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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近年来，

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不断增强全民节约

意识，推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反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努力形成全民崇

尚节约的浓厚氛围。

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近 80%，绿色建筑超

1.4 亿平方米；实现公交车、出租车全面纯电

动化，全市上路行驶的新能源汽车超过 50 万

辆；2021 年 PM2.5 平均浓度在 18 微克/立方

米以下，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 9 年跻身全

国前十……广东深圳探索建设低碳城市，努

力破解空间、资源、人口、环境难题。

2021 年，深圳印发实施方案，倡导低碳、

循环、可持续理念。当前，通过各类场景的

打造，深圳的低碳转型与数字经济不断“擦

出火花”，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通过绿

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绿色公益等节

能减碳行为产生的减排量，均可量化转换成

“碳积分”。

近年来，深圳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资源能源利用更加高效，产业

低碳特征更加鲜明，城市生态环境更加优化，

低碳发展环境更加完善。“深圳蓝”“深圳绿”

已经成为低碳节能、绿色发展的城市名片，绿

色发展动能强劲。

节约型机关及垃圾分类示范单位、绿色

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绿色商场、绿色建

筑创建行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

市，通过六大创建行动，绿色低碳观念正被普

及到千家万户，日益深入人心。

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博乐市群众的身边发

生——44 个小区续建改造，增设垃圾分类投

放箱 300 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135 个；135
辆城市公交车辆为清洁能源车；倡导市民乘

公交出行，公交一卡通、移动支付全覆盖……

城市的文明程度日益提升，广大市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厉行节约蔚然成风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近年来，各地

区各部门出台相关文件、开展“光盘行动”，采

取措施大力整治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蔚

然成风。

“吃多少点多少，吃不了就打包”，在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许多餐厅，随

处可见以“文明餐桌”“光盘行动”为主题的提

示牌，服务员也积极引导消费者合理点餐、珍

惜粮食，抵制“爱面子、讲排场、比阔气”的消

费陋习。

乌审旗还将拒绝食品浪费纳入菜单设

计、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将“制止

餐饮浪费、培养节约习惯”纳入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创建和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中。目前，乌审旗已累计制作相

关公益视频 68 条，开展主题宣传实践活动

140 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3.5 万余份。

黑龙江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坚持每天在餐饮单位微信群中，发送“每日一

学”微信，对餐饮单位从业人员进行反食品浪

费法宣传教育。线下，市场监管局指导督促

餐饮单位落实反食品浪费各项措施，包括设

置 小 份 餐 等 不 同 规 格 餐 食 ，提 供 打 包 服 务

等。截至目前，伊春 2604 户餐饮单位已张贴

反食品浪费标语、提示语，2529 户餐饮单位

已建立完善食品采购、贮存、加工等流程相关

制度。

久久为功，节约为荣、浪费可耻的氛围日

益浓厚，节俭用餐、文明用餐成为群众的自觉

行为。

移风易俗深入推进

“乡里乡亲不攀比，餐桌浪费伤不起。大

操大办须抵制，文明新风人欢喜……”9 月 18

日，“节约之星”龚方清在重庆巫溪县尖山镇

为乡亲们传播节约节俭的理念，“像这样的微

宣讲，我已经坚持快 10 年了。”

“‘无事酒’越来越少。”巫溪县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县健全完善村

规民约，杜绝人情攀比，倡导厚养薄葬。巫

溪 县 印 发 文 件 ，持 续 规 范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行

为 ，监 督 、号 召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带 头 勤 俭 持

家。如今，干群齐心移风易俗，乡风文明蔚

然成风。”

为了杜绝浪费，吉林双辽市王奔镇宝山

村在 2019 年建起村民大食堂，服务规范村

民宴请行为。村里明确所有可操办事宜在

村 民 大 食 堂 从 简 操 办 ，每 桌 消 费 标 准 设 定

限额。

“铺张浪费、炫富攀比、天价彩礼、大操大

办等不良习气，不仅农村有，城市也有。”陕西

宝鸡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巩固农

村移风易俗成果的同时，宝鸡将移风易俗工

作进一步向城市拓展，在所有社区建立红白

理事会，明确婚丧嫁娶宴席标准和惩戒性处

罚规定；广泛开展文明新风进万家和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让群众从家庭做起，弘扬

节俭美德，树立文明新风。

目前，各地通过一系列探索，弘扬新风正

气，推进移风易俗，逐步培育起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

多措并举，不断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倡导绿色低碳 弘扬新风正气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显示屏像卷轴一样缓缓打开，

手机屏折叠 10 万次依然能使用，影

像 作 品 在 挡 风 玻 璃 、水 杯 上 播 放

……走进位于河北省固安县的维信

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厅，各类柔

性屏应用场景繁多。

在固安翌光科技有限公司，透明

OLED（有机发光半导体）汽车尾灯

组很是显眼。“OLED光源明亮，但表

面温度却低于 36 摄氏度，接近自然

光。”该公司有关负责人朱航介绍。

以维信诺、翌光科技、京东方为

代 表 ，58 家 新 型 显 示 企 业 云 集 固

安。这个距离北京天安门仅 50公里

的小城，建设了第六代全柔 AMO⁃
LED（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显

示屏生产线，形成了具备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

然而，以前的固安产业基础薄

弱。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

为重大国家战略，为固安的转型发

展带来历史性机遇。

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牛鼻子”，固安发挥区位优势，把北

京“摆不下、离不开、走不远”的功能

作为主攻方向，全面带动产业升级，

做强产业集群，在对接京津、服务京

津中加快发展。

2022 年年初营业的永定城·京

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绝大多数

商户都是去年底从北京大红门迁来。“我们为商户提供拓客引

流、物流配送、居住及子女上学等全方位经营保障服务。”商贸

城副总经理王硕说，目前，商贸城已精准承接 4000 多家北京

服装产业商户整体平移入驻。

商贸城以东不远处，便是河北航天振邦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落户固安后，企业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产业链不断延伸。

“固安在土地、用电等方面对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这里紧邻

北京，靠近市场，也便于吸引人才，我们正把研发团队逐步搬

到固安来。”企业负责人表示。

目前，固安拥有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两大龙头资源，聚集

了 130 余家航天产业上下游企业，形成了航天精密配件、卫星

导航等全链条产业集群。

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做强传统产业存量。固安近年来发

挥自身农业产业优势，围绕京津“菜篮子”产品供给，打造京津

冀地区中央厨房产业基地，吸引京津市民到固安休闲采摘和

观光旅游。

“我们与北京商超和餐饮企业签订供应合同，扩大种植规

模。”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顺斋介绍，今

年合作社将新建 350 亩高端蔬菜大棚。

固安已逐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为主

导，临空服务、文旅康养、都市农业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同时，固安不断加快产城融合，改善城市软硬件设施，产

业与城市相互促进。建设大湖花园天地、幸福港湾和城市生

活广场等商务商业设施，实施道路、河道绿化工程及城区园林

工程，固安近年来不断提升城乡环境。目前，固安县城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为 42.5%，人均公园面积 17.4 平方米，荣膺“国家

园林县城”称号。

“固安将努力打造创新之城、品质之城、生态之城、文明之

城，奋力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固安县委书记付顺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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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县城看发展

10 月 1 日 ，山 东 港 口

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停

泊着多艘大型集装箱船，

港区车来船往，装卸繁忙。

王 华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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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同老村支书和返乡创业村民代表

拉起家常。总书记希望乡亲们坚定走可持续发

展之路，在保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

营，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因地制宜创新开

发经营模式，让绿色家底带来更多民生红利。”潘

春林如今又多了一个身份——余村乡宿联盟主

席，“我们整合 40 多家农家乐和民宿，统一管理

标准、品牌化运营，带动周边村镇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坚定

践行这一重要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把该减的减下来、该退的退出来、该

治理的治理到位，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越

来越多的田园风光变成摇钱树、秀美乡村化身聚

宝盆。

天鹅振翅，栩栩如生，镜头拉近，竟由上千片

鱼鳞裁剪拼接而成——下午 3 点，黑龙江省同江

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村民王海珠准时上线，开

始直播鱼皮画制作，“赫哲族老手艺发扬光大，助

力蹚出致富新路子。”

“我们赫哲人世代以渔猎为生。”王海珠说，

“10 多年前，由于过度捕捞和江水污染，‘船儿满

江’再难换来‘鱼儿满舱’。”

八岔岛上，退耕还林还湿；黑龙江畔，收网禁

渔……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

生态环境的增长模式，八岔村嬗变喜人。“随着江

水变清、鱼儿增多，大家伙儿也靠乡村旅游和特

色种养找到发展新路。”王海珠说话间翻手镂刻

出鱼皮花瓣，惟妙惟肖，“没有好生态，哪有如今

的好生活？”

近 5 年，八岔赫哲族乡累计接待游客 6 万人

次，带动赫哲族群众人均增收千元以上。

从东北平原到岭南大地，从鱼米之乡到塞上

江南，各地擦亮农业“绿色”底色，不断激发乡村

发展新动能。

海兰江畔，沃野千顷，数万亩水稻进入蜡熟

期，勾勒出一幅丰收在望的斑斓画卷。这里是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

与光东有机大米合作社负责人金君一起踱

步田间，他不时抬手介绍，“这是气象仪，那是监

视器，前面看着像节能灯的，其实是杀虫灯。”

“以前大伙儿求高产，种地狠施肥、猛打药，

造 成 土 壤 板 结 、作 物 免 疫 力 变 差 ，大 米 品 质 不

高。”近年来，金君带领乡亲们走上一条绿色农业

发展之路，“底肥施用有机肥，除虫除草则靠稻田

养鸭养蟹，全村 2500 多亩水田全部取得有机或

绿色认证。”

化肥农药减少，农田生态变好。灌渠里鱼虾

嬉戏，时见鹳、鹭栖落觅食。金君还注册了有机

大米品牌，带动全村大米每斤均价从 3 元提高到

7 元。

放眼全国，这些年，化肥农药利用率均超过

40%，使用量连续多年负增长；全国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达到 76%，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7%以

上，农膜回收率超过 80%……各地以钉钉子精神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生态环境持续好

转，农业绿色发展进展明显。

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

一场透雨过后，69 岁的张国利提篮上山，松

蘑、肉蘑、小灰蘑……半天工夫不到，便装满了篮

子。下山后，支起方桌，摆开摊位，没多会儿，蘑

菇就被游客抢购一空。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

山村，秋季“采山”已成为当地群众一项重要收入

来源。“别看我和老伴年纪大，但手勤脚快，一个

秋季能赚 2 万多元。”虽然年近七十，张国利一点

都不服老。

曾经的马鞍山村，可不是这般绿富同兴模

样。“村民煮饭取暖主要靠砍树，再加上过度放

牧，山上光秃秃一片，春天起沙尘，夏季发洪水。”

张国利回忆。

“越砍越穷”的马鞍山村民逐渐意识到，护林

养山才是长久之计。

植树造林、封山禁牧、抚育管护……从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马鞍山区域持续推进生态保

护和修复，森林覆盖率由当初的不足 40%提高到

现在的 98%以上。“我家 9 亩坡耕地，只留一亩种

点杂粮，剩下全部栽上落叶松和山葡萄，既涵养

水土，又有经济收入。”张国利说。

“尤其是近 10 年来，村里共实施封山育林

3000 亩、人工造林 1000 亩，还聘用生态公益护林

员 ，加 大 管 护 力 度 ，山 沟 沟 里 闯 进 不 少 野 生 动

物。”马鞍山村党总支书记刘叶阳介绍，如今山葡

萄种植加工和乡村旅游成为村里两大主导产业，

2021 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9 万元。

嬗 变 的 不 只 是 马 鞍 山 村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调，要健全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

巩固退牧还草、退耕还林成果，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各地各部门以

系统治理的理念、科学保护的举措，加强乡村生

态保护与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生机

勃勃。

三峡大坝上游 10 多公里处，坐落着湖北省

宜昌市夷陵区韩家湾村。农家小院里，58 岁的

韩 裕 华 和 妻 子 望 运 凤 正 麻 利 地 剥 着 花 生 ，“ 三

峡 大 坝 蓄 水 后 ，我 们 搬 到 了 这 里 ，开 始 以 捕 鱼

为生。”

“以前，因为过度捕捞和网箱养鱼污染水体，

鱼儿越捕越少、越捕越小。”2021 年 1 月 1 日起，长

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韩裕华和其

他渔民一道，领取退捕补偿后“洗脚上岸”，开办

农家乐，“在政府扶持下，我们把老房子重新装

修，一楼餐饮，二楼和三楼改造出 5 间客房，收入

让我惊喜。”

忙中偷闲，韩裕华时常会到江边转转，干净

澄澈的江面令他十分舒心，“过去江上有很多渔

船，江边密密麻麻都是丝网。现在水变清了，每

年 4、5 月鱼儿产卵的季节，在岸边就能看到密密

麻麻的鱼群。”

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包括韩裕华夫妇

在内，共有 11.1 万艘渔船、23.1 万名渔民退捕上

岸，万里长江得以休养生息，长江生物资源状况

逐步好转。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另一主战场——黄河流

域，各省区着力抓好农业深度节水控水，因水施

种，农业用水效率提上去、总量省出来。

“看，好多果子都透着红色哩！”初秋时节，走

进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村民

高锦仁站在山坡果园里，喜笑颜开。顺着他手指

的方向望去，拳头大小的苹果挂满枝头，青红相

间，煞是好看。

“水管饱，果型好，收成肯定不赖。”今年村

里更新了灌溉设施，漫步高锦仁家的 10 亩苹果

园 ，水 管 错 落 排 列 ，可 把 水 送 到 每 棵 果 树 根 系

附近。

高西沟村现有果园 1000 余亩，是村民重要

的经济来源。今年以来，村里实施高效旱作节水

农业项目，采用“沟道坝蓄水+光伏发电提水+土

工膜窖高位储水+膜下滴灌补水”的集雨补灌技

术，实施节水灌溉 1207 亩。

严格保护水资源，加快修复水生态，大力治

理水污染……这些年，河湖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

变，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越来越多的流

域重现生机，越来越多的河湖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湖。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栈道弯弯，通向荷塘中间古朴的凉亭；莲叶

铺满水面，随风轻舞，露出水中嬉戏的鱼儿……

荷香、水净、天蓝，是如今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榆

树街道曾家村的真实写照。

“这座荷塘其实是村里的污水处理站。”荷塘

对面，一家民宿生意兴隆，女主人李玉娥讲起变

化：这里本是个臭水坑，夏季蚊虫滋生，气味难

闻，家里窗户都不敢开；2016 年建成了污水处理

站，村民改厕，当年她家就开起村里第一家民宿，

年收入一下多了 5 万元。

“以前污水直排坑塘，垃圾随意堆放，路上尘

土飞扬，大伙儿牢骚不少。”村党支部书记罗庆玉

在一旁搭话，“多亏有了好政策，这几年我们修路

改厕、栽树种花，建起污水管网和垃圾转运站，人

居环境提升，村民幸福满满。”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2018 年 5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

“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实现全国

行政村环境整治全覆盖，基本解决农村的垃圾、

污水、厕所问题，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

语花香田园风光。”

2018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部署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真抓实干，农村人居环

境明显改善。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超过 70%，生活垃圾统一收处的自然村比例

保持在九成以上。

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37 栋危

旧房屋维修加固，完成照明、饮水、排污等基础设

施建设，新建公厕、停车场等旅游配套设施……

昔日偏僻山村旧貌换新颜，成了“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0 年来，全国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

动，各地区立足实际打造了 5 万多个美丽宜居典

型示范村庄。

让村庄美丽宜居、提升农民生活品质，既要

补齐短板，也要留住乡愁——

在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67
岁 的 牟 光 祥 日 前 完 成 住 房 改 造 ，但 新 家 不

“新”——小青瓦、穿斗枋，转角楼、雕花窗，典型

的老式黔北民居。“住了一辈子，舍不得拆，修旧

如旧，心里舒坦。”

“我们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不搞大拆大建，而

是有取有舍：取的是黔北民居特色，留住乡愁；舍

的是破坏村貌的私搭乱建。”花茂村村委会副主

任王野说，如今村子就是景区，浓浓的乡愁叫人

流连忘返。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关键要建管并重、

长效运行——

走进江西省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白墙黛

瓦、风景如画，绿树成荫、流水潺潺。

村中一株古樟树下的公示板上，张贴着村规

民约，“加强村容村貌整治”赫然在列。一旁则是

一张“红黑榜”。“去年底，一户村民因为院内脏

乱，上了‘黑榜’，老表们一起帮他家清理收拾，很

快就整改到位。”村党总支书记刘连云说。

“以前村里的垃圾堆，每隔两三个月才运到

县里集中处理。”刘连云介绍，如今全村在 18 个

点位安放垃圾桶，实行垃圾分类，13 名保洁员做

到常态化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村庄

越来越干净。

村庄变美，今年 73 岁的村民孙观发在家里

腾出 4 间客房办起了民宿，“孙观发家”4 个大字

就贴在家门口，分外显眼。“如今农村的日子真叫

美！”孙观发爽朗一笑。

（本报记者祝大伟、窦瀚洋、周欢、翟钦奇、高

炳、范昊天、张艺开、苏滨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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