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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我们这里是中国东方白鹳之乡、黑嘴鸥繁殖地，去年

以来还新发现了火烈鸟、白鹈鹕、勺嘴鹬。”当地负责同志

介绍，这些年通过退耕还湿、退养还滩，推进湿地修复，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

“到这里来的游客多吗？”总书记问。

“最多的时候年游客量60万，我们限定了每天最大游

客量。”

“要管理好，不能让湿地受到污染，也不能打猎、设网

捕鸟。”他嘱咐当地负责同志，“要把保护黄河口湿地作为

一项崇高事业，让生态文明理念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征程上发扬光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增光增色。”

在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大屏幕上，黄河口“水与

鱼”的变化曲线折射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

近年来，黄河口水质明显改善并稳定在Ⅱ类；与此同

时，鱼卵仔稚鱼密度从每立方米3.8个增加到了10.8个。

“你们的工作很有成效，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

的生态文明理念入脑入心了，大家认识统一了，也行动

起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欣慰地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

河，保护是前提，要有始有终、锲而不舍抓好黄河生态保

护工作。”

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沿黄群众最强烈的

追求是青山碧水、蓝天净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沿黄省区，

每每谈及黄河，都会提到“保护”二字。他一再强调，沿黄

河开发建设必须守住生态保护这条红线。

郑州座谈会后，有关地方和部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着力整治黄河流域“造湖大跃进”、支流“毛细血管”污

染、宁蒙段滩区“乱占、乱建”、非法采矿、非法采砂等突出

问题，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这次济南座谈会上，大家又不约而同谈到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问题，有成就，有经验，也有亟待解决的难题。

“水安全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灰犀牛’。”习近平总书记

列举了这样一长串数字：黄河水资源总量仅是长江的

7％，而承担了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50多个大中

城市的供水任务，水资源利用率高达80％，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

“尽管这样，用水效率仍然不高。西北农村曾经普遍

打水窖，水是家家户户的命根子，洗完脸洗完菜还要接着

用。”结合亲身经历，总书记接着说，“我们那会儿在陕北用

水，水舀出来，先舀一缸子准备刷牙，然后洗头洗脸再洗

脚。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打开水龙头就是哗哗的

水，在一些西部地区也是这样，人们的节水意识慢慢淡化

了。水安全是生存的基础性问题，要高度重视水安全风

险，不能觉得水危机还很遥远。如果用水思路不改变，不

大力推动全社会节约用水，再多的水也不够用。”

谈及水资源和发展的关系，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全方

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要精打细

算用好水资源，让水资源用在最该用的地方。

“要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

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坚持不懈抓保护生态环

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境界的体现，我们共产党

人做事就是要为了全人类、为了子孙后代。

蹚出一条新路
——“绿色低碳发展，这是潮流趋势，顺之者昌”

加快农业、能源现代化发展，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

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由于海水侵袭等原因，这里80％以上

的土地是盐碱地。近年来，通过生态化利用和种业创新，

盐碱地长出了产量高、品种好的多种耐盐碱作物。

农技人员介绍了示范区育种思路的转变——从治理

盐碱地适应植物，到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

总书记对此表示赞同：“这就像发展旱作农业，不是治

理旱地，而是要推广适宜的耐旱植物品种。”

沿着田间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边走边看。两侧平整广

阔的地块上，苜蓿葱绿，藜麦泛红，田菁长势喜人。

正值大豆收获季节，总书记走进田里，弯下腰来摘了

一个豆荚，剥出一粒大豆，放在口中细细咀嚼：“豆子长得

很好。”

农业部门负责同志告诉总书记，全国有15亿亩盐碱

地，其中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潜力。

“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守住，5亿亩盐碱地也要充分开

发利用。如果耐盐碱作物发展起来，对保障中国粮仓、中

国饭碗将起到重要作用。”总书记勉励道。

不仅农业要高质高效，工业也要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

基地。60年前，位于黄河入海口的胜利油田被发现，新中

国又一场石油大会战在渤海之滨展开。

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这里考察调研。

“当年我们是贫油国。新中国成立之初，搞石油大会

战，对当时我们国家在层层封锁下实现自力更生、搞工业

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咱们石油战线居功至伟、功不

可没！”

从激情燃烧的战天斗地，到与时俱进的科技创新，见

证了石油工业转型跨越发展。

在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科研人员向总书记介绍

了他们正在重点攻关的页岩油勘探开发项目，以及二氧化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关键技术。

“绿色低碳发展，这是潮流趋势，顺之者昌。”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对于我们石油能源产业来说，下一步就是要把

技术搞上去，不断提高生产能力、降低成本，同时按照绿色

低碳转型的方向，实现节能降碳的目标。”

为实地了解新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位于东营市莱州湾的胜利油田莱113区块，沿着铁

梯登上10多米高的钻井平台，察看设备运行情况，走进司

钻室同正在作业的石油工人亲切交流。

“铁人王进喜那会儿拿的是大刹把，看看现在的自动

化设备和工作条件。”总书记赞叹道。

海风阵阵，机器轰鸣。

习近平总书记高声勉励大家：“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

国家意义重大，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经济，

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希望你们再创佳绩、再

立新功！”

为了一份牵挂
——“看到你们安居乐业，我感到很欣慰”

黄河在山东奔流入海之前，河道自西南折向东北，加

之河床高于地面，极易发生凌汛。“三年攒钱、三年垫台、

三年盖房、三年还账”，曾经是黄河滩区居民艰苦生活的

写照。

上世纪70年代，东营市黄河原蓄滞洪区群众响应国

家号召搬迁至沿黄大堤的房台上居住。2013年起，东营

市又对66个房台村进行拆迁改造，目前已建设完成3个

安置社区。

搬迁群众住房、生活条件怎么样？有没有稳定收入？

总书记十分关心。

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驱车近一个小时，来到3个

安置社区之一的东营市垦利区董集镇杨庙社区，看望慰问

干部群众。

一排排楼房整齐排列，水泥路两旁绿树成荫，党群活

动中心、幼儿园、养老院、卫生室、健身室、青少年之家、超

市等一应俱全。

“基础设施很齐全。”总书记边走边看。

社区老年人餐厅里，午餐已经上齐：土豆炖排骨、白菜

豆腐汤，主食是馒头。

社区书记张麦荣告诉总书记，社区里60岁以上的老

人都可以来吃午餐，每顿两个菜，每天不重样儿，一顿只收

十块钱，低保、五保老人只收一块钱。

“土豆炖鸡、冬瓜炒肉、全羊汤……菜品不错啊，营养

有保障了！”看着墙上的菜单，总书记笑着说。

搬得出，还得稳得住、能致富。

草编加工合作社里，正在用蒲草编织书架的居民刘爱

英见到总书记十分激动。这份就在家门口的工作，刘爱英

已经干了近3年。

“这书架挺轻巧的，工艺很好！”总书记夸赞道。

刘爱英告诉总书记，靠着这手艺，一个月能赚1500

多元。

“现在社区里大家都不愁工作，年轻人出去打工，老年

人就近打零工，很多活儿都找上门来，还有针对中老年人

的保洁、保安等公益性岗位。”张麦荣在一旁补充道。

走进社区群众许建峰家，习近平总书记将三室两厅的

房子看了个遍：“房子质量好吗？”

“非常好！”

许建峰一边回答，一边拿出老照片，讲起自家两次搬

迁的故事：1978年，父辈那一代响应国家号召，从滩区搬

到了房台村，那是4间土坯房；2016年，在政府资助下，只

花了7万多元就搬进了120平方米的楼房。

“我父母常说，没想到住上这么好的楼房，变化太大

了，就像做梦一样。真心感谢共产党！”

社区广场上，掌声欢呼声响起，群众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就关心黄河滩区迁建问题。全

面开展搬迁、迁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总书记同乡亲们

说，“看到你们安居乐业，我感到很欣慰。”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看有哪些事要办好、哪些事必

须加快步伐办好，治理好黄河就是其中的一件大事。”

（新华社济南10月23日电）

本报讯（记者乔娅 高航）记
者近日从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

我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以来，通过实施森林、草原、湿地、

荒漠化治理、自然保护地优化、

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草原资源

管护等一系列生态修复举措，生

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2020年底，全省森林

面积已达到9901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到35%，划定基本草原

1671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达到73%，各类自然保护地276

处，面积140.14万公顷，湿地保

有量1413万亩，湿地保护率达

到43.88%。国家和省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232种，60%的物

种和80%的珍稀濒危物种及其

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国土绿化行动成绩斐然。全

省以“两山、两翼、三环、四沿”为主

攻方向，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

高标准抓住张家口冬奥赛区绿

化、雄安郊野公园和千年秀林建

设；深入开展“三创四建”活动，张

家口、石家庄、秦皇岛等7城荣获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26个县（区）

获得省级森林城市称号，1028个

村庄获得省级森林乡村称号。

林草资源得到有效管护。

全面推行林长制，从顶层设计方

面为保护林草资源提供全方位

安全保障。构建“天空地”一体

化防火监测体系，在全国率先建

成森林草原防火视频监控系统，

安装前端探头5549个，没有发

生过“进京火”和重特大以上森

林草原火灾。颁布《塞罕坝森林

草原防火条例》，以法治之力护

卫塞罕坝机械林场及周边地区

森林草原资源安全。印发《关于

加强张家口承德地区草原生态

建设和保护的决定》，加强草原

生态保护，维护草原生态平衡。

加大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力

度，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远低于

4‰的国家控制指标。严格林地

定额管理和用途管制，3046万

亩重点生态公益林、1317万亩

天然商品林得到有效保护。

湿地生态功能逐步恢复。

印发《河北省湿地保护条例》《河

北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

案》《河北省湿地保护规划

（2015-2030年）》，持续加大湿

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建设力度，

开展了退耕还湿、退化湿地恢

复、湿地补水、湿地植被与栖息

地恢复等湿地综合治理工程，实

施了衡水湖、白洋淀、北戴河、闪

电河等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湿地

生态功能逐步得到恢复，生物多

样性保护能力不断加强。

沙化荒漠化治理稳步推

进。坚持开展国土绿化、小流域

治理、草地建设等防沙治沙项

目，重点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

理、三北防护林工程、草原生态

保护、退耕还草、农牧交错带已

垦草原治理、国家水土保持等重

大生态建设工程，建设了防风固

沙林草防护体系，大大改善了全

省生态环境。初步调查，2020

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区草原植被

盖度达到78%，比2011年提高

15个百分点，坝上地区草原退

化面积同比缩减20％以上。

野生动植物保护效果明

显。建立了以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等为主的野外

生境保护体系，推动实施金钱

豹、麋鹿、朱鹮等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的救护繁育项目，禁止采

集、盗挖、破坏甘草、麻黄草、红景

天、金莲花、二色补血草（干枝梅）

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连续开展

“金网”“清网”“绿卫”等野生动物

执法检查和专项执法行动，依法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日趋

完善。按照分类科学、布局合

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原则，

高标准推进全省自然保护地整

合优化工作，初步构建了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组织开展国家湿地公园晋

升调整工作，规范日常管理，加

大资金支持，完善基础设施，强

化监督检查，不断加强与世界自

然基金会、保尔森基金会的交流

与合作，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严厉查处破坏海洋自

然保护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

法行为，全面提升了自然保护地

建设能力。

河北：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视点

金秋时节，在阜平县顾家

台村的山坡上，一个个红彤彤

的大苹果像一串串灯笼挂满枝

头。眼下正值苹果上市季，老

乡们正忙着采摘、拉运、分级包

装，一片繁忙景象。

“现在，我们村高效林果种

植面积约533.94亩，涉及全村

152 户 366 人，户均年增收

3128元。”红红的苹果不仅映

红了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

成灿烂的笑脸，也照亮了全体

村民脱贫致富的增收路。

阜平地处太行山深山区，

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贫困

发生率一度超过50%。站在山

岗，顾锦成指着连片的果园说，

过去乡亲们都是土里刨食，一

辈子就种玉米和土豆，完全靠

天吃饭。“这种模式太单一，在

前任村支书和村委委员们商议

下，我们村开始大力调整和优

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

顾家台村海拔高，生态环

境、土地和水资源条件好，且

山地昼夜温差大，具备发展

高效林果产业的自然条件。

“从2015年开始，村里先后流

转407亩山坡地，发展高山苹

果种植，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顾锦成说，产业覆盖全村各家

各户，村民可享受土地流转

金、打工薪金、股金分红“三金”

收益。

问及种植苹果给老百姓带

来的收入变化，顾锦成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按照每户流转2

亩多土地计算，每年土地流转

金有2000多元。现在，承包果

园的果农，每棵树挣管理费13

元，上交一级果每斤还能挣8

毛，刨去人工成本，一年下来能

挣4万多元，“这样的日子比高

山苹果还甜！”

谈话间，顾锦成顺手摘了

一颗已经成熟的“中秋王”苹果

递给记者。这款苹果，外观漂

亮、果实极大，平均单果重420

克，最大600克，肉质硬脆，香

甜爽口。“我们的果园大着呢，

除了南山果园的‘中秋王’，在

那头的八一果园还种植着‘王

林’‘富士’等苹果，一个比一个

甜、脆。现在这个季节果子都

下树了，经过果农们多次分拣

后，就会装车运往县城售卖。”

顾锦成兴奋地说。

现如今，顾家台产的高山

果在市场上已有一定的知名

度，销售渠道相对畅通，线上

通过832扶贫产业商城、本地

自媒体、长城新媒体等平台

直播；线下通过商超渠道以

保百集团、美廉好连锁超市、

惠友超市、石家庄北国超市、

京东集团食堂采购等拓宽销

售渠道。

穿梭在果实丰硕的果园，

一路上尽是乡亲们甜蜜而满足

的脸庞，这些苹果树已经成为

他们的“摇钱树”。农户通过流

转土地获得“底金”收入，农户

在园区就业，可获得“薪金”收

入；园区果树进入盛果期后，公

司与农户按纯收益分成，农户

可获得“股金”收入。

“现在村子越来越美了，来

的客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

好。”谈起接下来的规划，顾锦

成说林果业对顾家台村的发展

将持续发挥作用，“今后将借助

人文自然资源优势，通过专家

指导，争取亩产从现在的2000

斤涨到3000斤，更好带动大伙

儿致富增收，通过产业振兴推

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康义涵 朱昊明）记者从24日举行的石

家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石家

庄市23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该病例居住于裕

华区文河小区，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进行救治。截至24

日9时，转运隔离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者1935人。

石家庄市政府副市长张峰珍在发布会上说，疫情发生

后，石家庄市出动医务人员3600多人，对病例居住的小

区、工作单位，以及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者居住小区和工

作单位内的所有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截至24日9时，

采样519108人，出结果456767份，均为阴性。对排查出

的密接、次密接者一人一车进行了转运隔离，截至24日9

时，隔离1935人。石家庄市成立169支流调队连夜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目前，病毒来源尚不清楚，已将标本送至

河北省疾控中心进行基因测序。

又讯 截至10月24日19:00，石家庄市确诊病例李某

居住小区、工作单位及密接、次密接者的居住小区和工作

单位人员，共采样519108人，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顾家台村：苹果树变“摇钱树”
□记者 贾宏博 杨蕾

石家庄市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
已转运隔离1935人

顾家台村果农顾欣手捧刚采摘的“中秋王”喜上眉梢。

记者 贾宏博 摄

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本报讯 保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的莲池区、竞秀区共计10个闭环管理重点小区，共设

采样台117个，出动采样人员282人，动用检测机构7家，于

10月23日已完成第三轮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保定市莲池区、竞秀区10个闭环管理
小区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全部阴性

本报讯 从邢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获悉，10月23日，邢台市信都区主城区、襄都区开展

了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本轮核酸检测共采样869942

人，送检869942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邢台市信都区主城区和襄都区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全部阴性

（上接第一版）要求大家把好“大门”，严密排查重点人群，用

心用情做好社区管理服务，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他强

调，当前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会议调度部署。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四早”要

求，压实“四方责任”，筑牢“三道防线”，按照“快、准、全、严、

实、好”防控要求，做到精准高效处置疫情。要利用大数据

筛查、社区排查等手段，严密开展流调追踪，强化区域联动，

严格隔离管控，在最短时间内阻断疫情传播链条。王正谱

还来到疫苗接种点平山县体育中心，检查接种登记、信息录

入、留观等疫苗接种程序规范情况，与医卫、疾控工作人员

和接种群众深入交流，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继续加强组织，

扎实做好“加强针”接种工作，进一步筑牢免疫屏障。

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省政府秘书长朱

浩文参加调研检查。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从严从实从细做好疫情应对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