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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2023 年 8 月 15 日，是首个全国生态
日。

18 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
间，2005 年 8 月 15 日考察湖州市安吉县，
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
论断。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
理念。

为了祖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的足迹遍及神州大地：在重庆强
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山东强调
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确保黄河安澜；在
贵州察看乌江生态环境和水质情况；在漓
江之上关切桂林山水保护；在雪域高原叮
嘱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场深
刻的绿色变革，为美丽中国建设，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夯基
垒台、指明方向。

（一）绿色之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远山如黛、流水潺潺、竹林摇曳……
漫步在浙江安吉余村村，深浅不一的绿意
在眼前渐次铺展。

“今年生意特别好。”春林山庄的主人
潘春林边招呼客人边高兴地说，“从靠山
吃山，到富山养山，我们真正体会到绿水
青山就是我们的幸福靠山。”

20 多年前，因发展“石头经济”，余村
村的山变成“秃头光”，水成了“酱油汤”。
痛定思痛，村民们决定换种活法，相继关
停矿山和水泥厂，摸索如何不破坏环境也
能过上好日子。

2005年 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
平到余村村考察，得知余村村的做法后评
价这是“高明之举”，并首次明确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今，靠着良好生态环境，余村村的
农家乐生意红火，乡村旅游风生水起，竹
林碳汇让村里实现了“靠着空气能卖

钱”。余村村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岁月如梭。2020年 3月，一个春雨绵
绵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重访余村村，看
到村里的变化后欣慰地说：“余村现在取
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
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

一个小山村如同一扇窗，映射出习近
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

“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
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
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
作来抓。”习近平总书记说。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新时代中国坚定走上生态文明建设
之路。

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岷江
和金沙江在此交汇，长江始称“长江”。远
山叠翠，江水滔滔，岸边“共抓大保护 不
搞大开发”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2022年6月8日，三江汇流处，习近平

总书记驻足眺望，听取情况介绍。
当地负责同志汇报：宜宾市也曾面临

“化工围江、污染绕城”问题。近年来，通
过清退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关闭造纸小作
坊、关停江边挖沙场、减少污水排放等措
施，持续改善岸线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肯定，同时强调：
“作为长江上游城市，要强化上游担当，不
能沿江‘开黑店’、排污水，要以能酿出美
酒的标准，想方设法保护好长江上游水
质，造福长江中下游和整个流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经深入
人心，产业转型升级、沿江岸线整治、“十
年禁渔”等举措正在落地见效……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历史
性、转折性变化，重现一江碧水、两岸青
山。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也重塑和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

前不久，一封特殊的回信，让上海市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的垃圾分类志愿者们
备受鼓舞。 （下转第四版）

书写美丽中国新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8 月 14 日,
《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中华大粮仓”
众志成城护安澜——来自黑龙江的抗洪
一线报告》的报道。

连日来，受台风“杜苏芮”“卡努”影
响，“中华大粮仓”黑龙江省遭遇历史罕见
的洪涝灾害。

黑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迅速行动，坚
决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充分发动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

亡和洪涝灾害损失，坚决打赢防汛救灾
“遭遇战”“主动仗”。

黑土地上，一曲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抗洪战歌”铿锵响起。

众志成城守护安澜

入汛以来，强降雨侵袭黑龙江省，松
花江、牡丹江等流域防洪压力骤增，多条
河流形成了今年第 1号洪水，黑土地守牢

“中华粮仓”面临考验。

黑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围绕“人员不
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
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严峻的汛情，8月4日，黑龙江省
将省级防汛、水旱灾害防御、地质灾害三
级应急响应均提升到二级响应，组建军地
联合参谋部等 3个部门，全面加强指挥调
度和统筹协调，累计派出 25 个工作组指
导防汛抢险。

（下转第二版）

“中华大粮仓”众志成城护安澜
来自黑龙江的抗洪一线报告

□张克华
本报记者 姜斌 来玉良 刘畅

挠力河，发源于完达山脉北坡的七
台河市境内，一路流向东北，宛如一条碧
绿的丝带，串起三江平原11个农场，在饶
河县东安镇汇入乌苏里江。420 公里河
道沿岸的 16 万公顷区域，就是黑龙江挠
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品质生
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如何解决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
护、重点攻坚与协同治理、自然恢复与人
工修复、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的关系，近

年来，在北大荒集团的领导和支持下，黑
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所在分
公司、农场携手共行，积极推进湿地保护
修复，共建美丽生态家园，一份“挠力河
湿地答卷”正在三江大地徐徐铺展开来。

退耕还湿，“退”出来的“美丽风景”

“我开的这块地，这么点面积，怎么
就影响到国家生态了……”2015年，挠力
河保护区红卫管理站站长刘英杰在辖区
内开展退耕还湿工作时，常听到类似这
样的话。

7 月 29 日，刘英杰在现场指着效果
图上一块块标着黄色或粉色的方块说：

“这片区域过去都是耕地，如今还原成了
湿地。”

退耕还湿项目区内，水草丛生、满眼

绿意、广阔的河面波光粼粼，白鹭、苍鹭、
野鸭等水鸟或翱翔天空，或踱步水中，这
片生态好风景，正是退耕还湿“退”出来
的。

“刚开始宣传说明年这里就不能种
地了，很多人不理解，也不接受，这就要
讲究策略。”刘英杰说，“先是帮助种地户
转变思想，同时也要做好普法工作：不是
你一家，保护区内违规种地的大家都得
退。这里动植物多了环境就更好了，咱
们住在这里也舒心啊……”

春季，为了防止个别农户复耕，刘英
杰和同事们带着帐篷住进保护区，3公里
一个看护点，严防死守。“没水没电，只能
烧煤气做饭。5月初，夜里水杯里能结一
层薄冰。我们三点多就起来巡查，大伙
儿冻得直流鼻涕……”

“刚开始退耕时，地里都是野蒿草，
后来我们把原来的明堤、大坝都推平了，
水灌进来后湿地恢复就快了。”刘英杰笑
着说，“现在这里都是芦苇和小叶樟这样
的水生植物，将来肯定还能看到塔头
墩。”

2014 年以来，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
和保护区红卫管理站持续加大湿地管护
和退耕还湿力度，共退耕还湿2万余亩。

另一边，在挠力河保护区大兴农场
管理站，“堤内良田，堤外水草”的景象蔚
为壮观。

“这都是退耕还湿的成效。”大兴农
场党委副书记刘斌表示，“农场已退耕还
湿2.5万亩。虽然每年减少一些收入，但
是湿地面积的扩大，让这里的天更蓝了、
水更清了。” （下转第三版）

挠力河湿地，奏响流淌的

本报讯（记者吴玉玺）日前，
2022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考核结果已经国务院审定公布，
我省考核等级为优秀。这是国家全
面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以来，我省首次获得该荣誉，也是松
辽流域及东北地区第一个获得考核
优秀等次的省份。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省水利厅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治水思路，建立起省、市、县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三级考核体系，严
格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

2022 年，在用水总量控制方面，
全省用水总量为307.56亿立方米，达
到国家下达不高于363.3亿立方米的
控制目标；在用水效率方面，全省万
元 GDP 用 水 量 比 2020 年 下 降
10.63%，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比 2020 年下降 27.34%；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为0.6111，全面达到国
家用水效率控制目标要求。

近年来，全省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深入推进实施，坚持以水定
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水
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江河湖泊面貌持续改善，水资源优
化配置能力显著提升，为全省生态
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水资源基础支撑。

最严格水资源“国考”，我省获优秀

本报 14日讯（徐宝德 记者李
播）记者 14 日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获悉，14日14时，我省终止省级防汛
三级应急响应。

当前我省江河汛情基本平稳，
据气象部门预测预报，近期我省无
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依据《黑龙江
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指
决定于 14 日 14 时终止省级防汛三
级应急响应。

当前，受灾地区的工作重点已
转向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阶
段，相关市（地）、县（市、区）可根据
实际确定维持或调整防汛应急响应

等级。目前，全省自然灾害救助Ⅱ
级响应尚未结束，要做好灾情统计
核查、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

省防指提醒，防汛应急响应结束
并不意味洪涝灾害风险已经解除，下
一阶段仍是局地强降雨天气多发频
发期，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预
警和会商研判，强化隐患排查和巡查
值守，抓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和城
乡内涝等灾害防御，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要抓紧修复水毁基础
设施，随时做好迎战可能发生的较大
汛情准备。

我省终止省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本报14日讯（记者曹忠义）14 日，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省委副
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出席人工
智能与先进计算融合发展论坛的专家和
企业代表，并共同见证黑龙江省信创产业
项目签约。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
示欢迎，对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融合发展
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龙江振
兴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当

前，我省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
大战略部署，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

“八个振兴”，优化重构现代产业体系，着
力打造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
意设计产业等新引擎。黑龙江发展数字
经济基础条件良好、政策体系完善、应用
场景丰富，我们愿与业界朋友发挥各自优
势，进一步深化科研联合攻关，共建共享
产业平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持续拓展

数字农业、智能制造、智慧工厂等应用领
域，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为网络强
国、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省委省政府
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信创企
业搭建优质创新创业平台、提供高效服务
保障。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赛迪研究院
党委书记刘文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杨超斌、神州数码信创业务集团董事长韩
智敏等在发言中表示，黑龙江大农业、大

工业底蕴深厚，科教资源丰富，省委省政
府把发展数字经济摆在突出位置，体现了
制胜发展新赛道的前瞻思维和战略眼
光。将深度对接龙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积极提供咨询服务，加大投资合作力度，
布局更多优质项目，助力东北地区和龙江
振兴发展。

省领导张安顺、于洪涛、王岚、张亚
中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
活动。

许勤梁惠玲会见出席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
融 合 发 展 论 坛 专 家 和 企 业 代 表

共同见证黑龙江省信创产业项目签约

新华社哈尔滨8月14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
中 13 日至 14 日到黑龙江调研农业抗
灾减灾、秋粮生产和卫生防疫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强化责
任落实，抓紧做好当前农业抗灾救灾
和卫生防疫工作，全面抓好秋粮生产
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
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灾后无疫情、不出
现规模性返贫。

刘国中来到受灾较重的五常市和
尚志市，实地察看农业受灾救灾、水利
设施受损等情况。他强调，抓好农业
救灾和恢复生产是当前“三农”工作中
的一件大事。要抓紧抢排受灾田块积
水，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
科学开展生产自救，努力减轻灾害损
失。要迅速修复受损农田、水利等基
础设施，保障农业生产加快恢复。要
尽快落实农业救灾资金，及时做好保
险理赔，优化信贷服务，为新型经营主
体和普通农户提供针对性帮助支持。
要对受灾情影响的脱贫群众落实各项
帮扶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

刘国中走进主产区绥化市的农田
和农业科技园区，实地察看玉米、大
豆、水稻长势，并了解品种繁育、黑土
地保护、高产模式攻关等进展情况。
他说，当前未受灾害影响的地区秋粮
长势良好，要继续扎实推进主要粮油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抓好各项
稳产增产措施落地见效。要精心做好
病虫害防治和水旱灾害防御，努力把
秋粮生产的好形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丰收成果。

刘国中来到受灾村庄临时医疗
点，看望慰问受灾农户，深入了解饮水
安全、群众看病用药保障情况。他说，
当前一些村庄过水受淹，水质和环境
受到污染，容易发生肠道等传染病。
要加强卫生防疫知识宣传教育，做好
重点人群健康管理，严格饮用水水质
监测和食物卫生检测，强化畜禽尸体
无害化处理，坚决消除因灾引发疫情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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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多名被困群众一定要救出！”
沙河子镇25小时生死营救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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