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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全林

春天故事多精彩，两会节奏拨心

弦。近些年，生态环境保护一直都是全

国两会热议的焦点之一，代表委员们对

持续优化生态环境、积极推进绿色低碳

转型、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格外

关注。“向污染宣战”“建设美丽中国”“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蓝天保卫战”“科

学施策、标本兼治、铁腕治理”“绿色消

费”“碳达峰、碳中和”……一系列热词层

出迭现，彰显出人们对美丽中国的向往。

唱响绿色进行曲，美丽中国展新

景。绿色是当今中国最鲜明的底色。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领域顶层设计系

统构建，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取得新成效，生态保护监管持

续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美

丽中国的新图景正在铺展。2021年，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为87.5%，全国水质优良水体比例为

84.9%。蓝天、碧水、净土，一个都不少。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国推动生态

环境保护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

前所未有。经过持续的努力，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全局性变化，绿色发展

理念深入人心，经济社会加速绿色转型

和低碳发展的局面开始显现。

顶层设计促突破，绿色发展奏凯

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绿色发

展、绿色生活等新理念转化为一系列政

策，党的十九大将污染防治攻坚战列入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之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

生态环境实现了全局性、历史性、突破

性好转。我国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并不断扩大覆盖面，激活了全社会保护

生态的积极性；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

禁渔全面启动，渔民退捕上岸，长江得

以休养生息；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

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首批国家

公园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区域的整体

保护。就去年来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确定的生态环境领域8项约束性

指标顺利完成，生态环境安全监管取得

进一步成效，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持续提

升，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有力推进。山

水相融、生灵共处、草木共生，显著提升

了社会幸福成色。

发展转型开新局，“双碳”目标入人

心。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义不容辞的大国责

任。以“双碳”为抓手，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开启全面绿色变革。我国的生态环

境问题，根本上还是高碳的能源结构和

高耗能、高碳产业结构的问题。“双结

构”调整，挑战前所未有。生态环境治

理需要足够的战略定力，敢于顶住“阵

痛期”，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严格落实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置换。

去年，我国压减粗钢产量超过2000万

吨，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

下降5.5%，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通过加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能

源、交通、城乡建设等领域绿色发展已

成主流；持续加大太阳能、风能、氢能、

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技术研发和应用，新

能源占比不断攀升，能源结构调整有序

推进。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可

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

千瓦大关，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43.5%。各行各业绿色低碳发展浪涌，

加快了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势能

强劲。

留住绿水青山，方能赢得未来。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美

丽中国的目标必将实现。

背景：
近年来，一些网络暴力现象引发全

网关注。网民的“声浪”很可能变成伤

人利刃，互联网的高度普及让更多人身

处这种潜在威胁之中。如何避免“网络

正义”变成“网络暴力”？今年全国两会

多位代表委员就网络暴力治理发声。

值得注意的是，发声的代表委员横跨法

律界、文化界、企业界，显现出网络暴力

日益泛滥的普遍性和对其治理追责的

紧迫性和广泛关注度。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

生：目前我国在遏制和打击网络暴力方

面，还存在法律法规适用性衔接性不

强、被害人维权成本高以及平台主体责

任缺位等诸多问题。国家应完善网络

暴力的相关司法解释，针对打击网络暴

力进行专门立法；加大对网络暴力责任

主体的惩治力度，将情节严重的案件纳

入公诉；明确各监管部门职责权限，落

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有效提升网络暴

力应对效率。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建湖县天

和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共青团

江苏省委副书记（兼）鲁曼：当前我国没

有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专项法律，需要

通过专项立法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违

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治安处罚及刑事责

任，并提高全社会反网络暴力的法律意

识和维权观念。建议采取事先预防与

事后救济相结合的方式，要先从规制网

络平台入手，在法律中明确平台的事先

审查责任。

@《北京青年报》：以专项立法遏制

网络暴力，既是现实需要，也是民意呼

声。制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就预

防和惩处网络暴力等一系列问题作出

具体化、明确化的规定，不仅可以进一

步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

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提高法律法

规的适用性、衔接性和实操性，还有助

于提高全社会反网络暴力的法律意识

和维权观念，推动“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深入人心。

护好美丽中国鲜明底色护好美丽中国鲜明底色

如何避免如何避免““网络正义网络正义””变成变成““网络暴力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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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

■潘铎印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今年全国两

会上，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

伍，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一些代

表委员认为，近些年，一些地方乡村振

兴活力不足，有的农村缺人气、缺活力、

缺生机，必须引起重视，下大力气解决。

人才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资源。乡土人才源自民间、长于故土、

利于百姓，是助力乡村振兴最忠实、最

稳定、最前沿的宝贵人才资源。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基层

党委政府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

位置，深耕细培乡村振兴的肥沃土壤，

涵养良好的人才生态，坚持用人才振兴

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之源，以乡土人才

“出圈”助力乡村振兴出彩。

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各地各

部门必须开发乡土人才资源，既要引进

专家教授、科研人员等高端人才，更要培

育掌握一技之长的“土专家”和沾满泥土

气息的“田秀才”。各地基层党委政府要

坚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以慧

眼识珠的眼光对外引才、就地取才，加大

农业科技领军人才等的引进培养力度，

引导其通过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转化等

助力乡村振兴。重视挖掘乡土人才，要

把有文化、有能力、有技术、有贡献、有创

新的乡土人才选拔出来，以乡土人才为

核心，汇聚起乡村振兴所需的各种资源

要素，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各类

人才来书写。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我们既需要引进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也

需要发现能工巧匠、乡土艺术家，既需要

有号召力的带头人、有行动力的追梦人，

也需要善经营的“农创客”、懂技术的“田

秀才”。各地基层党委政府要优化乡土人

才干事创业环境，让土生土长的乡土人

才、四面八方的下乡人才留得安心、干得

舒心、发展更有信心，用蒸蒸日上、大有可

为的前程愿景，坚定他们扎根农村的决

心。要着力构建积极开放有效的政策环

境、支持创新创业创造的工作环境、营造

尊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社会环境，让广阔

的乡村天地成为人才干事创业的热土。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必须破解人

才瓶颈的制约，支撑各地基层党组织积

极推动农村人才评价机制变革，树立实

践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健全农业农村

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服务

等体制机制，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

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加强人才培

养，开展好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等培训，

培养一批乡村治理能人、农村致富带头

人和新型职业农民，打造一支强大的乡

村振兴人才队伍，以人才振兴夯实乡村

振兴之基。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气旺则乡村

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

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

乐业的家园，就要始终强化人才振兴硬

支撑，鼓励更多人才积极投身振兴乡村

的伟大事业，为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

美好蓝图贡献智慧和力量。

退税减税退税减税

对小微企业的存量留抵税额

于6月底前一次性全部退还，增量

留抵税额足额退还；对小规模纳税

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3月5日

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实

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预计

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其中

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退税资金

全部直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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