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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地，中国人有深厚的情结。作为一个农
业文明绵延了几千年的国家，由稼穑而产生的天
文、立法、传统节日、自然信仰构成了中国文化的
基础。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一直存留着对土地
的尊重与敬畏。

然而，随着工业的繁盛，过度开发、污染让一
些土地变得满目疮痍。环保部最近发布的 《2014中
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土壤
侵蚀总面积 294.91万平方千米，占普查范围总面积
的 31.12%。另外，《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显示，中国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
大。镉、汞、砷、铅 4 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
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态势。

像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开战一样，中国已经对
土地污染开战。

流失耕地失而复得

长期以来，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使得中国耕
地面积不断减少。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从1996年到
2009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生态退耕、结构调整和灾毁减
少的耕地超过2亿亩，其中大多数是优质耕地，仅东南
沿海5省就减少水田1798万亩，相当于减掉了福建省全
省的水田面积。目前全国有12个省份建设用地总量已
接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2020年规划
控制目标数，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不断增大。

给耕作层土壤“搬家”，是减少建设占地损失的
好办法。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测算，如果未来每年建

设占用耕地 500 万亩左右，并将这些耕地全部进行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将可再造优质耕地 200 万亩
以上，或改良中低产田 600 万亩、提高耕地质量等
别2等以上，让流失的耕地失而复得。

吉林省利用耕作层土壤“搬家”，有效保护了珍
贵的黑土地资源，保持了优质耕地生产能力基本稳
定。作为全国较早推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
离利用的省份，吉林省半数以上县市都开展了这项
工作，剥离耕作层土壤面积超过20万亩，剥离土方
量超过 5000万立方米，使得 3万多亩优质耕地的耕
作层土壤得以保留。

土壤修复正在起步

和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
和滞后性。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
的方法很难恢复，治理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对污染土地、退化土地、损毁土地等的综合治理
修复是土地整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中国
正式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在湖南长株
潭地区开展170万亩重金属污染耕地首批修复试点。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土壤
污染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而
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达30％以上。中国实际需要修
复的土地规模巨大，预计 2015 年中国土壤修复市场
规模将达 400 亿元。未来 4 到 5 年将是土壤修复产业
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珍惜土壤保护先行

“要治理修复，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国土资源

部副部长王世元解释，自然形成 1 厘米厚土壤需要
200 年，形成 1 厘米厚耕作层土壤需要 200 年至 400
年，形成20厘米厚的耕作层土壤则需要更长时间。

2015年被联合国定义为国际土壤年，这也是第
一个国际土壤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在
积极行动。

土壤污染防治法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立法规划，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2015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扩
大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范围等。今年中国将扩
大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试点和地下水超采综合
治理试点范围，计划用6至7年时间，遏制住土壤污
染的趋势。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近日曾表示，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环保部将全力贯彻落实好环境保护法，抓
紧编制“土十条”，逐步推动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
治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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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
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
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
记，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6 月 14
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乔石同志 1924 年 12 月出生于上海。少年时
期，他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抗
日救亡活动。1940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
任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部书记，上海地下党
新市区委副书记，上海市北一区学委书记等职，
组织指挥了同济大学“一·二九”争民主、反迫害
运动，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49年 7月起，乔石同志历任中共浙江省杭
州市委青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统战部副
部长，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工程技术处处长，酒泉

钢铁公司设计院院长兼钢铁研究院院长，酒泉钢铁公司陕西工程管理处党委书
记等职。1963年4月，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研究员、副局长、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乔石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隔离审查和拘禁，先后两
次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1978年1月至1983年7月，乔石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部长。1982年 9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党的
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按照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广泛同各国共产党、社会
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进步政党和组织接触，为党的对外工作拨乱反正、
开创新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3 年 6 月，乔石同志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大力推进各项改
革，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梳理整顿各项业务，推动中办各项工作为实现党的
工作中心战略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4年 4月，乔石同志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坚定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大胆启用和培养中
青年干部，大力推动干部队伍第三梯队建设，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扎实推进整党工作，积极落实干部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有力推动了组
织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和新时期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为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下转第四版）

张德江对韩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据新华社首尔6月13日电（记者邓玉山、冮冶） 应韩国国会议长

郑义和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1日至13日对韩国进行
正式友好访问，在首尔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与议长郑义和举行会
谈，分别会见了新国家党党首金武星、新政治民主联合党党首文在寅。

访问期间，张德江分别会见了京畿道知事南景弼和7个韩中友好团
体负责人，考察了部分韩国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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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出席海峡论坛并致辞
据新华社厦门6月14日电（记者顾瑞珍、陈键兴、许雪毅） 第七

届海峡论坛14日在厦门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开幕式前，俞正声还参观了海峡论坛回顾展，在展板前同两岸残
障人士代表亲切交谈，并会见了参加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和主办单位
代表。沈跃跃、马培华、顾秀莲等参加会见并出席论坛开幕式。

又电 俞正声13日下午来到厦门市海沧区青礁村院前社出席两岸
“同名村、心连心”交流活动，并与部分前来参加第七届海峡论坛的乡亲
座谈。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致电在南非约翰内
斯堡举行的非洲联盟第25届首脑会议，向非洲国家和人民热烈祝贺会
议的召开。

习近平在贺电中高度评价非洲联盟在非洲发展、一体化进程以及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赞赏非盟出台《2063年议程》，衷
心祝愿非洲国家和人民在和平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更大
成就。

习近平强调，中非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发展，也有力促进了发展中
国家的团结合作。当前，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
前景广阔。今年下半年，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将在南非举行。中方将继续
秉承“真、实、亲、诚”的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推出更多契合中非发展
需求的互利合作新举措，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
地造福双方人民。

习近平电贺非盟首脑会议召开

当前，我国各小麦主产省相继开镰，全国小麦跨区机收工作由南到北梯次推进，“三夏”生产进入
高潮。截至目前，全国夏收小麦进度总体过半。今后一段时间，各地农民将继续争分夺秒抓紧农时抢
收，确保颗粒归仓。

大图：6月12日，山东省青州市黄楼街道侯庙村农民正在收割小麦。 王继林摄 （新华社发）
小图：6月12日，新疆塔里木垦区麦农们抢抓收获。 王志清摄 （人民图片）

6月 8日至 12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25 届缔约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该

《公约》 于 1982 年通过，1994 年生效。根据联
合国规定，缔约国大会负责选举国际海洋法庭
法官以及审议法庭的行政和财务事项，联合国
秘书长需提交报告。

从性质看，缔约国大会是多边平台，本应集
中精力讨论《公约》相关事宜，但偏偏有个别国家
不合时宜地干扰议程。此次会议上，菲律宾代表
就拿出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在国际场合大造声势，是菲律宾搅乱南海
的惯用伎俩。其实菲方很清楚，国际上尚未解
决的领土主权争议很多，包括东盟国家内部也
有一些未决问题，南海领土主权权益争端本是
双边问题，当事方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为了
抢占中国岛礁，菲偏要不失时机地在各类国际
场合大谈南海问题。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混
淆视听、吸引关注，对中国维护主权权益的正
当行为施加压力。

与菲律宾明显不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考虑的不是一己之私，而是事关各方的海洋问

题。中国出席缔约国大会代表团团长王民大使就
如何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提出中方三点主张，其
中第一点就是要树立海洋命运共同体意识。

领土主权争端不能绑架南海。事实上，南
海局势总体稳定，相关各国应加强交流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各国还须同舟共济应对
挑战。面对海盗及武装劫船、资源生态环境恶
化、海洋灾害频发等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独
善其身。在南海，海盗问题长期困扰航行安
全。就在上个月，一艘新加坡注册的油船在马
六甲海峡遭海盗持械洗劫，海盗抢走船上大约
2000吨柴油。事件更进一步说明，建设海上命
运共同体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

多年来，中国一直支持相关各国针对上述
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协作。由于海上抢劫、走
私和偷渡、毒品枪支贩运等海上违法犯罪活动
时有发生，中国多次举行研讨会，推动与东盟
各国海上执法机构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联合
打击海上跨国犯罪。中国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委托，在南沙永暑礁建设有人驻守的海洋气象
观测站，入编全球海平面联测网第74号站。该

站为过往南海的中外船只提供可靠的航海水文
气象保障，在减灾和海洋气象预报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不幸的是，当前有个别国家动辄炒作南海
问题，破坏南海和平与稳定；不但不配合中国
的合理倡议，反而对中国的贡献说三道四、肆
意抹黑。这种自私行为阻碍其他国家正常合
作，损害集体利益。个别国家与其频频炒作南
海话题，不如为地区和平做点正事。在海洋命
运共同体建设方面，各国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提出了建设性倡议，但这不是只靠中
国一方努力便能够实现的。相关各国须凝聚共
识，管控分歧，相向而行。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
所副所长）

关注海洋 各国应多干正事
■ 苏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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