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内拍摄的候鸟。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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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国务院、中
央军委日前公布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
待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4年
10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旨在保障国家对军
人的抚恤优待，激励军人保卫祖国、建设
祖国的献身精神，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新修订的《条例》共6章64条，修订的

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军人抚恤

优待基本原则。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待遇与贡献
匹配、精神与物质并重、关爱与服务结
合的原则。健全抚恤优待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确保抚恤优待保障水平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相
适应。

二是健全体制机制，适应国防和军

队建设新形势新要求。明确抚恤优待对
象范围和抚恤优待内容。明确管理体
制，规定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其他有
关机关、军队有关部门的抚恤优待工作
职责。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责任。完善
评定烈士、发放残疾抚恤金等工作的军
地衔接机制。

三是增加抚恤优待措施，加大服务
保障力度。规定抚恤优待对象享受社会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相应的抚恤优待

待遇。通过向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的遗
属增发抚恤金，邀请抚恤优待对象参加
重大庆典活动等措施增强荣誉激励。建
立关爱帮扶机制，加大对特殊困难抚恤
优待对象的关爱帮扶力度。

四是优化抚恤优待程序，提高服务
能力和水平。明确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
程序，保障抚恤优待对象合法权益。细
化残疾等级评定的程序，增加补办评定
残疾等级的情形。

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实施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是美丽
中国；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
明，亦是美丽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
念，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各地区各部门
的共同行动。

“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
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8月15日，我国迎来第二个全国生态
日。回望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如画般的生
态美景在大地上铺展。新的起点，祖国山
河点翠焕彩又有了新的注脚。

“京津绿肺”上空的科技护航
从事了7年的湿地巡护员工作，王宁

有了新“助手”。
5架小型无人机从机巢出发，飞往那

些巡护员曾用脚步丈量了一遍又一遍的
巡护路线。只需20分钟，无人机“队友”
就能飞完王宁日常要行走近三个小时的
巡护路。

这片位于天津市宁河区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七里海湿地，不仅是京津唐三
角地带最大的天然湿地，碧波下还掩藏
着大量古牡蛎等古地质遗迹，是世界三
大著名古海岸之一。

湿地边长大的王宁，最了解这里如
何从生机勃发到严重退化，再到缓慢恢
复的历程。

十多年前，七里海丰足的鱼蟹和美
景，吸引着承包户围“海”养鱼、“割据”湿
地，旅游开发的建筑物也不断伸入湿地
核心，无序开发让滩涂逐渐裸露，候鸟也
越来越少见。

保护，是从2017年开始的。王宁也
在这一年，正式成为一名生态巡护员。

历经多年生态保护及理念之变，随
着七里海生态修复工程不断推进，湿地
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和提升，保护环
境的手段也愈发多样。

今年，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管委
会决定搭建湿地生态系统的高效、精准
监控系统，首先引入无人机，对人力难
以巡护管理的水域、河道、苇地进行智
能巡检。

“这些天上的‘巡护员’，不仅可以及
时发现湿地异常，还可以对土壤、空气、
温度等进行精准化数据分析。”湿地管委
会主任田秀静说。

立秋前后，七里海迎来最美的时节，
新的候鸟季即将到来。“我们会通过无人
机巡检数据科学调控水位，让不同鸟类

更好地觅食。”田秀静说。
最新数据显示，七里海湿地区域鸟

类从十年前的182种，增加到了258种。
“今年，‘老朋友们’会看到一个更加美好
的落脚地。”王宁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发展
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
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
的美丽中国。”田秀静说，近年来，天津积
极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工作，提升湿地生
态功能，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天津市湿
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提出，到
2025年，天津湿地保有量总体稳定，湿地
保护率达到60%。

【新闻深一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从天津一片湿地的变化，可
以窥见我国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扎实步伐。用更科学、
更高效、更精准的治理手段，破解美丽中
国建设道路上的生态难题，正在成为大
家的共识。

雨林守护者的“底气”与智慧
十多年前，刚到海南霸王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作时，一份资料让工作人
员齐旭明感到震惊：海南热带雨林的旗
舰物种、神秘类人猿海南长臂猿，最濒危
时期只剩下不到10只。

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连片面积最大
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
曾在这里广泛栖息。随着人类耕伐开
发，莽莽雨林变得残缺，海南长臂猿数量
越来越少，21世纪初仅能在霸王岭发现
踪迹。

“从那时起，保护海南长臂猿的事就
挂在了我的心头。”扎根雨林“追”猿14
年，如今担任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霸王岭分局生态环境科科长的齐旭
明回忆，“由于当时缺乏制度保障，保护
工作十分不易。”

过去，海南热带雨林分布在9个市

县，涉及20余处自然保护地，许多山“一
岭跨多地”，属地不同、九龙治水；法律没
有授权，对非法入林猎伐和烧荒行为，
护林员只能一边“硬着头皮制止”，一边
想办法“赶着”海南长臂猿往雨林更深
处逃……

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方案》印发，雨林的一体化保护有
了更科学的准绳和依据。划红线、补树
种、搭廊桥，分散的自然保护地被整合，
破碎的栖息地开始“缝合”。国家公园管
理局还增设执法监督处，使执法监督工
作步入正轨。

2021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
式设立，开创了公安机关在园内行使林
业行政处罚权的先例。

今年5月的一天，霸王岭雨林监测系
统后台突发急促警报，正在值班的齐旭
明立即查看：红外相机传回的数据显示
疑似盗猎分子进山！

“盗猎者蒙着脸、走线娴熟，但还是
逃不过联合执法。”齐旭明说。在国家公
园工作人员协助下，海南省森林公安部
门和派出所合力，抓获了企图破坏雨林、
干扰海南长臂猿生活的不法分子。

“这种多方协调处置、精准高效执法
的模式，源于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体
系。”齐旭明说，“现在与非法入侵雨林者
斗智斗勇，靠的不只是眼睛和脚板，更是
一系列法规制度。”

制度护航下，海南长臂猿获得前所
未有的严格保护，种群数量已达7群42
只，成为全球长臂猿家族中唯一实现稳
定增长的种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是
我们坚定不移守护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
根本遵循。”齐旭明说，近年来，海南将国
家公园置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标
志性工程之首，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海南长臂猿也迎来了“新生”。

【新闻深一度】

海南长臂猿的保护和回归，是我国建
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的一个
缩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实施分区域、差异
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健全
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构建系统完
备、保护有力、运行有效、监管精准的管理
体系，成为协调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向。

传统产业的绿色“蝶变”
“在卫浴产品生产车间，没有工人、

没有亮光，生产设备却能自动运转，放在
过去，完全不能想象。”说起卫浴企业的
发展变化，九牧集团科牧核心部件厂经
理杨志阳直感叹。

作为“老卫浴人”，杨志阳对陶瓷卫
浴过去的制作过程印象深刻：“那时候，
产品烧制现场烟尘滚滚，工人们下班准
变‘小黑人’。卫浴行业还是出了名的

‘水电大户’，测试马桶、淋浴房的用水白
白流走，浪费很大。”

近年来，随着绿色化、数字化新兴技
术的应用，九牧集团逐步实现了生产环
节的节能减排。

在九牧集团精密注塑车间，数台自
动搬运机器人在车间与仓库间穿梭，注
塑机台上的机械臂搭载红外摄像头，自
动抓取物料。

“绿色改造前，每台注塑机的工位都
要装LED照明灯，一条生产线至少要装
上百盏。”杨志阳说，“现在‘机器人’干活
不需要光，仅这一项一天就能节约1000
度电。不仅如此，工厂屋顶还安装了4.5
兆瓦的光伏面板，厂区白天的用电，基本
能自给自足。”

在厂区水电管道内等隐蔽的地方，
能耗传感器正在监测每一道生产工序的
耗能。“每个生产环节用了多少水、多少
度电清晰可见。”杨志阳指着5G能源管
控可视化大屏上的“年度单台能耗”等数
据介绍，通过技术改造，工厂每年节约用
电超1亿度，碳减排超1.8万吨。

“在南安，像九牧集团这样通过技术
改造，实现降碳、节能、减排的企业还有
许多。”福建省南安市工信局局长黄子牙
介绍，全市有700多家水暖厨卫企业、10
万名产业工人，水暖卫浴是当地支柱行
业之一。

2021年至今，南安投入惠企资金1.5
亿元引导企业绿色化、数字化发展。目
前，当地已有100多家水暖卫浴企业通过
绿色化改造实现了节能减排，曾经“高能
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含绿量”不
断提升。 （下转03版）

点翠焕彩有新篇
——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