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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眼科显微外科专业实用医
学中心撒马尔罕分支机构的手术楼外，悬挂
着一块印着中乌两国国旗的牌匾。不久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专家组在乌兹别克斯
坦开启了为期 18 天的“健康快车国际光明
行”活动，撒马尔罕是其中一站。

去年9月，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
峰会上宣布“未来3年为本组织国家的民众免
费实施2000例白内障手术”，此次中方专家组
赴乌就是落实这一承诺的重要举措。

“中国医生的技术真好”

一大早，当地等待就诊的民众就在手术
楼的长廊里排起了长队。他们之中有拄着拐
杖、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稚嫩的儿童。

68 岁的拉贾布·伊布拉希莫夫也在队伍
中，白内障已经折磨了他3年。他微笑着向记
者招手。半个月前，他从电视上看到中国医
生要来撒马尔罕义诊的消息，便十分期待。
在他看来，中国医生拥有丰富的经验，技术
更为可靠。“感谢中国，感谢中国医生给我们
带来了康复的希望。”

据中方专家组领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
科副主任鲍永珍介绍，当地前来诊治的白内障
患者病情大都较为严重，假性囊膜剥脱综合征
的患病比例也很高。此外，当地儿童患者较多，

这意味着手术的复杂性会极大增加。
年近七旬的安瓦尔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

从手术室走出来。与每个刚做完手术的患者
一样，她忙不迭地向中国医生们致谢，情绪
很是激动。“中国医生的技术真好，准备时间
短，手术也很快。”

“我们之间的合作十分顺畅”

中国医生的微信朋友圈里，到处可见开
展义诊的成功和喜悦。义诊第一天，专家组
一大早从乌首都塔什干乘4小时火车赶往第一
站古城布哈拉，紧接着就与当地医院洽谈、
做检查、整理和为手术室消毒。中方团队主
要负责眼科手术，当地乌方团队负责提供场
地等后勤支持，双方当天就完成了 17 台手
术。几天后，中乌双方团队熟络起来，多的
时候一天能完成56例白内障手术。

护士高文婕时常在微信“步数排行榜”
里名列第一，而她的活动范围不过是一间小
小的手术室。“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时候，我 8
个小时在手术间里走了1.8万步。”她说，“只
要能帮助当地民众，我们就不觉得累。”

中方专家组的敬业精神，乌兹别克斯坦
眼科显微外科专业实用医学中心撒马尔罕分
支机构负责人博提尔·图赫塔耶夫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中方专家勤劳努力、不怕挑战。

他们尽心尽力，每天都是最早到达，最晚离
开。”图赫塔耶夫感谢中方专家对当地医生的
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十分顺畅。”

“我们能感受到他们传递的情谊”

清理消毒、滴散瞳液、上麻药，使用超
声波探头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人造晶状
体……在中方专家流利的操作下，一整套手
术十来分钟就能完成。

“我们当地医生每天只能做 5 台手术，中
国医生能做50台，大家都惊讶不已。”图赫塔
耶夫感叹道，“如此高的效率实在是不可思
议！”

不到 30 岁的费勒是乌兹别克斯坦眼科显
微外科专业实用医学中心撒马尔罕分支机构
的青年骨干。中国专家组 2019 年在塔什干义
诊时，他当时正好在塔什干一家医院读研。
看到中国医生“没有一个多余动作”的技
术，费勒赶紧打电话给家人，让他们带着外
婆专程从撒马尔罕赶来看中方专家的门诊。

高文婕说，每天傍晚清理工作全部结束
准备回驻地时，还有患者等在门口，就为了
向中国医生道一声感谢。“他们把右手放在心
口上，微微向我们鞠躬。那一刻，尽管语言
不通，但我们能感受到他们传递的情谊，内
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健康快车国际光明行”活动走进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
本报记者 颜 欢 邢 雪

“健康快车国际光明行”活动走进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
本报记者 颜 欢 邢 雪

（上接第一版）
白鹭湖上的驾驶员赵安荣，以前是名养鱼人，“那时

候水里密密麻麻都是网箱，大量投放的饲料，让江水十
分浑浊”。养鱼赚了钱，水质却一天不如一天，老赵心里
也不踏实了。2016 年，思南县对乌江河段启动网箱清
理，白鹭湖得以休养生息，乌江水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美
丽。带头拆除网箱，老赵用奖补资金买下一艘小型快
艇，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县里出台政策，优先扶持渔民发展生态茶、油茶、蔬果
等产业，大伙儿都奔上了生态致富的发展路子。”赵安荣说。

从思南县出发，沿乌江上溯200多公里，就到了遵义
市播州区乌江镇。在这里，一个本来不起眼的“乌江 34
号泉眼”，藏着乌江碧水背后的治理“密码”。

乌江流域磷矿资源丰富。曾经，沿岸磷化工企业产
生的大量废渣，给乌江水体带来严重污染。为了阻断从
渣场流出的含磷污水渗入乌江，贵阳开磷化肥有限公司
在 34号泉眼处修建了一座污水处理站，每小时最多可处
理1.4万立方米污水。但假如遇到雨天涨水，处置不及的
污水仍会顺着地下溶洞流入乌江。

经过半年踏勘，34 号泉眼附近的涌水点终于被找
到。去年5月，开磷化肥有限公司所属的贵州磷化集团投
入 5500万元，在涌水处建成黄金桥污水应急处理设施项
目，水量增大时，可以启动项目迅速处置污水，有效堵
住了污染乌江的风险点。目前，乌江贵州段水质逐年改
善，干流水质达到Ⅱ类标准，流域总体水质为优。

在全流域共同守护下，乌江清水东流。水清了，老
百姓的日子更亮堂。

看 林
黑龙江伊春，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发

展林下经济

黑龙江伊春，小兴安岭腹地，林海莽莽。
林中穿行，清风拂过树梢，一阵泥土香袭来。仰头

看，红松、云杉、核桃楸拔地参天，人参苗、刺五加、
五味子疏密有致，均匀散布在山间。

山林间跳动着一抹抹“迷彩绿”。仔细一瞧，溪水林
场副场长张茂林正带领护林小班日常巡护呢！每周两至
三次，防盗伐滥伐、防非法捕猎、防火种进山……“一
年年上山护林，对这些林子早就感情很深了。”说话间，
张茂林发现一棵松树松针干黄脱落，打开手机 APP 拍照
标注，信息随即被传送到龙江林草大数据中心伊春森工
应用分中心和伊春森工森林防灭火调度指挥中心。

溪水林场隶属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这里本
是片低矮的退化林，2021 年起，通过抚育间伐、补植增
绿，才有今天的模样。”公司党委书记王庆善介绍，“这
片半坡地没了遮蔽，补植一棵红松。挨着两棵柞树的小
黑桦，长势差、争养分，就被伐掉了。”一补一伐之间，
营林造林不再以量取胜，而是科学精细、质量提升。在
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这样的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今
年将实施约2万亩。

张茂林的妻子李凤娥，是森林抚育的一把好手——
背上镰刀，除草割蔓，一天能抚育两三亩地。夫妻俩习
惯了守林护林的日子，没想到近些年，还经营起了“甜
蜜”产业——2017年，溪水林场修建起130座大棚，引进
了香瓜种植新技术，他们带头承包 4 座。“将近一半的
瓜，都能在家门口卖出去。”李凤娥说。

从“一林独大”到“多业并举”，林区人捧起了生态
旅游、森林食品、林都北药的“新饭碗”。

中午时分，“溪水农家院一条街”上，街这头，新建
的“醉蝶花谷”引来游人打卡；街那边，20多家农家院
内香气四溢。顺街向东进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有近两
年新建的森林牧场、采摘园区、星空民宿……曾经的伐
木工刘养顺也收锯挂斧，办起了“养顺农家院”。

如今，伊春西站将通高铁，溪水林场周围3条干道相
继扩修完成……刘养顺的儿子刘同涛一边翻炒着林场自
产的黑木耳，一边说：“环境好了，才能引来更多游客。
政策好了，让咱老林区也走出了新路子。”

看 田
吉林梨树，推行保护性耕作，护好

“耕地中的大熊猫”

吉林梨树，黑土地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已近两
米高。

空中，搭载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机盘旋，精
准进行“飞防”作业；田间，监测站利用传感设备，实
时监测土壤各项指标，农户在家点点手机屏幕，就能

“一键巡田”。
沙野蹲在田里，与几位同学一道采集玉米根系样

品。这是一片梨树县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的“科技小
院”保护性耕作试验田，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沙野正是
科技小院负责人。

顺着采集样品的黑土地剖面看去，玉米根系向下扎
至 1 米多深，顶部约 50 厘米厚的黑土层清晰可见。黝黑
的泥土中有大大小小的孔洞，几条蚯蚓敏捷地穿梭。“土
壤有机质含量高了，才会有蚯蚓。”一旁的康达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青魁捧起一把黑土，土质松软，油
光发亮。

“梨树大部分地区是平原，过去风一吹，地表一层黑
土被吹跑，别提多心疼了。”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
长王贵满说。为了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
猫”，2007年，梨树县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
研院校合作，探寻保护性耕作技术，后来形成包括秸秆
覆盖、机械种植、轮替休耕、规模经营等在内的“梨树
模式”——秋收后，把玉米秆“高留茬”，并将秸秆覆地
还田，可以蓄水保墒；留下的秸秆腐烂后，增加土壤中
的有机质含量，培肥地力。

成效逐步彰显，曾经变薄、板结的黑土地重现油
光。据测算，采用“梨树模式”的地块与传统耕作方式
相比，平均增产 8%到 10%；2020年以来，梨树县已有超
80%耕地应用保护性耕作。

近年来，“梨树模式”不断升级。“黑土地保护法去
年施行以来，梨树县积极探索将秸秆和粪肥堆沤还田，
构建种养循环体系。”梨树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英男说，

“保护黑土地的‘被子’，越盖越厚实了。”

看 湖
云南洱海，水生态向好，景美客自来

云南。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
阳光穿过云层洒在湖面，海菜花花开正盛，犹如繁

星点点。湖面的花、水里的草、草间嬉戏的鱼虾，吸引
了不少水鸟，也吸引着游客连连拍照。

如今，洱海的湖体透明度超过两米，连续多年水质
考核评价为“优”，为海菜花等水生植被的恢复创造了条
件。轮叶黑藻、穗花狐尾藻、竹叶眼子菜……今年洱海

“水下森林”面积比去年又增加了近两平方公里。
漫步洱海畔，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流域管理局局长

赵国龙诉说着“甜蜜的烦恼”：“洱海水生态稳步向好，
鱼类数量越来越多，如何科学开展鱼类种群调控、修复
健康的‘草藻鱼泥’生态系统成为新课题。”

湖里水质改善，源自岸上入湖负荷下降。得益于环
湖截污等工程措施，洱海流域城乡生活污水得到系统处
理。为了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洱海边上的古生村告别大水
大肥，村民何利成管理的500亩稻田，尾水先被暂存进自建
的库塘，零散的沟渠尾水则会进入村里的库塘，经过茭草、
菖蒲的吸收，氮磷浓度降到限定值后才再次穿村而过；在
洱海畔又拐了个大弯，经过湿地沉降、鹅卵石过滤后，才一
股清水入洱海。如今，4.8万亩人工湿地这样守护着洱海。

景美客自来。从大理火车站前往大理市湾桥镇古生
村，车辆一路走走停停；榕树下、戏台边，古生村中
心，暑期游人如织，客栈民宿一房难求……前几年大理
壮士断腕，实行沿湖村落生态搬迁，沿湖群众告别传统
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向参与旅游、服务游客。越来越美
的洱海，让大家走上了生态旅游致富的新路子。

“生态好，才有生态游。”亲历了转型的何利成感
慨，“保护好洱海，日子会更好！”

看 草
宁夏闽宁镇，延伸菌草产业链，“幸福

草”也是“生态草”

宁夏，闽宁镇。
3米多高的菌草，茎秆翠绿笔直，仿佛要穿过棚顶。

抬头望，叶片细长，形似玉米；俯身看，发达的根系深
入地下，牢牢“抓住”土地。占地一亩半的园艺村设施
温棚里，菌草密密匝匝长了 2300余株。行走其间，就像
进入一片原始森林。

“种一次，连续收割15年。”温棚里，园艺村村民袁俊成
打开滴灌阀门，伴着“轰隆隆”的机器声，水流带着肥料直
抵苗木根系。抚摸着菌草叶子，袁俊成满是自豪，“这样精
心管护的菌草，拔节期一天能长高 6—8厘米，一年还能产
两季。用来做牛羊饲料，可比青贮玉米划算多了。”

1997 年，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
占熺带领团队来到宁夏，把带来的6箱菌草苗，种在闽宁
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上。靠着之后
成立的菌草技术扶贫示范基地，从西海固大山里易地扶
贫搬迁到此的群众学习用菌草种植双孢菇，第一次尝到
了产业脱贫的甜头。助力脱贫的菌草，也被当地人称为

“幸福草”。
带着“幸福草”的美誉，菌草又被赋予“生态草”

的全新使命。“菌草根系发达、适应性广，可在坡地、沙
地、盐碱地快速生长。”曾任驻宁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队
长的福建农林大学教授黄国勇感慨，“高大的菌草扛住风
沙，在戈壁滩上扎下根来。”

闽宁镇从昔日的荒沙滩变成塞上绿洲，菌草也从这
里出发，到黄河两岸，到大山深处。在西海固的黄土地，
菌草成为当地保持水土的利器，发展养殖业的压舱石；在
石嘴山的盐碱地，菌草科技创新产业园建设正酣，将把菌
草价值拓展到“以草代煤”“以草代粮”等更多领域……经

过多年选育、创新，其功能也从最初的种菇，拓展到菌草饲
料、菌物肥料、菌草生物质能源开发等方面。

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团结村，土地沙化，灌溉水紧缺。
“菌草抗旱性强，既能固沙，也是非常优质的饲草料。”蹲在
刚收割的菌草堆旁，灵武市郝家桥镇团结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治武掰着指头算账，“自从村里引进菌草，饲料再也不缺
了，养牛利润空间大了，明年这牛圈还能再大一圈！”

菌草扎根戈壁，幸福绵延万家。

看 沙
甘肃古浪八步沙林场，三代人接力，

治沙植绿科学管护

甘肃古浪，八步沙林场。高低错落的沙生植物，已
和连绵起伏的沙丘融为一体，伸向大漠深处，阻拦住了
沙漠侵蚀。

凌晨4点半，郭玺准时起床。植绿、护苗、浇水……
作为“八步沙”六老汉的第三代治沙人，郭玺的八个春
秋弹指而过。布满老茧的手上，近日多了片膏药，“无大
碍，不影响干活。”

“林场里，三分种、七分管，管护是重中之重。”新
时代，数字孪生技术在八步沙林场得到应用，人防、技
防一体，管护水平有效提高。在八步沙林场的一个封沙
育林管护站，护林员马生荣点开手机，远程监控、红外
成像等新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全天候巡护。

在八步沙，更迭的不仅是技术，还有观念。过去，
偷牧者“理直气壮”，护林员上前劝，没人会听；如今，
生态理念渐入人心，偷牧的事儿鲜有发生。

沿着时光的长河回溯，治沙不易，治八步沙，更
难。八步沙居河西走廊东端，处腾格里沙漠南缘。1981
年，“六老汉”背上铺盖卷，提起干粮袋，以“地窝子”
为家，靠几双手治沙，经过10余年苦战，植绿了4.2万亩
沙漠。

“六老汉”头发白了，“八步沙”沙漠绿了。从一代
人到三代人，从最初的“一棵树，一把草”到“草方格+
沙生苗木”，再到“固、管、护、养一体化”，八步沙林
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有效提高了防沙治沙进度和工程
质量。截至目前，八步沙已完成治沙造林 28.7 万亩，管
护封沙育林育草面积43万亩，使周边10万亩农田得到保
护，绿洲向沙漠过渡地带整体向北推进30公里。

走进八步沙“六老汉”治沙纪念馆，一张张老照片
提醒来者：沙漠之绿来之不易；站在眼窝子治沙点，看
着沙枣树果实，第二代治沙人郭万刚深吸一口气，“八
步沙已栽植花棒、柠条、沙枣等各类沙生苗木 6000 多
万株。未来，将有更多个 6000 多万株苗木，在这里落
地生根。”

八步沙治沙人，在“三北”工程的版图上，构筑起
一段新的“绿色长城”。

*** ***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今后5年是美

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强调，“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亿
万中国人民正在绘就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的新画卷。

（本报记者陈娟、张晔、王崟欣、程焕、张艺开、郑
智文、杨文明、秦瑞杰、王锦涛）

本报北京 8月 15 日电 （记者严
冰）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
国家林草局发布美丽中国建设最新
成果。

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森林
面积和森林蓄积持续增长，全国森
林 覆 盖 率 由 21.63% 提 高 到 24.02% ，
人工林保存面积 13.14 亿亩，居全球
第一。过去十年，我国为全球贡献约
1/4 的新增绿化面积，居世界首位。
草地面积 39.68 亿亩，居世界第一，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0.32%，草原
定位实现了从生产为主向生态为主的
转变。湿地总面积 8.45亿亩，居全球
第四。

防沙治沙走在世界前列。深入实

施“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完成防
沙治沙 3.05 亿亩，53%的可治理沙化
土地得到初步治理，荒漠化和沙化
土地实现“双缩减”，率先实现联合
国提出的到 2030 年土地退化“零增
长”目标，为世界提供了防沙治沙
中国方案。三北工程建设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累计完成造林
4.8 亿亩，治理沙化土地 5 亿亩，治
理退化草原 12.8亿亩，重点区域实现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

国家公园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
出台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布
局了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占陆域国
土面积的10.3%。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者
刘诗平） 记者 15 日从水利部了解到，
水利部近期组织完成了2022年度全国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结果显示，
我国水土流失状况持续改善，2022年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降至 265.34 万平方
公里，较 2021 年减少 2.08 万平方公
里，减幅0.78%。

近年来，我国水土流失持续呈现

面积、强度“双下降”和水蚀、风蚀
“双减少”的良好态势，水土保持率
从2011年的68.88%提高至72.26%，中
度 及 以 上 侵 蚀 占 比 由 53.08% 降 至
35.28%。

同时，全国人为水土流失发生率
和侵蚀强度实现持续下降，人为扰动
地块水土流失发生率较2019年下降了
26个百分点。

去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降至265.34万平方公里

国家林草局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4.02% 完成防沙治沙3.05亿亩

本报北京 8月 15 日电 （记者常
钦） 记者15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在
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现场，中国
国土勘测规划院组织编撰的 《中国生
态保护红线蓝皮书 （2023年）》 首次
对外发布。这是我国首部生态保护红
线蓝皮书，系统总结了全面完成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的历程、方法、成果和
实践案例，提出了加强生态保护红线
监管、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思路
和建议。

自然资源部结合 《全国国土空间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 年） 》 的 编
制，会同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
部门，首次全面完成了全国陆海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此次规划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面积合计约 319 万平方公
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304 万平方公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

据介绍，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范围
涵盖了我国属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全部热点区域、90%以上的典型生
态系统类型。

首部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发布

我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

（上接第一版）
“风力发电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力

量，总书记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
控的要求，给风电行业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
遇。”风电场场长宋佳奇表示，要把总书记要求
落到实处，紧紧围绕技术创新、智能化、低碳
化、数字化的发展方向，让草原的风点亮千家万
户的灯。

“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浙江长兴县煤山镇，省道一侧石碑上的“国
家级绿色制造产业园”十分醒目。从过去煤矿、
蓄电池、水泥等传统企业林立，到启动产业转型
升级、淘汰“低小散”等污染企业，煤山镇走出
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含绿量”高了，“含金量”增了。浙江昊杨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胡宏平说，现在智
能生产线每天的生产量，相当于过去 200个工人
的工作量。园区 80%以上员工跟他一样都是本地
人，随着产业升级，他们的工作环境也越来越好。

生态环境保护同每个人息息相关。从“不愿
分、不会分”到“主动分、智慧分”，上海市虹口区嘉
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唐金强感受深刻。

“总书记要求持续推进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
型，鼓励我们继续探索垃圾分类更精准、更低
碳。”唐金强说。

神州大地上，生态文明理念正在生长、开
花、结果。

在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县”之称的青海玉树
州治多县，环保志愿者江文朋措10多年来一直坚
持捡拾垃圾、宣传生态文明理念。从家人朋友到
陌生人，他的环保志愿者队伍逐渐庞大。

“总书记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我们受到极

大鼓舞，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这件事。”江文朋
措说，自己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它会像蒲公
英一样，将生态环保的种子带到各地。“我们要
持之以恒做下去，带动更多人参与，共同守护这
片辽阔美丽的土地。”

再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即将开幕。在杭
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内，从祖国西北源源不断输送
而来的绿电，点亮了亚运场馆的灯光。这将是亚
运史上首次全部竞赛场馆常规电力使用绿电。

“‘绿色’是杭州亚运会的办赛理念之一，
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竞赛场馆设计和运
营。”杭州亚组委场馆建设部设施运维处副处长
李沈飞说，末端降碳智慧绿网技术在场馆的应
用，可以实现“运动”“舒适”“节能”三种能效
管理模式，最终达到精准降碳效果，以实际行
动，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