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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7.5%，我国已成为

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地表水

Ⅰ—Ⅲ类优良水体断面比例达到 84.9%，

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涵盖 8 万个点位的

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已建成，土壤污染

加重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前不久举办

的一场“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我国空气、水环境、土壤环境质

量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关成就鼓舞人心。

这些变化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

动注脚。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

难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

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

要的民生问题。从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到

指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

同样也是为了民生”，再到强调“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聚焦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

要求最迫切的突出环境问题，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深

刻阐明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

政之所要，在乎民心。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集中力量攻克群众身边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显著增进了民生福祉。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下大力气治理水环

境污染，多措并举推动农村环境整治……

推动污染防治的措施之实、力度之大、成效

之显著前所未有。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等

多部法律法规，出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环保垂改、排污许可等制度，全面推行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

究制度……一批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得到

解决。这十年，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

局去年的调查统计，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

的满意度超过了 9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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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

的需要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

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是我

们党的宗旨所在、使命所在、责任所在。要

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

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优美的生态

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把解决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让群众

持续感受到变化、不断增强信心。在福建

三明市将乐县，我国首批林业碳票正式出

炉，生态公益林可折算成碳减排量进行交

易；在浙江杭州市临安区，各镇街自然生态

资源的增减情况通过数字管理平台实现可

视化，落实生态补偿机制有了清晰依据；在

江西抚州市金溪县，创新推出的“古村落金

融贷”引来金融活水，推动古村古建融入生

态文化旅游产业……实践证明，积极拓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建立健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就能让群众共享生

态红利，切实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

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

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应当清醒看到，

过去多年高增长积累的环境问题，具有复

合型、综合性、难度大的特点，解决起来绝

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保持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定力，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

减。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要动员全民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人人、事事、时时

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一个人的力量

或许有限，但只要乘以 14 亿多人口这个基

数，就能迸发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磅礴伟力。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

基础。坚定信念、久久为功，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来谋划和

推动，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定能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

民生活的增长点，让人们在高质量发展中

过上更健康更幸福的高品质生活。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新时代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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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南

考察调研。从了解海洋观测设备与信息

服务系统研发应用情况，到察看沿海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再到听取洋浦经济开发区

总体情况介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为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海洋事

业指明方向。

“现代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不仅是

一个陆地强国，也是一个海洋强国，一个

陆海兼修的现代化强国。”我国作为海洋

大国，海洋事业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状态，

关系国家兴衰安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建设海洋

强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大战略任务，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

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扎实推

进海洋强国建设。海洋生产总值稳步提

升，港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累计建立各

级海洋保护区 270 余处……一份份亮眼

成绩单，见证我国加快由海洋大国迈向海

洋强国的坚实步伐。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

展。进入 21 世纪，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

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

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

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

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经过

多年发展，我国海洋事业总体上进入了

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海洋作为高质

量发展战略要地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

们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

海洋，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

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推动我国海洋强

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要坚持陆海统筹，促

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眼下，海洋经济

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在扩大内

需、破除资源瓶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等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是永续利用海洋资源的基础，我

们必须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保护好海洋

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努

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才能为

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当前，我国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在海洋方向上日趋重合。

不久前，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映照着人民

海军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也宣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

定决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高维护海洋权益

和海洋安全的综合能力。身处经济全球化时代，一片海洋将彼此连通，没

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应对海上安全问题，开展海洋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

手同行。从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到推进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从开展海上渔业合作和资源共同开发到配合国际社会打击各种非法

渔业活动，我国不断为维护国际海洋秩序、增进海洋繁荣福祉贡献智慧与

力量。树立合作共赢理念，广袤海洋必将为人类带来更丰厚的馈赠。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国内首个海上数字智慧应用工程

“海联网”，世界领先的智慧海洋海底无线通信组网……不久前播出的纪

录片《蓝海中国》，翔实介绍海洋领域超级工程和大国重器，折射出我国发

展海洋事业的硬核实力。放眼未来，海洋事业潜力无限、大有可为，必将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支撑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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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的济南皮影，声情并茂的山东快书，精致华丽的楚式漆器

髹饰技艺，简约精美的苗族蜡染和苗绣……不久前，在山东济南召开的

第七届全国非遗博览会上，全国 332 名非遗传承人、284 个非遗项目参

展参演，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非遗技艺、特色表演通过线上线下方式集中

亮相，受到观众青睐。

作为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宝贵的精神

财富，必须传承好保护好。为此，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 22 个省直

部门出台 20 条措施，将开展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全面摸清

分布状况与保护现状，分级、分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一步提

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积极培养传承人，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

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为不让技艺失传，黑陶瓦盆制作技艺非遗传承

人冯纪臣返乡创业，建起黑陶传习所供参观者体验。国家级非遗项目

徐州香包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秀英今年已经 83 岁，仍奋斗在传承保护

前沿，跟着孙女做直播、邀请网友参与设计，坦言“非遗传承有年轻人接

力，我也不用担心了”。在弦歌不辍、思接千载的传承中，传统文化的芬

芳愈加醇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重在融入现代生活、展现当代价

值，涵养文明乡风、凝聚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促进非遗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利用

的关系。在济南市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鲁绣、活字印刷、草柳编、泉水

豆腐等非遗文化和技艺备受欢迎，现场还有非遗传承人的演示和讲

解。为了让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山东将推出一批非遗主题旅游

线路，培育一批非遗旅游体验基地，打造一批非遗研学旅游产品和演艺

作品，建设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景区，用时代精神激发传统非遗新

活力。

促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发挥独特作

用。在山东，有的地方探索“非遗+扶贫车间”模式，依托市场潜力大、

带动作用强的非遗项目，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少地方建设传统工

艺工作站，开设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组织展示展销，鼓励电商平台推介

工坊产品。一位树皮画非遗传承人感慨：“从带动几个人到带动几百

人，从过去几百元到现在几千元的收入，非遗保护传承给大家带来了看

得见的实惠。”

着眼未来，既加强系统性保护，也推进创新性发展，就能让非遗焕

发出强大生命力，为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的精神

支撑。

让非遗绽放更迷人光彩
王 沛

青头潜鸭、红尾水鸲、紫翅椋鸟，珍稀鸟

类在这里栖息；禽类吃虾、白鹭吃鱼、雁鸭吃

水草，生物链条形成良性循环。来到河北雄

安新区，探访白洋淀水域，芦苇青青荷花开、

水鸟翩翩鱼虾跃的景象映入眼帘。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

对维护华北地区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地处大清河流域“九河下

梢 ”的 白 洋 淀 ，曾 遇 到“ 口 渴 ”、污 染 等 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实地考察雄安新区建

设规划时专程前往白洋淀，强调“建设雄安

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谈

到选址考虑时，指出“当时选址在这，就是

考虑要保护白洋淀，而非损害白洋淀。城

与淀应该是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建设好

雄安新区，一项重要工作是加强白洋淀生

态环境治理和保护。

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整体，治理和保护自

然生态要坚持系统思维。白洋淀从“淀干

了，鱼没了”，到如今鱼跃鸟飞，得益于恢复

了水面让水多起来、恢复了水质让水清起

来、恢复了水生态让水活起来。河北省多措

并举、综合施策，一方面制定并落实《白洋淀

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2018—2035年）》

《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另一方

面，从外源上整治工业污染、严禁增量输入，

在内源上治理消除淀中村淀边村存量污染，

调水补水恢复水域面积，植树造林恢复生态功

能。系统推进、一体治理、综合修复，像编织芦苇

席一样，把白洋淀生态保护网织得更加细密。

白洋淀治理和修复，成在淀泊，功在全

流域。为避免出现“九龙治水”“各管一段”

情况，河北专门设立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在全流域设置 61个考核监测断面，

对流域内全部入淀排口及 852家重点监控涉

水企业安装污水在线监控设施。2017年以

来，白洋淀水质逐年改善，2021年淀区及上

游有水入淀河流水质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

标准。事实证明，立足全流域全区域，既有

治标的具体措施，又有治本的长效机制，既

采用“防洪、补水、治污”系统推进，又谋划上

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地表地下、城市乡村

一体化管控，才能在改善生态系统、优化生

态结构中打造优美环境。

雄安新区是“未来之城”，白洋淀是“华

北明珠”，新城与淀泊因水而联、共融共生。

如今走进雄安新区，不仅有碧波荡漾的白洋

淀，还有郁郁葱葱的“千年秀林”，率先启动

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成效显

现。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到划定开

发边界和生态红线；从先植绿、后建城，到一

城活水、水城共融；从不建高楼林立的城市，

到打造疏密有度、绿色低碳、返璞归真的环

境……雄安新区把绿色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在蓝绿交织、清新明亮中建设绿色生

态宜居新城区。以山清水秀做标杆的生态

建设、城市建设，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舒

展美丽新画卷。

“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

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作家孙犁笔下

的荷花淀，令人神往。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

干，就能尽显“中华风范、淀泊风光、创新风

尚”的城市风貌，在燕赵大地上书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作者为本报河北分社记者）

让城与淀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张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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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生态环境作为
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把
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现场评论·新时代的伟大实践⑩R

在第九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各地开

展活动，向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在山东济

南，志愿者们走进革命烈士陵园，为烈士描

碑文，缅怀革命先烈；在四川成都，不少高校

开展“穿越时空寄哀思 红色精神我传承”

主题活动，引导青年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在

江苏连云港灌云县，“人民楷模”王继才烈士

先进事迹碑石长廊正式建成开放，大家在参

观中重温英雄故事……以山为灵，以木为

魂，以石为碑，人们以各种形式追思先烈、致

敬英雄，在铭记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抚

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历史的天

空中，英雄烈士灿若群星，是中华民族闪亮

的精神坐标。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有约

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

战场、祖国建设的热土、保家卫国的一线冲

锋陷阵、抛洒热血，他们为了谋求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牺

牲。万千忠骨，万千热血，他们以灼热的信

仰信念、炽烈的家国情怀，书写了可歌可泣

的壮丽篇章。设立国家纪念日，组织各种形

式的纪念活动，正是为了以国家的名义向他

们致敬，深切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

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

能英雄辈出。”纪念烈士，是为了铭记历史，

也是为了学习传承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

民、无私奉献、敢于牺牲的宝贵精神。不久

前，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

葬仪式在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

88位志愿军英烈在祖国大地安息。伴随着

军号吹奏的《思念曲》，人们回忆起黄继光、

邱少云等英雄功臣，回忆起鏖战长津湖、血

战上甘岭的艰苦卓绝，回忆起“忍饥受冻绝

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的民族血性。

精神的伟力，总能带来心灵的震撼；信仰的

光芒，总能穿越时空的阻隔。英雄烈士的事

迹和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行的强大

力量。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是一座精神的丰

碑；每一次对他们的缅怀，都是一次思想的

洗礼；每一次对他们的致敬，都是一次精神

的传承。近年来，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到对全

国 22万处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进行集中

整修、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再到开展为

烈士寻亲、加强英烈保护，一系列举措让“敬

仰英雄、学习英雄”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全社

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铭

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

牲的伟大理想，深入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

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

围，赓续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才能更好

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

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不

久前，戍边烈士肖思远的弟弟肖荣基追随哥

哥的脚步，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兵。临行前，

他来到哥哥墓前告别：“我在部队也会像你

一样，给家争光，给国争光！”对历史最好的

致敬，是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对英烈最

好的纪念，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新征程上，仍然有新的“雪山”“草地”

等待我们去跨越，有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等待我们去攻克。崇尚英雄、见贤思齐，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

英雄模范那样奋斗，我们必能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跑好属于我们这

代人的这一棒。

追思先烈 致敬英雄
原 石

“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

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这十年，我

国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不断提升城市发

展质量。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4.7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87 平方米。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人居环境显著改

善，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

这正是：

生态建设成果显，

公共服务更健全。

人民城市换新颜，

美好生活在身边。

徐 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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