林业站

把他调整到重点管护区——西岭门片区。

岳定国一年有 300 多天在山上，每巡一遍林

都得 3 个多小时。除了日常的巡护工作，他

还到邻近的村子和群众交流，耐心宣讲护

林公约、森林防火知识。

2021 年 1 月，岳定国在巡护时，发现有

村民在柏树林区放牧。他赶紧上前劝阻，

由于村民不懂政策，离开林区时对岳定国

不停抱怨。巡护结束后，岳定国上门为村

民推心置腹地宣讲法规，最终得到理解。

“每棵树都是刨土洒汗种的，一定要守护

好。”岳定国说。

让岳定国欣慰的是，村民们爱林、护林

的意识越来越强了。在不懈努力下，他管

护的林区从没发生过森林火灾，乱砍滥伐、

放牧牛羊的情况几乎没有了。

与大山、森林朝夕相处，岳定国对山林

有着深厚的感情。每年森林防火特险期，

他都主动要求去最重要的防火点执勤。“现

在山上的野鸡、野兔多了，还能见到红腹锦

鸡，黄河湿地里天鹅也越来越多。”岳定国

十分自豪，“这里面也有我们护林员的一份

功劳。”

成为生态护林员以来，岳定国越干越

起劲。2021 年 3 月，中央宣传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在全国

遴选出 20 名“最美生态护林员”，岳定国获

得这一荣誉称号。

“乡亲们现在生活更好了，精气神也更

足了。新的一年，我要全力以赴把生态护

林员这份工作做好，尽职尽责保护好我们

家门口的绿水青山，为乡村振兴作出自己

的贡献。”岳定国说。

“最美生态护林员”岳定国

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寇江泽

编者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早上拉开窗帘看到蓝天白

云，夜晚抬头仰望繁星闪烁，旅游休闲享受山清水秀……“十四五”开局之年，生态文明建

设持续推进，绿水青山“颜值”更高，神州大地“气质”更好，人们在更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乐

享幸福生活。黄河湿地边的护林人、守护白洋淀水质的环境监测人员、大气环境保护工作

者，最近，本报记者走近生态环保一线的工作人员，倾听他们的心声和新年愿望。

美丽中国，你我共建。在为这些生态环境守护者点赞的同时，我们都应积极行动起

来，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开展绿色行动，以实际行动减少能

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贡献。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2022
年，让我们向着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继续进发！

图①：岳定国（右）在为村民讲解森林防火知识。

人民视觉

图②：刘冬梅在白洋淀淀区采样检测。

人民视觉

图③：张昊龙用红外摄像机查找工厂烟气旁路。

人民视觉

图④：一列动车驶过风景秀美的永定河。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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