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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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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开展一系列具有
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我国生态文明
之路越走越笃定、越走越宽广，在中华大地上不
断书写新的绿色奇迹。

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

今年夏天，山西省右玉县苍头河畔，红旗口
村的30多亩集体林地里绿树成荫，前来露营的
游客扎起帐篷，尽享绿色生态之美。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
右玉县林木绿化率不足0.3%，群众饱受风沙之
苦。70多年来，右玉县干部群众持续不断植树
造林，林木绿化率提高到57%，将“不毛之地”变
成“塞上绿洲”。昔日沙地不仅种出一片片绿
荫，更“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好日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仅
8.6%，风沙肆虐、水土流失等影响群众生产生
活。上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绿化建
设，号召“绿化祖国”。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西北、华北、
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
林的战略决策，历时73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
行，要在祖国北方建设一道绵亘万里的绿色长城。

40多个寒来暑往，“三北”工程区累计完成造
林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森林覆盖率
由1978年的5.05%提高到13.84%，重点治理区实
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同时，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等，让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

如今，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
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
减少”。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4.02%，成为全
球“增绿”的主力军。

75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重塑，亿万人
民为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家园而不懈努力。

为便利孩子们利用暑假进行自然研学，广

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年设置
了一条“小小科学家成长之路”主题自然教育体
验径和一条以“自然森林”为主题的自然教育探
索径，让孩子们更加亲近自然、了解自然。

这个保护区设立于1956年，是我国第一个
自然保护区，保存了大片原始森林，生物多样性
得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
园、海洋公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

进入新时代，我国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实施52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长江十
年禁渔，推进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要部署。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
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如今我国正在建设全世
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目前，我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祖国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

污染防治成效日益彰显

9月7日是“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在今
天的首都北京，人们发现随手一拍就能得到“美
颜蓝”“漫画云”。

近年来我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的成绩，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尤其是北京空气治
理成效明显，被联合国环境署誉为“北京奇迹”。

回首来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从新中国成
立后开始孕育，上世纪 70 年代正式拉开帷幕。
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生态环境保护开始摆上国家重要议事日程。

改革开放激发了发展活力，但我国经济高速
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
境问题，一段时间内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

从确立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再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

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科研力
量，重点治理太湖、巢湖、滇池三大湖泊，大力治
理酸雨等污染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向
污染宣战。

2013年，“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
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

在城市，公交车不再拖着“黑尾巴”，新能源
汽车加速奔跑；在农村，北方地区数千万的家庭
告别散煤取暖，用上更清洁的取暖方式；在工
厂，超低排放改造让燃煤电厂更加清洁，建成世
界规模最大的清洁燃煤发电基地……

经过持续攻坚，2023年全国空气质量达标城
市共203个，占比达到约六成。蓝天白云成为常
态，我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2022 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
9014 亿元，而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每年仅有 25
亿至30亿元。

河湖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地表水优良水
质断面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23年，长
江干流连续4年、黄河干流连续2年全线水质保
持Ⅱ类。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家园更加健
康美好。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升城乡生活垃
圾集中收集处理能力，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如
期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
断增强。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今年9月10日，国家公园法草案首次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次从国
家层面针对国家公园专门立法。

法律制度，是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力量。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
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从1978年首次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

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宪法，到1989年
环境保护法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进入
法治化轨道。

进入21世纪，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环境保
护法律、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环境
保护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地方性环境法规
和地方政府规章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政
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及 30 余部生态环境
法律法规。特别是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
引入按日连续罚款、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
拘留、公益诉讼等措施，被评为“史上最严”的环
境保护法。如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已经
涵盖大气、水、土壤、噪声等污染防治领域以及
长江、湿地、黑土地等重要生态系统和要素，生
态环境法治体系得到完善。

印发实施《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几十项
具体改革方案，逐步建立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
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
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
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
任追究制度等基础制度，生态文明“四梁八柱”
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建立实施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污染防治攻坚战
成效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河
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责任
体系更加严密健全，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断增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
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
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我们必将书写出新的绿色奇迹。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不断书写新的绿色奇迹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生态环境保护成就综述

18 日，外交部发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
业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决定显示，美国近日再次宣布向中国台
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
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
九条、第十五条规定，中方决定对美国内华达
山脉公司、摇杆舵公司、立方公司、S3航空防
务公司、特科姆公司、文本矿公司、扁平地球管
理公司、ACT1联邦公司、埃克索维拉公司等9
家企业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一、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
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
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该决定自2024年9月18日起施行。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记者 18 日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
公室了解到，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日发
布公告称，自 2024 年 9 月 25 日起，停止执行
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
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相关农产品
进口关税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据新华社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停止执行对台
部分农产品进口零关税政策

美国又要向台湾军售

外交部：对9家美军工
企业采取反制措施

铁路部门回应“上百人有票没座”：

工作出现疏漏
已采取安置空闲座位等措施

人民公园东门小广场上，广场舞爱好者正翩翩起
舞，音量恰到好处。“两个立柱音响再加上立体化竖
屏，组成了智慧舞场系统。”人民公园智慧降噪设备运
营管理工作人员杨明杰介绍，这套设备运用了先进的
超声波定向传播技术，实现设备发出的声音被集中在
固定区域传播，这就能从声音源头控制噪音、优化公
共声环境。

近年来，成都市市级相关部门、属地街道、公园管
理方高度重视噪声扰民问题，多措并举，探索出一条
整治公园娱乐噪声的智治新路径，逐渐将“世界最吵
公园”转变成了一座安静美丽的园林。

随后，采风团来到全国首家聚焦“碳中和”的省级
实验室——天府永兴实验室，这里汇聚了全国碳中和
领域60余位院士专家学者，依托四川大学、西南石油
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重点单位共同建设。

“如何正确衡量电力生产、传输以及使用过程中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成为电力行业低碳发展的关键
性环节，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基础技术能力。”助
理工程师陈红湖介绍，团队开发了面向四川省的电
力能源系统碳流分析平台，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发
电企业、电网企业等提供量化依据、考核方法、决策
支持等服务。

聚焦碳中和领域多个关键技术精准攻关，天府永
兴实验室正通过有组织的科研串珠成链、集群成势，
助力地方绿色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背后，强化源头治理是重中
之重。采风团相继来到国家环境保护机动车污染控
制与模拟重点实验室（成都基地）、四川省成都危险废
物处置中心，探寻低碳环保绿色之“源”。

对标国际顶尖实验室，成都基地汇聚了国内外前
沿的检测设备，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质量管理体
系。从轻、重型整车到非道路移动机械发动机，成都
基地的检测能力覆盖了国六、欧六及美标等全球主要
排放法规的全项测试，还为未来标准的制定与技术创
新储备了充裕的扩展潜力，同时也积极构建“政产学
研用投”的深度融合平台。

群山环抱之中，四川省成都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正
如火如荼地运营。成都环境集团所属成都兴蓉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处置规模达
14.56万吨/年，通过焚烧、物化、稳定化/固化、填埋、综
合利用等先进处理技术，为成都市乃至四川省的工业
企业提供了一条高效、安全的危险废物处理途径。

邂逅“绿”满蓉城的硬核与诗意
在成都，当我们谈论生

态环境时，我们在谈论什
么？是伴着晨曦一起苏醒
的雪山“小确幸”，是科技引
领的低碳产业，还是鱼翔浅
底、步道延展的“公园自
由”？与这一话题不谋而
合，一场关于“美丽”的探寻
之旅近日在成都开展。

9 月 11 日—12 日，由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主办、成
都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与
对外交流合作中心承办的

“绘绿公园城 美丽成都行”
美丽成都——2024 年生态
文明媒体采风活动圆满举
行。采风团来到多个成都
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点点位，
在美丽成都邂逅“绿”满蓉
城的硬核与诗意。

“碳中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值得更多文学
创作者身临其境感受”“期待更多作家通过文学反映成
都生态发展”……脚上粘泥，心中有光，总行程约400
公里的采风活动圆满结束，20余人的采风团纷纷感叹
成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人与自然共处愈
发和谐。

“值得更多文学创作者走进来看山听水书写自然，
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中国作协会员、成都
文学院签约作家银莲分享了在小飞水点位创作的一首
三行诗——《西岭小飞水》：要下多大的雨/才配得上这
一趟大邑之行/天空把做了一半的中秋月饼/雪藏在小
飞水千丈流水之间。

“在实验室的采风引发了新思考，即文学如何展现
科技对生态的积极影响。”成都文学院驻院作家、“行脚
成都”创办人朱晓剑透露，成都市作家协会今年底将成
立生态文学专委会，期望更多作家通过文学来反映成
都生态环境的改善。

采风启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也让自然领域的互
联网大V们有了美好畅想，尤其是小飞水瀑布和云桥
湿地。

“作为一个观鸟爱好者，我最喜欢的当属云桥湿
地，本土鱼类昆虫顺应季节变化繁衍生息，自然就吸引
到更多野生动物安家落户。”“吃狗狗鱼”主理人陈豆豆
说，通过保留本土植物、遵循自然法则来营造可持续发
展的生境这点很赞，期待能进一步推广，吸引更多的野
生动物常驻、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一张张惊喜、期待的脸庞折射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成都践行。1微克1微克地守护“成都
蓝”；地表水断面优良水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均为100%；“碳惠天府”注册用户数突破280万……
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心中有数”。今年以来，全市生态
环境系统坚持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为统领，全力以赴守蓝天护绿水、凝心聚力拼经济谋
发展、千方百计办实事惠民生、慎终如始补短板防风险。

2024 年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一年。
成都将继续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创造高品质生活、促进
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成都
篇章。 彭贤阳 刘翊 供图 李晓宁

绿色发展正当时
蓝天绿水共守护

硬核的绿色科技之外，诗意的生态栖
居更是浸润心灵。

草木密盖的山腰，溪水飞流直下150
余米，山风拂过，阵阵水雾飘散……采风团
来到位于成都市大邑县西岭镇沙坪社区的
小飞水瀑布，西岭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钟鹏
介绍说：“它曾因为上下游修建水电站消失
多年，3年前电站拆除才重新出现。”

2020年，大邑县委县政府成立了西岭
雪山生态保护修复领导小组，大力实施西
岭雪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2021年，大邑
县结合上级发布的《大邑县大熊猫国家公
园小水电清理退出工作实施方案》，全面
关停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18座小水电
站后，消失数十年的大飞水、小飞水、水柴
溪等“千年飞瀑”胜景重现西岭雪山。这

背后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成果，也是
大邑县的生态价值转换之路。

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片区的野生动
植物种群数量迎来增长——区域内有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等5种、
大熊猫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8
种、猕猴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7
种……相关视频、图片在网络平台广泛传
播，当地生态旅游知名度显著提升。钟鹏
表示，下一步将加大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
大飞水和小飞水瀑布生态体验场景的建
设，让生态价值更好地转化为文旅价值。

往东北方向，采风团走进了成都的
“生物多样性宝库”——郫都区云桥村云
桥湿地。菱叶凤仙花、五月艾、蛇莓等植
物纷繁“伫立”，清澈的水面波光粼粼，不

时有飞鸟掠过……一路走一路看，采风团
被眼前的美丽景象震撼。

“2022年起，郫都区遵循水系‘自然恢
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基本原则和‘再
野化’的先进理念，采取基于自然力的湿地
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对湿地部分区域实施修
复，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平衡体系
得到恢复。”郫都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区域生态多样性的修复已取得阶段
性成效，比如建成40余个声纹监测和红外
线自动相机监测样线，利用调查监测结果
对植物丰度、动物种类、水源水质等变化情
况进行综合评价。

采风团深刻感受到了公众参与生态保
护的热情与力量。据了解，国家林草局湿
地中心、四川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研
究所等多家单位机构将这里作为调研基地
和志愿者服务点，围绕物种调查监测、人工
清除外来入侵物种、动物栖息地恢复等内
容，已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次数700余次。

从瀑布到湿地 修复保护更具科学性

尽显绿色“科技力”
从公园到实验室

行走“美丽成都”

18 日 ，上 铁 徐 州 车 务 段 就 网 上 反 映
“G8365次列车临时更换车体 部分旅客没有
座位”一事发布情况说明。

近日，网民发帖反映G8365次列车因临
时更换车体，部分旅客没有座位。经核实，台
风“贝碧嘉”过境江苏后，为满足旅客假期出
行需求，铁路部门统筹运用动车组资源，积极
组织列车恢复运行。9月17日，为保证连云
港站（徐州车务段管辖车站）至南京南站的
G8365次列车恢复开行，铁路部门临时更换
车体型号，在对座位进行置换过程中出现疏
漏，造成部分旅客已购车票未能置换成功。
列车工作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将
部分旅客引导至空闲座位乘坐、对原购买一
等座和商务座换至二等座就座的旅客下车后
组织退还差价等措施。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