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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幸福感来自哪里？就来
自良好的生活环境。”环境就是民生，青
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
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
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
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记者近日深入多地走访调研发现，
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推动一项项生态环
境领域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以制度的力量
守护绿水青山，答好生态保护“必答题”。

明职责建幸福河湖
【基层故事】
湖水清澈，波光潋滟，近处绿树身影

绰约，远处堤桥相映成趣。尽管近期天
气转冷，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的月湖之
畔，不少市民或三五成群沿湖漫步，或携
亲朋好友一起在湖畔小坐，享受着冬日
江南的和煦阳光。

“一部宁波史，半部在月湖”。月湖
被称为宁波“小西湖”，始开凿于唐代，人
文底蕴深厚。然而在十多年前，月湖遭
遇了“水质危机”：一到夏天湖水便发绿
泛黑，不时弥漫臭气，游客经此不得不绕
道而走。

不只是月湖如此。曾几何时，因水
而名、缘水而兴的浙江，背上了前所未有
的“水包袱”——全省有6500公里河道
成为“垃圾河”，有5100公里河道成为

“黑臭河”。
河湖生态环境，既关系着整体生态

系统的健康，也关系着群众生活的幸福
感。

河湖污染，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
上。上游污染，到下游才能体现；岸上污
染，到水中才能体现；左岸污染，右岸也
能体现。在以往“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
岸”“九龙治水、各管一段”的分割管理体
制下，河流治污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针对这一难题，浙江省2013年决策
实施“五水共治”，率先全面推行“河长
制”，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
节水，开启浙江河湖系统治理之路。

自2017年起，月湖水生态综合整治
工作全面启动。水体，要全面清淤除磷，
种植沉水植物，引进水质净化设备；湖
岸，要结合“海绵城市”理念重新设计排
水系统，做好水土保护……多项工作齐
头并进，涉及多个业务部门，由党政领导
干部担任河湖长，成为推动工作的一个
硬招实招。

近年来，宁波市市级总河湖长、河湖

长名单都会向社会公布。当地有哪些重
要的河流湖泊、对应的河湖长是哪位党
政领导干部、联系方式等，都一目了然。
月湖也名列其中。

如今，这场水质保卫“攻坚战”已初
战告捷，月湖水环境已基本稳定在地表
水IV类水质标准，部分水质指标已达到
III类。

【新闻深一度】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
见》；2017年12月，《关于在湖泊实施湖
长制的指导意见》印发。

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
说：“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2018年
6月、12月，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这
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
生命的有效举措，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
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

通过实施河湖长制，很多河湖实现
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
到“管得好”的转变，推动解决了一批河
湖管理保护难题，河湖状况逐步好转。

常体检守绿水青山
【基层故事】
“环境好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多。”山

东泰安宁阳县磁窑镇磁窑西村村民王彪
说。

海子河是磁窑镇的“母亲河”。由于
化工园区工业污水长期直排入河，城镇
生活污水处理厂难以处置高浓度化工废
水，管网破旧造成雨污分流不彻底等原
因，海子河一度成为黑臭水体，污染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下水走一圈，腿肚子
都痒。”王彪说。

海子河的污染，也成为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一直关注的问题。

2017年，第一轮督察期间，群众就
曾投诉宁阳化工园区企业偷排废水，使
海子河臭气熏天，当地政府在没有彻底
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上报整改完成。

实际整改成效如何？督察组紧盯不
放。

2021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进驻山东期间，督察人员又一次来
到现场。督察人员检查发现，园区整改
不力，工业污水长期直排，环境污染问题
依旧突出。

海子河位于黄河下游。海子河的水
生态环境治理，是确保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失的一环。督察
组将海子河污染问题作为典型案例向全
社会进行公开通报。

2021年9月，当地市县两级党委、政
府专门成立海子河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专

班，强力推进海子河整改工作。
“救水”第一步，是控源截污。泰安

对海子河沿线所有排污口进行联合排
查，实施“一口一策”分类处置，聘请专家
团队对沿线34个排水口逐一制定整改
方案，逐口落实整改措施。

当地制定园区管网改造提升整体方
案，新改建管道12公里，将化工企业污
水管网通过专管单独接入磁窑污水处理
厂，取缔不合规溢流口，解决工业污水溢
流直排问题，实现园区工业污水密闭运
行，与海子河环境完全隔离开来。

为持续提升海子河湿地自净能力，
当地还大力实施海子河清淤整治，给污
染河段“大换血”，并在河底栽植了10多
个品种共70余万株水生植物，沿岸播撒
四季青草种2万余平方米。

如今，海子河再现绿水清波。当地
正在抓紧建设海子河湿地公园，让生态
红利惠及乡里群众。

“到了夏天，我们就又可以像小时候
一样，在岸边吹风散步了！”王彪感慨道。

【新闻深一度】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体制创新和
重大改革举措。从2015年底试点开始，
督察已完成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两轮全覆盖，并对一些部
门和中央企业开展了督察。督察敢于动
真格，不怕得罪人，咬住问题不放松，成
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两轮督察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环境效果。截至
2023年5月，第一轮督察明确的3294项整
改任务，总体完成率超过97%，第二轮督
察明确的2164项整改任务已完成6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23年11
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全
面启动，正在对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
海5省生态环境开展新一轮“体检”。

划红线护美丽家园
【基层故事】
今年57岁的白玛乔，是西藏林芝市

巴宜区立定村村民，也是雅尼湿地45名
管护员之一。

白玛乔守护的雅尼国家湿地公园位
于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处，被划入
了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每天上午9点，白玛乔准时带好工
具出发。修补围栏、阻止不文明行为、捡
拾垃圾……白玛乔通常要围着雅尼湿地
走上半天。管护途中，遥远的路程是考
验，顶着风浪划船巡查亦是家常便饭。

今年年初，白玛乔邻居家的窗户玻

璃被弹弓打坏，她和村民们担心使用弹
弓的人会伤害湿地中的珍稀鸟类。大家
立刻寻访周边村民，并且增加了湿地巡
逻的次数，还利用社交网络发布提示。

白玛乔说：“夏季的时候，为防止河
中沙洲有人盗砂、钓鱼等，我们管护员必
须划着村里集资买的牛皮船去查看，哪
怕天气不好也不能有半点马虎。”

随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湿地公园
建设推进，当地曾经的砂石厂关闭了，村
民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

之前这里的村民放牧没有规划，大
量养殖的牛羊造成植被破坏。现在村民
都放下牧鞭，有的从事生态旅游业，有的
发展起藏鸡养殖场、生态果园等产业。
村民每年还能收到国家发放的生态补偿
资金，生活越来越好。

更重要的是，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也提升了。以前牲畜粪便无人打
扫，现在村民们都会收回家中做肥料；以
前村民习惯随手丢垃圾，现在会主动捡
起各种杂物……

“雅尼湿地的生态越变越好，看到整
洁的环境，我心里很舒坦。我给孩子们
认真讲述这些年来管护工作中发生的故
事，更会叮嘱他们，未来一定要把雅尼湿
地建设得更加美丽。”白玛乔说。

雅尼湿地的变迁是西藏落实生态保
护红线制度的一个缩影。

在西藏这片雪域高原，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达到60.8万平方公里，全区50%
以上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零审批零引进“三高”企业和项目。
2016年至2022年，年均为群众提供生态
保护岗位53.77万个，累计兑现生态补偿
资金126.37亿元。

如今，西藏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99%以上，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100%，生态优势正不断
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新闻深一度】
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空间规划的

一条重要控制线，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的一项制度创新。

在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
我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格保护生态
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
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目前，我国
陆域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覆盖重要生态区域。

生态保护红线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城镇开发边界构成的三条控制线，已
成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
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进一步夯
实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基础。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以制度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总书记挂念的百姓身边改革事之生态环境篇

当前，全国多地迎来降温寒潮天气，
各类呼吸道疾病处于高发期。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如何发挥作用？临近年底人员
流动增加，公众如何做好防护？国家卫
生健康委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冬
季呼吸道疾病防治焦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
司副司长米锋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全
国医疗机构门、急诊呼吸道疾病诊疗量
总体继续呈波动下降趋势。数据显示，
12月22日，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
急诊呼吸道疾病总诊疗量较上周同期下
降8.2%，较高峰期下降30.02%。

据介绍，秋冬季以来，城乡居民尤其
是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明显增多，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前期应对新冠疫情
的有效做法，在对患者提供诊疗尤其是
儿科诊疗服务、分诊分流、重点人群健康
服务、疫苗接种、健康教育等方面继续发
挥重要的基础保障和服务作用。

“我们持续开展基层呼吸道疾病诊
疗情况每日监测，动态掌握变化趋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傅卫在发布
会上介绍，从11月26日至今，基层每日
呼吸道疾病诊疗量占全国医疗机构呼吸
道疾病诊疗量的40%左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
处呼吸道传染病室主任彭质斌在发布会
上介绍，根据我国12月11日到17日这一
周的监测结果显示，近期我国急性呼吸
道疾病开始呈下降趋势。总体来看，当
前急性呼吸道疾病呈现以流感病毒为
主，其他多种病原体共同流行的态势，其
中流感活动处于高位但略有下降，肺炎
支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活动呈
波动变化，新冠病毒活动处于今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专家研判认为，未来一周
急性呼吸道疾病可能继续下降，病原体
仍可能以流感病毒为主。

临近年底人员流动增加，公众如何
做好防护？彭质斌建议公众在做好呼吸
道传染病日常防护的基础上，应加强四
方面防护措施：一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期间，科学佩戴口罩，并及时洗手或
手消毒；二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严重
慢性基础疾病患者、孕妇、儿童等，尽量
减少前往人群聚集的旅游景区和公共场
所；三是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或出现相关
症状者，建议暂缓出行；四是大型聚集活
动的举办方应落实通风、消杀和健康提
示等责任。

据新华社

国家卫健委：门急诊呼吸道疾病诊疗量波动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