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2022年3月10日 星期四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习近平

两会聚焦

绿色发展，为美丽中国添华彩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朱金宜

谁来养活中国，答案只有一个谁来养活中国，答案只有一个

两会观察两会观察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地级及以上
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下降9.1%；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第一批国家公园
正式设立；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过去一
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蹄疾步稳，踏石留印。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称赞，愈加广阔
的蓝天、碧水、净土，令人幸福感十足。

新的一年，如何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如何继续走好绿色发展道路？代表委员们踊跃
献策，期待为美丽中国的画卷再添华彩。

污染防治筑牢底线

环境污染不仅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更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只有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解决好大气污染、黑臭水体等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才能为高质量发
展厚植生态底色。

“当年人们评价村里的生活，是‘住着别墅吸
石灰，开着小车闻臭气’！”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
武安市淑村镇白沙村党委书记侯二河回忆起以
前的情况，感慨良多。石子厂、焦化厂虽然让村里
富起来了，但也使村民饱受污染之苦。如今，白沙
村在废弃矿山原址上建起绿色环保的高活性氧
化钙生产线，将村庄周边的千亩荒山用覆膜技术
进行了绿化。昔日烟尘弥漫的白沙村，又恢复了
清丽的模样。

洪湖，既是盛产鱼米的湖北第一大湖，又
是荆楚大地的重要生态屏障，还肩负着长江中
下游防洪安全的重要责任。“近年来，湖北持续
开展洪湖流域‘五水共治’碧水行动，积极推
进流域‘清河渠’‘除黑臭’‘截污水’‘重修
复’。”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
书记、厅长吕文艳表示，洪湖作为重要的粮
油、畜禽及水产品生产基地，农业农村面源污
染治理工作至关重要，湖北将继续加大对流域
内生态农业、清洁农业、现代化农业的推广和
扶持力度。

“当前，农村供水安全尚不能完全得到保
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态水系遭受破
坏或污染。”全国政协委员、湖南供销合作社原
巡视员李云才建议，加强智慧水利建设，建立
优质高效的乡村供水保障体系和长效管理机
制，有效防治农村地下水污染，加强水源生态
区保护，涵养和充分利用优质水源。

系统保护稳定生态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
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因此，保护生态需要有系
统思维，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2021年，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

南热带雨林、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中国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入
了新阶段。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看来，国家公
园里的当地居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
有显著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农耕
文化，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多样性特征，且大多
具有生态环境保护、资源持续利用的生态文化
内涵，是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建设中不可忽
视的重要方面。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保护与
治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长江生物多样性
退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长江江豚旗舰物种
的出现频率增加。”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长
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仲志余建议，要完善
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强化水文、水质、
水生态协同监测，建立健全水生态环境监测信
息平台与共享机制，定期开展流域江河湖泊
水生态健康评价，发布健康报告，强化公众
监督。

作为中国首部针对特定流域保护的全国性
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已有一年。全国政
协委员、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告
诉记者：“重庆法院发布非法捕捞犯罪量刑指
引，出台服务保障‘十年禁渔’10条意见，将
长江保护法落到司法实处，加强长江经济带和
成渝地区环境资源司法协作，设立跨域巡回法
庭，共建跨省司法协作生态保护基地，为加快
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提供了司法服务和保障。”

江畔海湾，湿地相连。作为重要的“储碳
库”和“吸碳器”，湿地保护的生态意义不容小
觑。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局
长蒋和生建议，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建设力
度，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等项目资金来源、资
金使用范围，不断提高红树林造林设计及施工
专业性，强化重点海湾系统治理和滨海湿地系
统保护修复，抓好抓实湿地保护和恢复。

绿色低碳渐成风尚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深入人心，“双碳”目标清晰指引着减污降碳的
步伐。两会上围绕“绿色转型”“低碳发展”等
热词展开的讨论越来越多，代表委员们围绕产
业转型、生态经济和碳排放、碳交易机制等方
面积极建言献策。

钢铁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
业，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领域。吕文艳

代 表 建 议
进一步优化钢
铁产业布局，全面推
进厂区能源智能优化系
统建设，通过精细化管理
为节能降碳赋能，同时，积
极研发低碳冶炼新工艺，加强
对氢能冶炼、非高炉炼铁以及碳
捕获、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冶炼技术
的研发应用力度。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的关键组分和肥
力基础，构成了巨大的有机碳库，对气候有
重要的调节作用。提升土壤固碳潜力对助力
碳中和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
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
德体建议，制定农业减排固碳技术标准和规程，
建立农业碳中和专业研究平台，同时，将土壤碳
汇列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框架，加强与
森林碳汇等市场的协同，建立起土壤碳汇市场
交易、碳税征收与生态补偿等协同推进土壤固
碳的新机制。

探索生态经济，让绿色产业助力乡村振
兴，是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曙
光学校校长刘卫昌的心声：“留得住青山，才能
赢得了未来。建议更多的乡村因地制宜探索生
态经济，推动农业向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
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发展，利用良好生态环境
的优势，积极发展康养产业、有机食品，推进
生态产业化，让乡村生活更加富裕、更加美
好，让绿色产业发展惠及更多群众。”

如今，绿色低碳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
活方式。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
市港北区环境卫生管理所有偿服务管理大队副
大队长林少群建议，继续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
和水资源循环利用，倡导绿色低碳出行。

（本报记者范昊天、葛亮亮、邵玉姿、刘新
吾、李纵参与采写）

3月6日下午，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
用质朴的语言讲了段十分重要的话：“粮食安全是‘国之
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民以食为天。”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社会稳
定、人心安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8285万吨（13657亿斤），比2020年增加1336万吨（267
亿斤），增长2.0%，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
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
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 的人口。这一成绩来之不
易，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并非高枕无
忧。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1 年中国累计进口粮食
16453.9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8%，相当于我国粮食产
量的24%，也达到了历史新高。这再次提醒我们，中国
的粮食供给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

从粮食品种结构上看，稻谷和小麦两个主粮品种
产量总体稳定、平衡有余，玉米存在产需缺口，大豆
缺口较大，需大量进口。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
全。“大豆安全”牵涉着“肉食安全”。因为进口大豆
主要用作饲料，一旦国际供应和价格出现波动，直接
受影响的则是中国人民餐盘里的“肉蛋奶”。所以，想
让中国人民既“吃饱”又“吃好”，就要优化布局，稳
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

要装中国粮。
困难虽然不小，但中国应对有方。在宏观施政层

面，我们正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
责任制考核；在中观战略层面，我们有“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的战略，一方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一方面多措并举打好种业翻
身仗，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在微观
主体层面，中国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

放眼未来，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需要
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支撑。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我
们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有“耕地不用18亿亩那么
多、只要提高科技水平就行了”的错误认识，决不能把
工业化变成无粮化。

当今世界，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全球粮食供应
链风险依然存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粮食安全不可能
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安
不忘危。“谁来养活中国？”的答案只有一个——

“中国要靠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螺蛳道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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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2021 年 6 月 16 日，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龚滩镇罾潭村河道清漂人员在
阿蓬江上清理垃圾。

邱洪斌摄（人民视觉）

图②：2021 年 11 月 3 日拍摄的安徽
省池州市东至县红旗岭风电场。

陈 晨摄（人民视觉）
图③：2021 年 1 月 13 日在贵州草海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黑颈鹤。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图④：工作人员在河北塞罕坝机械
林场采集数据。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