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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紫薇公园生态图。 唐明业 摄

过去十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更是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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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层设计上，把“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美丽
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在制度
创新上，持续健全市场机制，设立国家绿色发
展基金，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
交易，全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在具体行动上，树牢“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纳入三
大攻坚战，实施长江十年禁渔，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这十年，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
伐，中国以“大国担当”交上了一份厚重的“绿
色答卷”。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党的二十大
报告深刻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加快
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定意志和不变决心。迈上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要继
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使之贯穿生产生活的方

方面面，让美丽中国既有更高的“颜值”，又有
更快的绿色发展“速度”。

具体来说，首先，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不断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通
过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
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
具体路径，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其次，要进一步打通“两山”双向转换通
道，促进产业升级，做强“生态+”经济。尤其是
要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
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

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再次，要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

发展之路。既要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城市黑臭
水体，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推进城乡人居
环境整治，不断提高“绿色含量”；同时，又必须
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健全耕
地休耕轮作制度，持续提升我国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稳定性。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美丽中国，人人是受
益者，更是参与者。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
信，只要不断按下绿色发展“快进键”，持续步
入生态文明建设“快车道”，就一定能够让“绿
水青山”写满中华大地。

和 谐 共 生 绿 满 大 地
何 莉

（上接1版）
——积极开展重点流域水环境

综合整治行动，首创“一河一警长”
机制。完成包括枫江溪在内的 6 条
黑臭水体治理，关闭水源保护区内
采砂场30余个，清理一二级饮用水
保护区内“僵尸船”200 余艘；设立
市县乡村四级河道警长2908名，覆
盖全市所有河道……

2016年以来，邵阳共查处各类
环境信访举报投诉 11217 起，法定
期限内办结率100%，已办结的信访
件回复回访率100%，满意率在90%
以上，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2020 年，邵阳交办重点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办结率为 97.3%，名
列湖南省第一。2022 年，邵阳的公
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达93.53%，人民
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持
续增强。

科技赋能，生态环保有作为

“不好！一群孩子误入景区珍稀
野生植物保护点！”

2022年10月6日，邵阳市生态
环境局的工作人员通过监控视频发
现了这危险一幕。事发地自然环境
复杂，孩子面临一定危险，也可能给
附近的珍稀野生植物带来伤害。监
控人员立即启动响应机制，景区工
作人员接到信息后，3分钟内赶到现
场，及时排除了这起社会和环境隐
患。

“在邵阳，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被
纳入‘智慧城市’管理范围，并与公
安‘天网’全部联网。通过监控中心，
我们可以实时观测全市城乡的环境
保护问题。”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党组
成员、总工程师李一介绍。

科技赋能，让邵阳的生态文明
建设有了一道安全可靠的屏障。如
今，邵阳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县两级
大气、水、土壤等主要环境要素监测
网络。从 2020 年起，邵阳对全市 51
家年度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在线监
控，联网率、传输率均达100%。全市
核定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点
位）52个，完成长江经济带14个地
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13个土
壤环境监测点位设置，并按要求有
效开展监测。

今年 8 月，邵阳市北塔区陈家
桥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频繁响起土
壤湿度警报——原来，由于持续干
旱，产业园内的蔬菜处于严重“饥
渴”状态。获知警报后，产业园的生
产机构立即启动应急措施，钻出一
座蔬菜灌溉专业井，确保每天都能
为当地保供9吨以上的新鲜蔬菜。

近十年来，在科技手段的助力
下，邵阳高度重视生态功能区建设，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目前，该

市已有包括城步在内的7个县被列
入国家或省重点生态功能区；2020
年，新宁县被生态环境部授予“第四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
绥宁县被授予“湖南省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称号；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顺利通过国家林草局组织
的第三方机构综合评估验收。

群众参与，“邵阳滩主”成美谈

在邵阳，每天清晨和傍晚，总会
有一群“红马甲”活跃在城区的资江
和邵水两岸。除了捡拾垃圾，他们还
时常提醒垂钓者和锻炼身体的市
民：“请把垃圾带走，保护河滩环
境。”这些“红马甲”，正是邵阳特有
的“邵阳滩主”。

此前，在开展巡河护河行动时，
邵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联合会
的工作人员发现，古城邵阳（地处资
江和邵水交汇处）在守护水美岸清
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守护母亲河，2021 年 5
月，该联合会创新推出“邵阳滩主”
制度，即以各大桥梁为界，将资江、
邵水城区地段划分为 27 个相对独
立的网格，动员协会骨干成员自愿
认领，担负起保持“滩位”良好面貌
的责任。其间，各个“滩主”还自掏腰
包，在当地环境、河道、市政等管理
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制作和竖立
起醒目的“滩位”标志牌。

一年多来，“邵阳滩主”们坚持
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到各自“摊
位”捡拾垃圾，并针对河岸倾倒、河
滩种菜、偷排污水、私建围挡、随意
野泳等河流管理的“顽瘴痼疾”开展

“随手拍”活动，有效形成了全民保
卫“母亲河”的良好局面。

朱加援和杨润君夫妇经常带着
3 岁的小孙子参加净河护滩行动，
如今，小孙子已经成为年龄最小的

“邵阳滩主”；出租车司机简波雄携
妻子王亚平和一双儿女，常年用心
地维护责任区域的环境卫生和生活
秩序，在“邵阳滩主”中堪称楷模
……随着净河护滩活动的深入开
展，“邵阳滩主”中相继涌现出一大
批“夫妻档”“兄弟连”“父子兵”“姐
妹花”“祖孙军”“邻居队”和“同学
族”，在当地传为美谈。

今年5月27日，“邵阳滩主”净
河护滩志愿服务项目获评环境保护
湖南省“十佳公众参与案例”。“想不
到，我们‘邵阳滩主’果真‘摊’上为
子孙后代谋福祉这件大事了！”邵阳
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联合会会长
李志明感慨。

据悉，邵阳市现有登记在册的
环保公益组织100多家，成员30000
余人。他们与专业环境保护工作者
携手并进、互为补充，发展壮大为一
支不可小觑的环保力量。

看看！！万物和谐共生的故事在这里上演万物和谐共生的故事在这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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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一群孩子误
入景区珍稀野生植物保
护点！”

2022 年 10 月 6 日，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的工
作人员通过监控视频发
现了这危险一幕。事发
地自然环境复杂，孩子
面临一定危险，也可能
给附近的珍稀野生植物
带来伤害。监控人员立
即启动响应机制，景区
工作人员接到信息后，3
分钟内赶到现场，及时
排除了这起社会和环境
隐患。

“在邵阳，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被纳入‘智慧
城市’管理范围，并与公
安‘天网’全部联网。通
过监控中心，我们可以
实时观测全市城乡的环
境保护问题。”邵阳市生
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
工程师李一介绍。

科技赋能，让邵阳
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了一
道安全可靠的屏障。如
今，邵阳已经初步建立
起市、县两级大气、水、
土壤等主要环境要素监
测网络。从2020年起，邵
阳对全市51家年度重点
排污单位实施在线监
控，联网率、传输率均达
100%。全市核定地表水
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点

位）52个，完成长江经济
带14个地表水水质自动
监测站建设、13 个土壤
环境监测点位设置，并
按要求有效开展监测。

今年8月，邵阳市北
塔区陈家桥现代农业综
合产业园频繁响起土壤
湿度警报——原来，由
于持续干旱，产业园内
的蔬菜处于严重“饥渴”
状态。获知警报后，产业
园的生产机构立即启动
应急措施，钻出一座蔬
菜灌溉专业井，确保每
天都能为当地保供 9 吨
以上的新鲜蔬菜。

近十年来，在科技
手段的助力下，邵阳高
度重视生态功能区建
设，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
清单，交出了一份精彩
答卷：目前，该市已有包
括城步在内的 7 个县被
列入国家或省重点生态
功能区；2020年，新宁县
被生态环境部授予“第
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称号，绥宁县被
授予“湖南省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称号；湖南
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顺利通过国家林草局组
织的第三方机构综合评
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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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垃圾，他们还时常提醒垂钓
者和锻炼身体的市民：“请把垃
圾带走，保护河滩环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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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处）在守护水美岸清方面还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
了更好地守护母亲河，2021年5
月，该联合会创新推出“邵阳滩
主”制度，即以各大桥梁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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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环境、河道、市政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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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环境卫生和生活秩序，在

“邵阳滩主”中堪称楷模……随
着净河护滩活动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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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夫妻档”“兄弟连”“父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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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27 日，“邵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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