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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家园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家园
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

交融，城乡鸟语花香，良好生态

环境凝聚着人们对绿色美好生

活的共同向往，也离不开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

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生态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带着购物袋买东西，并且

循环使用；拒绝使用一次性筷

子，尽量少用一次性物品；节约

利用水资源，淘米洗菜的水用

来浇花，洗脸洗衣的水用来冲

厕所；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如今，绿色、低碳、环

保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

越多的人积极行动起来，践行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齐心协力

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

树树成林。我国森林面积和森

林蓄积连续 40 年双增长，离不

开累计 175 亿人次义务植树的

持续参与；全国地表水水质优

良 断 面 比 例 增 至 89.4% ，背 后

是越来越多普通人成为“民间

河长”“生态卫士”……一个人

的力量或许有限，但乘以 14 亿

多人口数，就能为守护绿水青

山汇聚起澎湃力量。

建设美丽中国是我国着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

全局，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 的 期 盼 作 出 的 重 大 战 略 部

署。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

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

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

的关键期。新征程上，我们必

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

力度来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不断提高全社会生态

文明意识，激发起全社会共同

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

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谱写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新篇章。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政府部门应发挥主

导作用。一方面，要强化绿色生活制度保障，完善有利

于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2023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

环境行为规范十条》，引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

和责任。另一方面，要为生活方式绿色化提供物质基

础、创造相应条件。比如，加大对公共交通设施的投资

力度，使公共交通成为安全、便捷、经济的交通方式；完

善生活垃圾处置体系，提升垃圾分类“收转运处”一体

化水平等。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人人可为、处处可

为、时时可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每

个人都是受益者，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从自身做

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比如，践行“光盘行动”，不使用

一次性餐具；随手关灯、节约用纸，选择绿色办公用具；

在日常出行中，主动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共享交通工

具等等。

在上海，居民区和单位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 95%，

垃圾分类注册志愿者人数超过 71 万；在浙江杭州亚运

会期间，绿色出行、线上办事、合理设定空调温度等 60
余种日常低碳行为积攒的能量，可以在线上捐献，助力

“亚运碳中和”；在广东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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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各地区各部门正在将绿色低碳理念

浸润到衣食住行游用等方方面面，努力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

动，鼓励人们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纤纤不绝林薄

成，涓涓不止江河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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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为祖国大地绿

起来、美起来尽一份力，我们将汇聚起生态环境保护的

磅礴力量，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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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论苑R

编者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

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千千万万美丽中国建设者的不懈努力。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

见》，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

行为自觉，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记者走近大气本底观测员、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基层环保宣传员等美丽中国建

设的一线工作者，了解他们多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建设美丽中国的动人故事。让我们齐心

协力，积极行动，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家园。

■■人与自然人与自然R

推动形成人人、
事事、时时、处处崇尚
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
氛围，谱写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图①：青海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站长王剑琼正在

维护自动采集设备。 本报记者 乔 栋摄

图②：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山管

理站站长李建新（右）正在和同事一起巡护。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图③：“最美基层环保人”、浙江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

乡分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周正来（右一）在参加生态环保宣

教活动。 受访者供图

图④：浙江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新建村山头梅花争相

绽放，美如画卷。 胡学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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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日益

提升，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作为一名环保宣传工作者，浙

江省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周正来倍

感振奋。

2007 年从事基层生态环境宣教以来，周正来累计组织宣

传活动 1660 余场次，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近年来，桐

乡市民的生态环境满意度提升幅度居全省第一。2023 年，在

中国环境报社主办的评选活动中，周正来被评为全国“最美基

层环保人”。

安徽籍的周正来当年转业到桐乡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难

题是语言不通，“下乡时，我讲普通话，农村里老人家讲方言，

无法交流。我去找当地同事学，把翘舌音改平舌音，一点点

过关。”

2014 年 ，桐 乡 市 推 行 垃 圾 分 类 ，计 划 建 一 个 垃 圾 焚 烧

站，附近群众有些抵触情绪。“我记得，崇福镇芝村村有一位

冯大爷不理解，质问为什么建垃圾焚烧站污染空气？”周正

来回忆。

一次次沟通，冯大爷的心结逐渐被周正来的诚恳“聊开”

了。“这让我深切感受到，只有诚恳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群众进

行充分沟通，才能取得人们的理解，从而顺利推进环保工作。”

周正来说。

“这些年，桐乡环境越来越美，我开展工作的底气越来越

足。”周正来说，最近去屠甸镇荣星村，村民们说，没人乱丢垃圾，

垃圾分类成为习惯，村里像花园。

2016 年，周正来牵头成立环保公益组织桐乡绿桐田埂队宣

传环保知识，开展环保活动，采取的方式是“同群众聊天、谈心，走

进人们生活，走进人们心里”。

绿桐田埂队经常下乡宣传，到村口敲锣打鼓把人聚起来，

然后搞演出、放电影、放宣传片。7 年多来，绿桐田埂队累计下

乡 820 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21 万余份。“让大家聚起来，在潜

移默化中增强环保意识，效果特别好。”周正来说。

近几年，周正来不断探索新的宣教办法，比如无人机巡河

直播，邀请村民加入直播间等。村民感觉很新鲜，可以在空中

看到河道和自家房前屋后，如果发现垃圾、污染等，就会现场

通知村干部处理。

多年从事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周正来总结出一套基层生

态文明建设宣传的好办法：每年一本系统方案，市镇村一支宣

传队伍，统筹一组宣传平台，编制一套宣传资料等。

“这套办法的核心就是必须和群众密切交流，与群众聊环

保、拉家常。宣传册发放后，要和群众一起聊其中的内容，不是

一发了之。”周正来每年带队下乡近 200 次，将桐乡市 200 个村、

社区几乎都要走一遍。

近年来，桐乡市民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持续提升，从 2017
年浙江省第八十五位，跃升至 2022 年的第十二位，提升幅度居

全省第一。2022 年，桐乡“五水共治”群众幸福感在嘉兴市排

名第一，“无废城市”公众满意度在浙江省排名第三。

“作为一名基层环保宣传员，我将持续当好政府与百姓的

连心桥，努力说群众的话、说群众听得懂的话，让生态环境宣

传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周正来说。

浙江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周正来浙江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周正来

当好生态环保宣传员当好生态环保宣传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顾 春春

从青海省共和县倒淌河镇南行十来公里，便到了瓦里关山

脚下。仰望这座海拔 3816 米的孤山，山顶的监测塔依稀可见。

车往上走，7公里的石子山路绕行 51个急弯，耗时将近 50分钟，才

到达“云端”。

这里是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也是全球海拔最高、欧

亚内陆腹地唯一的全球大气本底观测站，肩负着研究北半球

内陆地区大气成分变化及其环境和气候效应的重任。它有个

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瓦里关大气本底站。山顶的塬面

上，已建成生活区和工作区两栋二层建筑。“这里的氧气含量

不足海平面地区的 70%。氧气虽然少，但绝对是最纯净的。”

站长王剑琼说。

寒冬时节，气温低至零下 10 多摄氏度，日头却照得人睁不

开眼睛。王剑琼戴着一副深色眼镜，来到室外采样点撑起了

采样杆。随后，他弯下腰，在采样箱前手动操作，随着机器运

行，空气源源不断进入采样瓶。王剑琼说：“机器可以实现自

动监测，但是人工操作也必不可少。一是保存当日采样气体，

二是通过人工检测气体来检查仪器是否精准。”

每周，王剑琼和同事们都要定点进行一次户外监测。采

集完样本，王剑琼来到实验室，分析起样本中空气的成分：“我

的工作就是为空气‘体检’，温室气体、气溶胶、反应性气体等

都要检测。”随后，他还要把采样瓶密封打包，寄到位于北京等

地的气象数据中心。

王剑琼带领的团队有 7 个人，2 人一组轮流值班，一次次

采样、分析、对比，记录下波段图上细微的变化。“从 20 年前刚

参加工作时，我就喜欢这里安静的环境，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并且开展科学研究。”王剑琼说。

瓦里关四周杳无人烟，几乎与世隔绝。为了最大程度减

少人为干扰对大气成分的影响，瓦里关本底站周围 10 公里没

有村落，周围 50 公里没有工矿企业，来的每一辆车都要预约登

记……在实验室里，气相色谱温室气体监测系统、温室气体在

线监测分析仪等先进设备，让人眼花缭乱。每天，这里需定时

传送 6 万多条数据，一条都不能遗漏。“这里的大气数据，代表

的是欧亚内陆腹地大气本底状况。”30 年来，瓦里关“出品”的

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线，成为国际气象界赫赫有名的“瓦里关

曲线”。王剑琼和同事们的坚守意义重大。

在“云端”坚守，有时也会遭遇突发情况。两个月前，一

场降雪突袭瓦里关山。半夜，已经睡熟的王剑琼被值班电

话唤醒，“传回北京的数据出现异常！”王剑琼来到实验室，

操作仪器自检一遍，没有发现问题。他又打着探照灯，爬到

了二楼天台上，顶着寒风和大雪一台台排查设备，最后终于

发现一个收集口出现跳闸，导致数据出现异常。问题迅速

得到解决。

王剑琼已在瓦里关坚守 20 年。和刚来时相比，现在条件

已好得多。“刚来时，不适应高海拔环境，整天头痛欲裂，喝的

水是水窖里的存水，每次喝之前得过滤掉表面的尘渣。”王剑

琼说，“现在水电暖一应俱全，屋内还有制氧设备，生活区和工

作区分开，最大程度减少了对精准观测的干扰。”

生活区厨房里，锅灶厨具一应俱全，但为了避免对大气的

污染，本底站内一般不炒菜，王剑琼和同事们吃得最多的是速

冻水饺和泡面。“今年我在山上过春节，自己动手包饺子。”这已

经是王剑琼在瓦里关山上度过的第八个春节了，“继续当好大

气本底观测事业的‘螺丝钉’，精细描绘好‘瓦里关曲线’，就是

我最大的新年愿望。”

青海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观测站站长王剑琼青海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观测站站长王剑琼

精细描绘精细描绘““瓦里关曲线瓦里关曲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乔 栋栋

江西省鄱阳湖南矶湿地，一望无际的芦苇丛随风荡漾，小

船在湖水中缓慢前行。

“停！”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山管理站站

长李建新喊道，“那边是不是有个渔网？”蹚着齐膝深的水，李

建新朝着疑似有渔网的地方走去，果然，是一个废弃的地笼

网，“枯水季节，遗留在深水区的渔网会渐渐露出来。鸟要钻

进去就出不来了。”

长约 8 米的地笼，里面长满了杂草，积满了淤泥，李建新和

同事两个人一起拉都拉不动，只能用剪刀把地笼剪成一截一

截，再收拢带走。

常年在保护区风吹日晒地巡护，不仅让李建新皮肤黝黑

发亮，还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2013 年底，李建新考入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在办公室干了没几个月，他就来到条件最艰苦的

南山站，在南矶湿地从事野外监测巡护工作。

南矶湿地位于东亚至澳大利西亚水鸟迁飞区内，是重要

的水鸟越冬地和中继站。10 年来，李建新一直坚守在这里，保

护候鸟家园，守护候鸟安全。

南矶湿地共设有 3 个保护站，根据各个碟形湖的位置，划

分了 6 条巡护路线，李建新所在的南山站负责其中两条线路，

每周至少外出巡护 5 次。

“湿地路况复杂，很多时候都是汽车、气垫船、步行接力才

能到达，经常一不小心就陷进淤泥里出不来。”李建新说，在湿

地里行走，看着只有几百米远，但走过去可能要几十分钟。

南矶湿地有大大小小的碟形湖 40 多个，每个碟形湖面积

从 4000 亩到 3 万亩不等，是保护区主要的鸟类栖息地，也是李

建新和同事们关注的重点。每次巡护都要检查碟形湖是否有

漏水、缺口，还要根据候鸟习性适时调节水位。“虽然辛苦，但

是值得。”每次在野外，看到鸟儿在天空自在飞翔，是李建新最

开心的时刻。

“这些年，国家非常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再也见不到过

去密密匝匝的捕鸟网，也看不到村民捕鸟。现在，我们的主要

工作是监测和科普。”李建新说。

鄱阳湖是季节性湖泊，南矶湿地在丰水期沉入水底，枯水

期浮出水面，留下湖泊、浅滩和草滩，每年到这里过冬的候鸟

种类繁多，还有许多留鸟在此安家。

“豆雁 53羽，赤颈鸭 5羽，苍鹭 2羽……”早上 8点不到，李建

新就和同事一起，在湖区用望远镜对候鸟和湿地生态情况进行监

测，“早上它们还没出去觅食，水汽也没上来，视线更清晰。”

李建新一边调整望远镜焦距，一边介绍鸟类监测的经验，

“首先用望远镜扫一遍湖面，了解一下鸟群总体情况。然后先

数大的、再数小的，先数少的、再数多的。通过分析这些数据，

了解湿地生态环境变化，及时调整保护策略，调控湿地水位，

为候鸟留存适宜的栖息地。”

“这些年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候鸟越来越多，我们也越干

越有成就感。”李建新说。现在，李建新认识的鸟类已有 50 多

种，常见的鸟如小天鹅、雉鸡、鹤等，他听声音就能分辨出来，

已然成为半个候鸟保护专家。

李建新和同事们的坚守，为鸟类和其他动植物守护好了家

园。南山管理站刚刚进行的越冬水鸟调查发现，南矶湿地越冬

候鸟增至 16 万羽，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东方白鹳等多种

珍稀鸟类，它们聚集在白沙湖、凤尾湖等多个碟形湖内，在水天

之间形成一道美丽的湿地风景，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游玩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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