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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系
统部署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
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强调“把建设美丽
中国摆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突出
位置”，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
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新时代以
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科学指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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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同
时，也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
本缓解， 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
不稳固， 生态环境质量同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 同建设美丽中
国的目标相比，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 都还有较大差
距，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
重前行的关键期。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新征程上， 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保持战略定力， 增强历史主

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这样才
能让中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

今后 5 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
时期。 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
“国之大者”， 进一步激发做好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强大动力，聚焦问题、知
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中国。 必须
深刻认识到， 只有持续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
低碳转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
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推动城
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美丽中国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 才能以高品质生态环
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就要不
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持
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要坚持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
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深入推进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 要坚持把绿色低碳发
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
策，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着力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

性，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切实加
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 拓宽绿水青山
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 为子孙后代留
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积极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要坚持全国统筹、节
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
险的原则， 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 “1+
N”政策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能源体系，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提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 守牢美
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 要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 积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核与辐射安全
等， 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
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 健全美丽
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要统筹各领域资
源，汇聚各方面力量，强化法治保障，
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 推动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加强科
技支撑 ，打好法治 、市场 、科技 、政策
“组合拳”， 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础
支撑和有力保障。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
才能梦想成真。 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坚持不懈、奋发有为，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见到
实效， 我们就一定能绘出美丽中国的
更新画卷，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

安康日报社 宣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重要讲话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是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必须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把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作出一系列
重大战略部署。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
明建设是其中一位；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是其中一条； 在新发展理念中， 绿色是其中一
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
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
丽中国是其中一个。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新时代以来，
我们之所以取得生态文明建设巨大成就， 美丽中
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实现“四个重大转变”，根本
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

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党中央、国务
院近期将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系统部
署。 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
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必须深刻认识
到，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
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 负重前行的关键
期。 要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紧紧抓
住今后 5 年这个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 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
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

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 关键在领导干
部。 要抓紧研究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制，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
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 要认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责任清单，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要健全科学
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本
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 ”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是党
中央、 国务院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
大举措，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充分证明，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建得
好、用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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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要总结运用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制度建立实施以来的成果和经验， 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握重点和
关键， 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不断向纵
深发展。 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续
强化督察队伍建设， 为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
持生态环境保护队伍，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撑腰
打气。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 奋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
效，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我们就一定能不断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 7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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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监测到
鱼类 193 种 ， 比 2020 年增加 25 种 ；
2022 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 1249 头，
实现自 2006 年有调查统计以来止跌
回升的历史性转折； 制定退捕渔民就
业帮扶“暖心行动”工作实施方案，持
续巩固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成果……当
前，长江禁渔“三年强基础”进入收官
阶段，鱼翔浅底、人护清流的生态图景
徐徐展开。

日前， 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任马
毅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长江“十年禁
渔”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长江生态持续向好

“快看！又见江豚了！ ”在安徽的铜
陵、安庆长江沿岸，总有市民面对江豚
的出现兴奋不已，有“微笑天使”之称
的长江江豚是长江流域独有的物种，
曾一度濒于灭绝。

“长江禁渔已经初见成效，长江水
生生物资源恢复向好，经评估，长江干
流和鄱阳湖、 洞庭湖的生物完整性指
数较禁渔前提升了两个等级。 ”马毅表
示。

长江的区域代表物种资源恢复较
好，比如长江上游 2022 年监测到特有
鱼类 14 种，比 2020 年增加 4 种；部分
物种分布区域明显扩大， 长江刀鲚能
够溯河洄游至历史最远水域洞庭湖，
多年未见的鳤在长江中游及洞庭湖出
现频率增加。

长江生物多样性修复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 马毅表示，针对珍稀物种全生
活史的薄弱环节， 力争取得突破性进
展。 加强长江江豚主要分布区的栖息
地保护，突破全人工繁育技术。 对中华

鲟开展产卵场江段自然繁殖试验，防
止野外种群灭绝。 实施长江鲟自然种
群重建计划， 加大增殖放流和监测力
度，恢复长江鲟自然繁殖。

根据禁捕后资源恢复状况， 有关
部门将科学规范增殖放流活动， 防止
外来生物侵害。 针对部分禁捕湖泊水
库等相对封闭型水域内部分鱼类资源
快速恢复的情况， 开展生态捕捞和大
水面增殖渔业试点，坚持“一水一策”，
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管理规范。

渔民安置有序到位

55 岁的上海崇明人张红伟曾是长
江渔民，当了十来年的船老大。 崇明率
先全域退捕后，张红伟拆解渔船上岸，
凭借一技之长在崇明区农业农村委执
法大队找到一份新工作。 “捕鱼是为了
生计，护鱼是为了子孙，现在感觉身上
的责任更重了。 ”

截至 2023 年一季度，中央与地方
累 计 落 实 禁 捕 退 捕 补 偿 补 助 资 金
272.31 亿元， 有力保障了禁捕退捕资
金需求。 马毅介绍，目前沿江约 16 万
名有转产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
渔民实现应帮尽帮， 符合参保条件的
约 22 万名退捕渔民实现应保尽保。 已
有 4.4 万人开始领取养老金，占退捕渔
民总数的 20%左右。

各地充分发掘农业生产、 企业吸
纳等就业渠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开
发“护渔员”等公益岗位，确保退捕渔
民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禁渔效果怎么样，渔民生活好不
好是关键衡量指标之一。 我们认识到
很多退捕渔民年龄偏大、 劳动技能单
一， 对他们的总体保障水平还要进一

步提高， 要关心他们的就业、 子女上
学、重大病患情况，及时给予帮扶。 ”马
毅说。

避免“破窗”效应巩固禁渔成果

马毅介绍 ，截至 2022 年底 ，长江
流域 15 个有禁捕任务的省、直辖市共
有农业综合执法（渔政执法）机构 1079
个，持证执法人员超过 1 万人。 各地还
组建了渔政协助巡护员队伍， 巡护员
已有 2.5 万人。一方面补充了监管力量
不足， 另一方面提供了公益性岗位成
为退捕渔民转产安置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 落实禁渔工作的装备
力量明显提升。 截至 2022 年底，执法
队伍的船艇、 码头等装备能力达到禁
捕 前 的 2 倍 以 上 ，1066 架 无 人 机 、
10256 套视频监控设备等总体覆盖了
长江、鄱阳湖、洞庭湖范围。 未来会加
快实现“亮江工程”总体覆盖禁捕重点
水域。

马毅表示，遥控无人机、无人船偷
捕、GPS 定位下暗网等非法捕捞“新花
样”繁多，有关部门会不断加大监管力
度， 尤其是要防止部分人以休闲垂钓
为名、行生产性捕捞之实。

“长江‘十年禁渔’，范围这么广 、
时间这么长，不能产生‘破窗效应’。 ”
马毅说，“下一步， 我们会推动制定全
面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的长效政策
文件，健全禁捕退捕政策体系；研究制
定跨部门跨地区禁渔执法协作长效机
制，确保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
部门 3 年专项整治行动向常态执法监
管平稳过渡。 ”

（新华社上海 7 月 22 日电）

长江“十年禁渔”取得阶段性成果
———专访农业农村部长江办主任马毅

新华社记者 王辰阳

利民 惠民 靠民 积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标语

中医服务建设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