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9项约束性指标和污染

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超额完成，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保卫战取得重要成效，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2021 年如

期而至，“十四五”开局起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在这

样坚实的基础之上，向着更高远的目标奋进。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刚刚过

去的 2020 年，从三秦大地到汾河之滨，从东北黑土地

到洞庭湖畔，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调研，“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主题贯穿其中。“以对党、对历史、对人

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把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要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扬‘右玉精神’”……一

系列谆谆嘱托、重点部署，凸显着我们保持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为什么能坚守这样的战略定力？答案就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句话里——“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为民造福

的百年大计”。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一，就是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建设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山清水秀但贫

穷落后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生活富裕但环境退化也

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即使面临压力叠加的现实，即

使需要跨越常规性和非常规性的关口，也必须继续保

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把良好的生态环境

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

为民生优先选项，推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同时，在保

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通过科学的路径，按照科学的

部署，采取科学的方法，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

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

革，人人既是绿色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更好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就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全体人民的力量，推动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汇聚出强大的“绿色合力”。

所以，立足新发展阶段，如果你是巡查在一线的河长，应当挺起宽厚的胸

膛，守护好清清碧水；如果你是耕耘在田间地头的农民，应当积极投身乡村振

兴的火热实践，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丽的家园；如果你是拼搏在市场大潮中的

企业家，应当发扬企业家精神，强化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走绿色发展之路；

如果你是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应当将环保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从随手关灯、绿

色出行等点滴小事做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1年要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部署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

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当一个人的力量乘以14亿，就一

定能迸发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力，将决策与部署落到实处，让盎然绿色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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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周华，今年 48岁。出生在渔

船上，十几岁开始捕鱼，我对这片水有太

多的感情。

按照国家政策，2021 年元旦起，长

江重点流域水域实现全面禁捕。当初得

知要退捕上岸，很多渔民都担心生计。

2019年 5月，我响应政策号召，配合地方

政府签订退捕协议，上缴了全部渔船渔

具，开始了上岸生涯。

之前，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船上生

活，有住家船、生产船和辅助船等 5艘渔

船。薛家洼这片有渔民 50户左右，渔船

200 多条。刚得知长江禁捕的消息时大

伙儿心里都很慌。毕竟，我们祖祖辈辈

在江上捕鱼，在船上长大，岸上没有住

所，也没啥学历，不会别的营生。退捕

前，全家一年纯收入有四五万元。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长江捕鱼不是

长久之计，愿意为保护长江出力。在我

小时候，一网下去有几百斤野生鱼。近

十几年来，很多鱼都看不到了。听了政

府工作人员的禁捕退捕政策宣讲，我们

心里也就踏实了。退捕上岸后，我们能

享受到渔民上岸政策，得到渔船渔具回

收补偿，纳入退捕渔民社会保障，也享受

过渡期生活补贴。社保是我们最关心

的，宣讲说参保分三档，政府代缴 15 年

的养老保险费，如果选择高档次的会有

不足的部分，那部分由个人缴纳。

如今，我们一家住进了一套 99.5 平

方米的带电梯商品房。买房花了26.4万

元，其中 45 平方米享受优惠购房价，我

还用了政府发放的补偿金和自己的一些

积蓄。和船上的生活相比，现在的住房

宽敞，生活也更方便，有集中供暖，做饭

有燃气，使用大电器也不担心供电问

题。薛家洼区域住进同一个小区的退捕

渔民有六七户，大家都感觉居住条件改

善了。

过去，渔民生活排污、岸边的养殖场

与工厂让薛家湾这个长江岸边的天然港

湾脏、乱、差。随着渔民退捕与环境整

治，这里变成了滨江公园，很多市民会来

散步。退捕上岸后，我和一位同事一起

负责 3公里左右的江面巡护。队长告诉

我，护渔员是渔政队伍的“眼睛”，能帮助

渔政部门看得更清楚，平时的工作主要

是报告偷捕、江面保洁，每天工作8小时。

来到熟悉的江面，划着小船处理水

面漂浮垃圾时，我会有一种自豪感。跟

我类似，一些渔民退捕后难舍水上生活，

又因为了解长江、熟悉鱼类，在政府的安

排下当起了护渔员。护渔员一个月收入

有 3000 元左右，如果夫妻两人一起工

作，一年的收入基本和之前的捕鱼收入

持平。按照市里的政策，退捕渔民全部

按照现行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参加医疗保

险，享受同等医疗保障待遇。

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的日子会

越来越好。上了岸，在政府帮扶下，很多

年轻人学手艺找到了工作。我儿子一开

始送外卖，后来去工厂做车工，收入提高

了，每年还能攒下些钱。我们这一代人

从捕鱼到护渔，我们的下一代，终于不用

在水上漂泊，而能在岸上安稳生活了。

（本报记者 乔金亮整理）

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薛家洼区域渔民张周华——

护 渔 路 上 开 启 新 生 活

我叫周罗云，今年 58岁。眼下

正是黄金贡柚成熟的季节，我们村

里的黄金贡柚基地迎来了采摘季，

漫山遍野黄澄澄一片，颜色喜人。

每天来基地采摘订购的客户不少，

网上的订单不断，小小的改良山果

成为村里致富的“黄金果”。

除了黄金贡柚，还有锦绣黄

桃、黄金奈李、金秋梨、蓝莓等，我

们中山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四季果园，也是长沙市民近郊游的

“后花园”。

提起我们村的过去，我真是唏

嘘不已。“中山村”的轮廓恰好勾画

出一个“中”字，三面环山。隔着一

道道山，外界很难注意到我们，没

有投资，也没有项目。

空有好山好水，村民的致富路

却走得坎坷，年轻人离乡背井外出

打工，老人小孩在家，靠种地来赚

点微薄收入。我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1998年，我放弃在长沙市区红

火的装修生意，回村带领村民们闯

出致富的路子来。

要想富，先修路。村里的道路

硬化全面铺开，也因为修路欠下了

债务。如何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

银山”，不让乡亲们再“守着金山饿

肚皮”？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

徘徊。通过学习相关政策，借鉴别

人的成功经验，村子的发展思路逐

渐清晰：虽然二产和三产发展基础薄弱，但可以立足本村的

生态资源发展现代化新型种植养殖业！

2014 年初，听说一群大学生想种植蓝莓，正在寻找合

适的地方，我当即邀请他们来村考察。他们绕着中山村走

了一圈，被村里优越的自然环境打动了。200 亩蓝莓种植

项目落户中山，第一年就给乡亲们带来了近5万元的收入。

村子里水资源极为丰富，我们引进企业全年用恒温大

棚养殖小龙虾。水资源真正成了生财的活水。

企业进来了，产业兴旺了，中山村的致富路也就走踏实

了。目前，有6家特色种养企业入驻中山村，总投资6000多

万元，流转土地 4000 多亩。这些企业的到来，不仅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还让村民们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

在新年到来的时刻，我和村民们有更大的愿望：实现第

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打造山水、田园风光

的乡村旅游项目，将生态资源优势继续转化为经济发展优

势，走出一条绿色与开发协调、生态与效益统一的路子来。

（本报记者 谢 瑶整理）

我叫崔喜，从 1993年开始从事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已经 20 多年了。随着环境资源立

法日趋完善，我感到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日

益觉醒，环境资源纠纷逐渐进入法治化轨道。

从司法审判数据看，环资案件数量呈逐

年上升趋势。通过严格依法审理环境资源案

件，我们全面贯彻预防优先、修复为主的环境

资源审判理念，加强环境保护的力度，充分发

挥好环境资源刑事审判的威慑和教育功能。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对各类环境资源被

破坏后无法修复原地生态环境和资源不可再

生的案件，积极引导当事人采取各种方式进

行替代性修复，探索出“青山+”的环境资源

司法替代性修复之路，实现环境资源审判法

律效果与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院通过给付生态修复费、在媒体公开

道歉、义务护林员、义务河道管理员、增殖放

流、补植复绿等多种特定责任承担方式，建立

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

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做到惩治违法犯罪、修复

生态环境、赔偿经济损失“一判三赢”。

分享个案例。陕西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

一名普通农民王某，祖祖辈辈都住秦岭山里，

平时在山上采伐树木、捕猎小动物作为生计

来源。直到 2009年因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他才意识

到破坏秦岭野生动植物资源要受刑事处罚。

经过法官释法，王某明白了秦岭的资源

应该受到保护。非法猎捕一只斑羚，他应向国

家赔偿 50000元的野生动物资源费。可是，他

家当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弟弟患尘肺病，还

有年迈多病的父母需要赡养，根本无力承担

赔偿责任。经安康铁路运输法院与当地政府

协调，由王某以劳务代偿形式赔偿国家野生

动物资源损失，即在当地林业站义务担任护

林员五年，折抵50000元赔偿款。

考虑到王某家的实际情况，林业站给他

安排的工作任务并非每天都要巡山，而是每

个月四到八次，闲时他可以在家干农活、照顾

家庭成员。

劳务代偿由犯罪分子在实际居住地无偿

提供公益性劳动，从事护林员、护河员工作，

不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挤占当地公益性

岗位编制配额，给相关工作增加了人手，由检

察院和法院对他们进行监督。

定额定时完成 2020年护林任务的王某，

不仅对其曾经的犯罪行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和反省，回村后还给乡亲们“以案释法”，宣

传国家保护秦岭生态资源的法律法规，让村

民吸取自己的教训，一起保护秦岭生态环境。

这些年，我们积极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

业化建设，依法审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

政案件。通过设立“秦岭”“安康”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基地，加强黄河、汉丹江等重点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司法协作，落实生态损害赔偿制

度、创新替代性修复机制。2021 年，我们还要

落实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追

究制度，继续助力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李万祥整理）

我叫张仁涛，今年 55岁，干水土

保持这一行已经34年。

你看，我拿手轻轻一拨，一把紫

色土就松松地抓在了手心。这种紫

色土，在宁化西北部乡镇都很常见。

人口快速增长、缺煤少电、过度

砍伐，一度让宁化县成为福建最严重

的水土流失区之一。2011 年，福建

省遥感普查显示，宁化县水土流失面

积 53.8 万 亩 ，占 县 域 总 面 积 的

14.8%，尤其是紫色土流失，面积大而

集中、流失程度强烈、治理难度大。

紫色土缺氮但含有丰富的磷、

钾等元素，适合油茶树生长。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时候，整片山上能看

到的唯一绿色就是油茶树。但是传

统油茶的耕作方式采取顺坡垦复，

遇上雨季反而会加速水土流失。我

们当地老百姓曾感叹说：“（此山）一

无毛、二无皮、三无肉，只剩下光骨

头（母岩）。”

满目荒山，两手空空，怎么办？

人工治理和生态修复双管齐下，封山

育林护林监管、禁烧柴草进行燃料补

助，根据水土流失的不同情况采取不

同的治理技术。简而言之，就是因地

制宜，滴水穿石，决不放弃。

对侵蚀劣地水土流失 ，“草灌

乔+竹节沟”是一种常见的治理技

术。先在山坡上每隔 3 米就沿等高

线开挖一条水平的竹节形蓄水沟，沟

间配套鱼鳞坑。再在鱼鳞坑内种植

马尾松、木荷、香樟等乔木，在外延的

土埂上点播草种和灌木。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

始种树活不了，需要以草先行，慢慢

形成草、灌木、乔木三位一体的综合

生态体系来治理水土流失。光靠这

项技术，我们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就超

过 10万亩。土壤有机质含量逐渐增

加，水源涵养能力及防洪能力明显增

强，过去的荒山秃岭，如今林深叶密。

守好绿水青山，才能换来金山银

山，我们探索出了水土流失治理与油

茶产业发展相结合、撬动民间资本参

与水土流失治理的新路子，将分散承

包经营的山地集中转租到村集体，引

进承包大户成片治理开发，引导农户

以山地、油茶林等入股，鼓励群众自

愿组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成立油茶

专业合作社经营油茶林地。

2020 年，宁化县获批第四批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我知道

这份成绩有多不易，久久为功，生态

修复才得以实现，环境才能持续良

性发展。2021 年，我们要继续打好

水土流失治理攻坚战，推进生态县

建设，滴水穿石的精神和干劲绝不

能松。

（本报记者 薛志伟整理）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崔喜——

创新环境修复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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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宁化县水土保持中心副主任张仁涛——

让荒山秃岭变得林深叶密

江西赣州市章贡区近年来大力开展生态建设，打造“城市绿肺”，已形成水域湿地2.94万亩、林地31.6万亩，图为八镜公园。 刘寅超摄（中经视觉）

治理保护结合

乡村城镇共建

本版责编 陈莹莹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

镇全面推行河长制和美丽乡

村、美丽城镇创建，将治理和保

护相结合，实施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设施提升改造，定期组织

党员志愿者巡逻河道、山林、监

测水源，美丽的自然生态景观

吸引了游客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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