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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抗击世纪疫情彰显“中国之治”优势

全国已完成全程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
超12亿人；2021年，中国经济交出全年增长
8.1%的优异成绩单；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1亿剂新冠疫苗……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挑
战，中国迎难而上、众志成城，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
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科学精
准抗击疫情，有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
世界看到“中国之治”的优势。

护佑生命
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

2月的苏州，天气依旧寒冷。
16日4时，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星

湾社区的社工们已经忙碌了起来——搭
建临时采样点，安置围栏、地面一米线、
指示牌……

自2月13日苏州发生疫情以来，当地
紧急拨付1.2亿元财政资金用于疫情防
控，关闭多个离开苏州交通通道，设置60
多个离开苏州交通防控查验点，持续优
化核酸检测方案，全面提升“采、送、检、
报”效率……

疫情防控，关键在一线。
当前，广西百色疫情社区传播链基本

阻断，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辽宁葫芦岛
绥中县对封控区内群众开展上门入户服
务，确保核酸采样“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每当疫情来袭，全国上下同心，以最
小代价、最快速度扑灭局部疫情。南京、
扬州、西安……疫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
重新焕发生机。

全力救治，不放弃一个生命——
从新生婴儿到百岁老人，不惜一切

代价，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在
生与死的考验中，党同人民始终心连心、
同呼吸、共命运，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以担当兑现庄严承诺。

动态清零，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面对德尔塔、奥密克戎等不断出现的

新冠病毒变异株，中国始终坚持“动态清
零”总方针，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加速病毒
溯源，第一时间启动重点地区风险人员核

酸检测，最大程度控制疫情扩散蔓延。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2000余家医

疗卫生机构可以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服务，总检测能力大幅提升。

各地发现疫情后，力争在最短时间内
控制住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我国不断完善防控政策措施，现
阶段仍将坚持“动态清零”策略不动摇。

精准防控，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成
效——

岁末年初，北京因冷链引起聚集性
疫情，春运叠加冬奥，人员流动更加频
繁，北京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内境外双重
风险……

北京果断采取措施，建议京津通勤人
员居家办公，倡导广大群众就地过年，确
保涉奥人员全流程闭环管理，对风险人员
精准实施健康宝弹窗策略……

如今，冬奥赛程已经进入尾声，赛事
组织、赛会服务、场馆运行、疫情防控等
得到各方点赞，彰显中国非凡的治理效
能和制度优势。

“（北京冬奥会闭环）是整个星球中
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对北京冬奥会闭环管理等防疫政策给
予肯定，他说，“只要大家都遵守团结的精
神，人人都作出贡献，即使是在新冠疫情
中，也能举办一场伟大的盛会。”

疫情大考下，中国始终坚持以最小
成本取得最大成效。

绿、黄、红三色健康码精确预警；大
数据、行程码助力精准流调；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对执行防疫政策明确提
出不得随意禁止外地群众返乡过年、不
得随意扩大限制出行范围等“五个不
得”……

每一个精准防控措施的背后，都是
生命至上的生动实践。

落实“四早”，提升疫情防范能力，第
一时间精准流调，大力推进疫苗接种
……中国通过多种措施筑牢抗疫“铜墙
铁壁”。

韧劲十足
疫情之下保民生、强经济、促发展

面对疫情大考，从“率先控制疫情”

“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到稳健
复苏经济发展，中国始终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彰显“中国之治”
的制度优势。

防控疫情，保供稳价不放松——
疫情防控阻击战亦是民生后勤保障

战。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保供稳
价，是抗击疫情的另一战线。

越是疫情面前，重要民生商品市场
越不能出现波动。

西安疫情发生时，有关部委及时启
动生活物资保障机制，协调周边6省份有
关部门建立对陕西联保机制，加大鲜活
农产品运往陕西的运输组织力度。

当奥密克戎变异株来袭，天津启动
全市群众生活供给保障应急预案。天津
批发市场、超市的蔬菜库存量迅速由供
应全市2天水平提高到3至4天，米面油存
量由20天水平提高至30天。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在极为严峻
复杂的疫情防控时刻，不少地方的农贸
市场实行“线上下单、零距离配送”，许多
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化身分拣员、配送员，
让“菜篮子”出得了村、上得了桌。

稳中求进，坚持高质量发展——
疫情防控成果为经济建设提供有力

保障，为营商环境提供坚实基础。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尽管全球疫

情形势严峻复杂，中国经济交出全年增
长8.1%的优异成绩单，连续多年稳居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中国
经济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稳得住疫情，才能活得了经济。
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达1.03亿，
个体工商户新设1970.1万户，外商投资
企业新设6.1万户。

疫情防控取得突出成果、市场主体
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中国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考”中书写出新篇章。
一列列中欧班列疾驰在亚欧大陆上；

世界经济寒潮下，进博会、服贸会、广交
会、消博会等国际经贸盛会吸引全球目
光；“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壮大……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

货物进出口总额39.1万亿元，同比增长
21.4%。

提出与相关国家采取共同举措，减
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中国正用
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

大国担当
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筑起免疫长城

2021年3月24日，新冠疫苗接种数
据日报制度启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始
每天在官网公布疫苗接种总数。

五条技术路线同时启动疫苗研发；
疫苗企业满负荷组织生产；全民免费接
种；在安全科学的前提下，不落下任何一
个群体……

截至目前，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
已超30亿。我国超12亿人已完成全程
接种，超过总人口数的87%，超4.5亿人
已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来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数据显
示，无论研发还是接种，我国新冠疫苗始
终处于全球第一方阵。

与此同时，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1亿剂新冠疫苗，成为
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全球使用的
疫苗中，每两支就有一支是“中国制造”。

抗击疫情，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
才能战而胜之。

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
况下，中国尽己所能向国际社会提供援
助。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联合生产；支
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
产权；同30个国家一道发起“一带一路”疫
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发起新中国成立以
来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

中国以“天下一家”的情怀、道义为
先的行动，履行了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
的庄严承诺，为消除“免疫鸿沟”、促进疫
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
出贡献。

中国以“生命至上”的理念，用信义
之举守护公共健康的人间正道，为人类
健康命运共同体筑起免疫长城。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20日电 沙海披
绿装，荒漠变绿洲。经过多年的综合治
理，作为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
生态功能区，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状况实
现“整体恶化得到遏制、局部好转”的历
史性转变，逐步形成一道抵御风沙、保持
水土、护农促牧的“绿色长城”，让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壮美。

库布其的蒙古语意为“弓上的弦”。
库布其沙漠总面积2790万亩，犹如一根
弓弦横亘在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市西北
部，这个被称为“生命禁区”的中国第七大
沙漠曾经是京津沙尘天气策源地之一。

在库布其沙漠深处一个名为“那日
沙”的地方，一根高十多米的标尺立在沙
丘上，标尺上每隔一两米悬挂一个年份
标牌，每个标牌反映了当年的沙丘高度，
最高点是2009年，向下依次为2012年、
2014年、2016年……

亿利集团治沙专家张吉树告诉记者，
他们采用风向数据法造林技术大幅降低沙
丘高度。这项技术利用削峰填谷原理，先

确定流动沙丘所在地的主风向，然后在迎
风坡四分之三的高度以下种植林木，未造
林的坡顶便会被大风逐渐削平，栽植林木
的地方得到固定。“10年来，我们利用此
项技术治沙160万亩，使库布其沙漠治理
区的沙丘高度平均下降三分之一左右。”
张吉树说。

据介绍，当地按照“先易后难、由近
及远、锁边切割、分区治理、整体推进”的
治理思路，坚持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
合，重点防治与区域防治相结合，研发运
用容器苗造林、迎风坡造林、水气种植法、
甘草平移种植、无人机飞播等治沙“黑科
技”，科学有效推进库布其沙漠治理。

目前，库布其沙漠已完成修复治理
873.3万亩，植被覆盖度由上世纪80年代
不足3%提升到53%，降水量明显增加，
沙尘天气明显减少，总体趋势向好。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郝
影说，库布其沙漠治理成效是内蒙古整
体生态修复治理成果的缩影。“十三五”
期间，内蒙古共治理沙化土地近7200万

亩，占全国治理面积的40%以上，约等于
3个北京的国土面积，实现了由“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地位极端重要，
但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境内分布有巴丹
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四大沙漠
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四
大沙地，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为集
中、危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内蒙古生
态状况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
展，还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
安全。

据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治沙造林处
处长张根喜介绍，内蒙古科学推进沙化
土地综合治理，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天然
林资源保护等多项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
程，实行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采
取人工造林种草、飞播造林种草、封沙育
林（草）等综合措施，促使沙区生态系统
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

张根喜说，内蒙古现已规划建设一

批不同类型的防沙治沙示范基地，带动
防沙治沙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
赤峰市翁牛特旗集中治理土地沙化危害
程度较重的区域，形成百万亩综合治沙
基地；锡林郭勒盟多伦县集中人、财、物，
建成百万亩樟子松基地；阿拉善盟利用
产业拉动建成百万亩梭梭林基地。

内蒙古把防沙治沙与发展地方经
济、增加农牧民收入紧密结合，探索出多
种类型的产业化防治模式，重点培育发
展沙生植物种植与开发利用、特种药用
植物种植与加工经营、沙漠景观旅游等
产业，走出一条“行政推动、政策促动、产
业拉动、典型带动”的防沙治沙新路子。

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3%，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恢复到45%，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减
少”，重点沙化土地治理区的生态状况明
显改善，部分地区荒漠变绿洲。

据悉，内蒙古现已将一半国土列入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规划到2035年，草
原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显著提升。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