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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一场春雨过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勒北村的桑基鱼塘水光潋滟、阡陌相连。 王国荣摄 （人民视觉）

本报澳门3月28日电（记者富子梅） 为加强
澳门市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提升对澳门社
区的认识和归属感，澳门特别行政区市政署将于
近期陆续举办“爱国爱澳”系列活动。活动着重
推广宪法和基本法，让市民在观察国情、区情的
过程中提升自我身份认同。

市政署表示，3 月 31 日至 9 月 23 日，将举办

“宪法与基本法关系”儿童创意填色比赛作品展
览，展出初小组及高小组共 32幅优秀作品，让参
观者透过儿童视角，欣赏在宪法和基本法保障下
澳门社会安定繁荣的美好景象。作品首站安排在
澳门基本法纪念馆内展出，其后将于6月至9月分
别在沙梨头活动中心、石排湾活动中心、下环活
动中心和公民教育活动中心巡回展出。

4 月 25 日至 6 月 24 日，市政署将推出“爱
国爱澳”网上问答游戏。市民通过网上问答游
戏，可以深入认识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同时
加深了解自身居住社区的故事。参加者只要进
入游戏专页，答对 4 个问题并填妥个人资料即
可参加大抽奖。

市政署还将自 4月 21日起至 12月 16日，分两
个阶段举办“漫步澳门街之认识澳门”巡回展
览，展示澳门的街巷特色、风土人情、名人旧事
等，加深公众对澳门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营
造良好的社区意识与氛围。

新华社澳门 3月 28日电 （记者刘刚、李寒
芳） 记者 28 日从澳门城市燃气有限公司获悉，
由该公司投资建设的氹仔至澳门半岛天然气过

海管道近日定向穿越成功，后续将抓紧组织辅
助工程建设，实现年中由氹仔向澳门半岛输送
天然气。

届时，澳门天然气主管道全线贯通，珠澳天
然气管网全面对接，将从根本上解决澳门天然气
应用的关键难点问题，有效保障澳门天然气的长
期、安全、稳定供应，为实现半岛多气源保障打
下坚实基础。

澳门城市燃气有限公司由南光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中国石化长城燃气、澳门新能源合作成
立。据南光石油总经理唐朝晖介绍，该工程是特
区政府 2022 年度施政报告重点项目。经充分考
虑澳门地质条件、施工环境等情况，反复科学论
证比较，最终选择非开挖定向钻穿越技术。

过海管道入、出土点分别位于澳门半岛西湾
湖南侧和氹仔海滨休憩区，全长约2公里。管道最
深穿越处达海平面以下 58 米，是至今澳门最长、
难度最大的定向钻穿越工程。

唐朝晖表示，施工过程中，为避免噪音扰
民，特别定制噪音小的电动钻机代替柴油钻机，
给每台设备都配置防音罩，在施工区域设置加高
加厚的隔音板，施工过程中实时开展噪音监测控
制；为减少占用绿地和树木迁移，科学优化施工
方案，管道分九段现场连接，最大限度减少了施
工用地面积。

南光集团董事长傅建国在项目现场调研时
表 示 ， 要 精 心 组 织 施 工 ， 确 保 工 程 质 量 和 安
全，让广大市民早日用上低碳、安全、经济、
稳定的天然气，积极助力澳门能源消费结构优
化和成本节约。

澳门将推出“爱国爱澳”系列活动

氹仔至澳门半岛天然气过海管道穿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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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建省霞浦县把建设生态茶园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着力打造
茶旅结合新景点，呈现出茶中有林、林中有茶、茶林见花的特色旅游观光
休闲景观，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图为近日在霞浦县沙江镇的生态茶山
上，采茶工在采摘春茶嫩芽。 郑培銮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厦门电（记者肖逸晨、付敏）“阿嬷对
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那
里……”台湾青年赖淑珍来福建厦门4年多，每每弹
唱起这首自创歌曲《城内之歌》，眼中总会泛起亲切
柔和的神采。

歌中唱的厦门集美霞城城隍庙，是颇为有名的
台北霞海城隍庙的祖庙。两座有着深厚渊源的城隍
庙，仿佛呼应着赖淑珍与大陆、与厦门的不解之缘。

2017 年，被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所吸引的赖淑
珍告别家乡，跨越海峡来到大陆。本科学习计算机
编程专业的她本想在互联网企业聚集的深圳落脚，
但厦门与台湾相近的人文气息、生活方式、语言习
惯最终让赖淑珍选择留在这里。

“第一次坐上厦门的地铁，我就感觉像是回家
了，这里报站也用闽南话，和在台湾一样，让我非
常亲切。”赖淑珍回忆说，初到厦门的她完全不像来
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一下子就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最初，赖淑珍从事文创产品设计工作。而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配套措施逐步落地，她决
定积极响应政策，与合伙人创办了厦门青青之约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

“起名‘青青之约’，寓意是两岸青年一起去赴
乡村振兴之约。”赖淑珍说，她希望为两岸大学生搭
建合作平台，通过制作新媒体产品的方式，宣传美
丽乡村，帮助乡村“出道”，助力乡村振兴。

展现朴实“村风”、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
味“村食”、谱写动听“村歌”……赖淑珍带着两岸
大学生拍微电影、做短视频、创作歌曲，运用各种
媒体形式，多角度打造乡村文化名片。《城内之歌》便是为厦门市后溪镇城
内村创作的。

她说，这些新媒体产品能让更多人了解乡村、爱上乡村，参与制作的
两岸大学生也能更加读懂乡土文化以及背后的中华文化。目前有百余名两
岸学子参与过该项目，赖淑珍计划今年在两岸招募更多年轻人，携手传承
悠久厚重的共同记忆。

“迷人”，是赖淑珍用来形容厦门的词汇。“我从没在其他地方这么深刻
体会到家的感觉，老街坊们亲切地和我打招呼，就像我在台湾的阿公阿
嬷。”她说。

在厦门，台青倪敬人同样没有感觉到离家的生疏，反而有种归家的
温暖。

去年4月，倪敬人从台湾来到厦门，与合伙人成立吉卜科技 （厦门） 有
限公司。“我们和黑龙江一家公司合作，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软件管理系
统。运用该系统，农民可直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管理田间用水、监测虫
情等。”他介绍说。

在台湾时，倪敬人并不知道大陆的乡村振兴战略。逐渐了解相关政策
后，他发现自己从事的智慧农业项目与乡村振兴战略十分契合，便决心来
大陆发展。

“选择厦门的重要原因是这里气候、人文和台湾相近。走在路上，听到
身旁的人说着闽南话，我感觉仿佛站在台湾街头，十分亲近，没有隔阂。”
他说。

除了事业，倪敬人来到大陆还为了一个埋在心里多年的愿望：“找时间
要去安徽看看，回到爷爷长大的地方，寻找自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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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把时间尺度拉长，时代变迁中的发展问
题会随时间流淌不断更迭。从“盼温饱”到“盼环
保”，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小康路上，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了变化，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呼唤将生
态文明建设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国之大者”
来考量。

2021 年，在北京温榆河植树点，习近平总书记语重
心长地说：“生活好，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是生态。美丽中
国不光是涂脂抹粉，真正是健康。我们的山川河流是健
康的，孕育生活的中华民族是健康的。”

植树造林，“最普惠的民生工程”，惠及的是人，依
靠的也是人。

重温一年年叮嘱，拳拳之心，蕴于字里行间。2013
年，总书记强调，“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义务植
树”。这一阐释，之后年复一年地强调和丰富。2014年，
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要自觉履行法定植树义务，各级领
导干部更要身体力行”；2015年，“努力把建设美丽中国
化为人民自觉行动”；2016年，“不仅要把全民义务植树
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都要抓好，动员全社会参
与”；2017年，“形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合力”；
2018 年，“人人出力，日积月累”；2019 年，“要全国动
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树
树成林。”关于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的事，习近平总书记
在植树时多次提起，瞩望的正是亿万人民的磅礴之力。

“树要怎么种”“责要如何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切都
在改变。“码上种树”“云上护树”蔚然成风。

致广大而尽精微。成事之道，亦是践行之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年复一年的垂范，日复一日

的讲述，绿化意识扎根大地，种进了下一代的心田。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专门嘱咐，植树时，“小学生不要全市
选拔，就近组织几个班参加，一个孩子都不落下。孩子
们天性活泼，边植树边玩耍也没关系，主要是培养热爱
劳动、美化环境的意识。”

南湖中园小学的孩子们，有一年来植树。总书记搬
起一棵一人多高的海棠树苗放入树坑，两个孩子上前扶
住树苗。

“小心手啊。”“慢一点，别铲到脚。”看到孩子们动

作不熟练，总书记关切地提醒，又手把手教给他们怎么
拿铁锹、怎么拎水桶、怎样培土围堰。

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课。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
次植树，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对孩子们说：“10年后，20
年后，你们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你们亲手栽下的树
苗长得怎么样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一边劳作一边对孩子们
说：“这是我们共同给树苗浇水，实际上也在为你们浇
水，这叫培育，培育年轻一代。”“从小就给它扶正了。”

2021 年植树结束后，一群红领巾围拢过来，依依不
舍。总书记笑着望着一双双满怀憧憬的眼睛，殷殷嘱咐
道：“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强国，三十年。你们现在十岁，到时候四十岁。国
家栋梁啊！”掌声四起。

“你们这一代应该说是民族自豪感荣誉感最强的，因
为你们生长生活，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十年奋斗，绘制美好未来的底色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凉者，但更
要做种树者。”2017年植树时，习近平总书记这席话，恰
是中华民族接续奋斗的生动写照。

这些年，涌现出许许多多“种树者”“乘凉者”的动
人故事。再苦、再累、再艰辛，他们憧憬着、期许着，
展望着美好未来。

河北塞罕坝，半个多世纪里，在“黄沙遮天日，飞
鸟无栖树”的沙地上种出了一片绿色的海。总书记在这
里考察时，听林场三代职工代表讲述改天换地的动人故
事。从荒漠上谱写青春之歌，到森林里聆听自然之乐，
境遇不同的三代林场人接力奋斗、信念如磐。

甘肃八步沙林场，总书记一路颠簸来到这里。昔日
“秋风吹秕田、春风吹死牛”，而今黄绿交织、沙退人
进，每一寸绿都有奇迹。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沙地上，
习近平总书记举目远眺，感慨系之：“要继续发扬‘六老
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弘扬他们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
沙漠变绿洲的进取精神”。

塞罕坝精神、右玉精神、三北精神……一道道阻断

风沙的屏障，一座座令人感佩的精神高地。还有杨善
洲，这位在退休后毅然重返大山的老共产党人，当年撂
下一句滚烫的话：“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一去就是 20
多年。他的手，粗粝得像古树的根。生生不息、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精神力量，就握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双
手里。

中国的奋斗故事，不少和树有关。
陕北高西沟，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一条小山沟。

昔日土地贫瘠，山枯水竭。老一辈都有吃不饱的记忆。
登上山顶，放眼望去。松、柏、槐、榆、杨、柠条，还
有苹果树、枣树、杏树、核桃树……一幅色彩斑斓的大
写意！那是几代村民拍崖畔、筑地埂、挖水沟、垒埝窝
的辛勤耕耘。

再看福建三明，改革之路披荆斩棘，关键之一正
是“树”。

福建是林业大省，广大林农却一度守着“金山银
山”过穷日子。习近平同志在当地工作期间迎难而
上，提出要“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我认为，
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
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三明由此成
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要策源地。敢闯敢试的精神也
滋养着闽江两岸。今天的他们，勇当林业碳票的探路
者，路越走越宽。

新绿初绽，在这片朝气蓬勃的沃土上，阳光刷新着
大地，周而复始；年轮记载着时间，斗转星移。2017 年
植树时，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地说：“种下的既是绿色
树苗，也是祖国的美好未来。”

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定义着值得期许的未来。
一棵树，千百年长入云霄；一座山，千百年巍然屹

立。“显功”与“潜绩”，在时光的沉淀里收获口碑。这
十年，参加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这也正
是他的一贯遵循：“要以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干下去”

“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
着敲”。

生态问题，考验着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望向更长远的未来：“这些都

是要写入历史的，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要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
历史上留下骂名。”

也有人用短视的决策去应付，伐树毁林的教训极为
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会议上严肃告诫：“不作为对
党和国家工作有危害，但有时乱作为可能造成的危害更
大！”“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

对自然的敬畏，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的根脉里。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从文明与生态兴衰
的深刻辩证中，思考着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重大倡议，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存
续绘出清晰的绿色底色。

挥锹植树，着眼的是人类共同的梦想实践，中国引
领生态文明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新高度。“建设绿色
家园”“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推动全球
生态治理”……胸怀天下，总书记娓娓道来。考量今日
中国的世界角色，他说，中国应该对人类社会有更大的
贡献，更大的担当。

有主张，更有行动。2020 年秋天，中国向世界承诺
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两个多月后召开的气
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宣告：到 2030 年，
中国“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

转过年来，又逢春日植树时，总书记谈到了其中要
义：要“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态系统
碳汇增量，为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维护全球生
态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960多万平方公
里，一幅幅“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的大
美图景。“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是
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树，时间的见证者，文明的守护者。无论是“挽住
云河洗天青”的豪迈之情，还是“把泪焦桐成雨”的缅
怀之感；无论是记者见面会上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
留清气满乾坤”的名句言志，还是外交舞台上“根之茂
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的旁征博引，抑或在国内
考察中时常引用的“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寓意深远的树，绿意盎然的树，融汇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徐徐铺展的历史画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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