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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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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高敬

这是 9 月 18 日拍摄的
“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
现场。今年是“九一八”事变
爆发 93 周年。9 月 18 日上
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
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上接第一版）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受鼓舞、倍加振奋。”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任王强表示，“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聚焦中

心工作、履行法定职责、发挥代表作用、建好

‘四个机关’，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助

力吉林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大代表肩负人民

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忠实代表

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当

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国家机

关要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健全联

系代表的制度机制，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

群众的内容和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催

人奋进。”功承瀛泰基层立法联系点是省、市

两级立法联系点，负责人迟日大表示，“我们

将牢记职责使命，全力履职担当，结合实际创

新实践，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制度体系、

打造工作阵地等，不断织密联系网络，畅通社

情民意表达和反映渠道，充分发挥立法民意

‘直通车’重要作用，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白玉晶是一名来自城市

排水一线的基层人大代表，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她干劲倍增，她说：“我

将坚定信念、不负重托，在为民履职中兑现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

严承诺。”

通化市人大代表初建美表示，“我将始终

关注百姓身边的事，走进百姓的身边，走进田

间地头，当好党的传声筒、政策的宣讲员，用

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在

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一切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

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

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密切联系。

省人大代表、吉林市昌邑区文庙街道天

胜社区党委书记樊晨表示，“我将时刻牢记使

命，履行好人大代表和社区书记的双重职责，

倾听群众呼声，察民情、纾民困、解民忧、献良

策，更好地履职议政，做好居民群众和政府的

桥梁和纽带。”

松原市人大代表、长岭县消防救援大队

政治教导员陈达表示，“我将继续在真抓实

干中比干劲、拼作风、破难题，不断在队伍建

设发展谋划上有创新思路、在推动上有创新

作为、在落实上有创新招法，培塑‘刀山敢

上、火海敢闯’的战斗精神，苦练救援技能、

提高应急本领，用实际行动当好党和人民的

‘守护人’。”

坚定不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上接第一版）随着一部部佳作纷至沓来，“扎

根人民、服务人民”的血液一直在长影流淌，

一个个人民电影的艺术之花在这里一开就是

几十年，创造了中国电影半个世纪的辉煌。

长影先后被中宣部等四部委评为“全国

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和“全国文化体制改

革先进企业”。2020年12月17日，长春电影

制片厂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近

两年来，长影参投出品了《满江红》《流浪地球

2》《志愿军：雄兵出击》《黄大年》《人世间》《抓

娃娃》等数十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佳作，十多

部作品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

奖、白玉兰奖、金鹿奖等重要奖项。

进入新时代，长影并未因历史的辉煌而

停滞不前，反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变

革，勇于创新。无论是“六个办影理念”的提

出，还是“有历史、正青春、见未来”的站位远

瞻，长影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不断探索电影

艺术的新领域、新形式。长影旧址博物馆以

互动短剧形式再现经典电影片段，吸引老中

青三代影迷沉浸式体验；长影世纪城打破次

元壁创建新IP，将多媒体现代演绎与悠远神

秘的古老神话相结合，打造的文化夜游产品

“圈粉”Z世代；改造后的长影老厂区，摄影棚、

混录棚、洗印间等标志性建筑“穿越”时光呈

现电影工业辉煌印记，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超百万人次……把红色教育游、电影工业游、

电影研学游相结合，“影视文化+娱乐游玩”的

联动体验让长影频频“出圈”，屡创佳绩。

未来，长影进一步盘活老厂区与早期建

筑等文物和工业遗产，精心打造旧址博物馆

地下延展馆、名人故居酒店、长影文史馆、电

影道具馆等重点工程，致力建设更完整的电

影工业遗址，更好传承长影文化、新中国电影

文化，为擦亮长影品牌、再创长影辉煌奠定坚

实基础。

在帕米尔高原上，巴依卡·凯力

迪别克一家三代接力护边的故事家

喻户晓。

亘古屹立的帕米尔高原，平均

海拔4000米以上，“天上无飞鸟，地

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

饱，六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袄”，这里

被视为“生命禁区”。

1949年12月，红其拉甫边防连

刚刚成立，马上就要执行边防巡逻

任务，可连队官兵却犯了难，这次巡

逻的目的地是被称为“死亡之谷”的

吾甫浪沟，路途因险峻而出名，只能

依靠牦牛引路，往返一次需要3个

月，路上还常发生雪崩、滑坡、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

若没有经验丰富的向导，官兵

们将寸步难行。就在这时，巴依卡

的父亲——塔吉克牧民凯力迪别

克·迪力达尔自告奋勇，当起了连队

的义务向导。此后的23年间，他带

领着边防官兵走遍了红其拉甫边防

线上的每一块界碑、每一条河流、每

一道山沟。

巴依卡说，从小父亲便教育自

己，正是边防官兵们夜以继日地守

护祖国边关，各族人民才得以安居

乐业。“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我

们给他们带路，只是做了自己力所

能及的事。”

1972年，父亲把这份责任传给

了巴依卡：“你要继续走我的路，为

祖国的边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巍巍昆仑，茫茫雪原。

巴依卡的足迹踏遍了帕米尔高原边防线，他被当地军民称

为边防线上的“活地图”，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无数次为边防官

兵化险为夷。

一次，巴依卡带着边防战士骑着牦牛经过开拉阿甫河。走

在最前面的他被一个大浪冲到一块石头上，腿部骨折，痛得几

乎晕过去。当时，另一名战士也被冲入汹涌的河水中，千钧一

发之际，巴依卡不顾伤痛跳入水中，硬是把战士拉了回来。但

很快他就不省人事，经过数小时的抢救才挽回了生命。

像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事，不知发生了多少次。

1986年，父亲凯力迪别克病重，可巡逻任务就在眼前，巴

依卡十分纠结。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心事，让巴依卡放宽心，嘱

咐他将精力放在巡边上。

巴依卡忧心忡忡地踏上了巡逻征程。他走后没几天，父亲

就离开了人世，被埋在了红其拉甫的山谷间，那是父亲特意要

求埋葬的地方，因为那里可以眺望到国门。

1998年6月，巴依卡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时常告诉

人们：“巡逻护边是国家的事情，也是牧民的责任。没有国家的

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

37年，700余次巡逻，行程超过3万公里……巴依卡遇到的

急难险情不胜枚举，但他从来没有退缩，从来没有停止守边护

边的脚步。

2009年，巴依卡像父亲一样，将这份责任和爱国守边精神

传承给了儿子拉齐尼·巴依卡。拉齐尼从十几岁就开始跟着父

亲一起巡逻，学习探路、查看地形等技巧。

巡逻路上，拉齐尼也总是走在最前面探路，一次又一次帮

边防官兵化险为夷。一直以来，他都是父亲的骄傲。红其拉甫

边防连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与巴依卡一家三代结下了

深厚的感情。

然而，2021年1月4日，却成了巴依卡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

那天，雪花落得纷纷扬扬。正在喀什大学参加培训的拉齐

尼在经过学校人工湖时，看到一名儿童落入冰窟。拉齐尼在伸

手去拉孩子的时候，冰面突然坍塌。他拼尽全力把孩子托出水

面，并用最后的力气将孩子往冰面推了一把，随后坠入冰冷的

湖中，生命定格在41岁。

噩耗传来，巴依卡心痛欲裂。但当获救小孩的母亲在他家

门口迟迟不敢进门时，老人出门将对方迎了进来。

“拉齐尼救人我并不意外，失去儿子我心里特别难过，但他

是为了救孩子牺牲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他告诉这位母亲，“虽

然他离开了我，但是56个民族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尽管年事已高，巴依卡无法再奋战在边防一线，但他依旧

用自己的方式“屹立”于高原上。

走进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提孜那甫村巴

依卡的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墙壁上挂满的一幅幅拉齐尼

的照片，每一个照片的镜框都被老父亲擦拭得亮亮的，挂得整

整齐齐。

这几年，到帕米尔高原观光的游客在听说这一家人的事迹

以后，都会自发来村里看望巴依卡。大伙儿围坐在摆满美食的

炕上，聆听巴依卡讲述护边时的艰辛故事，还有村里翻天覆地

的变化。

最让老人欣喜的是，2022年底，新疆首座高原机场塔什库

尔干红其拉甫机场正式通航，雪域高原帕米尔迎来首批“空中

来客”。曾经闭塞的高原，如今已四通八达。

“拉齐尼走了，我有义务承接他的职责，用我的讲述让孩子

们铭记，努力学习，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巴依卡目光

坚定地说。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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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18日从交通

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中秋节假期（9月15日至17日），全社会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2956.4万人次，日均20985.4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日均增长31.1％。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4257.3万人次，日均1419.1万人

次；水路客运量198.1万人次，日均66万人次；民航客运量

506.9万人次，日均169万人次。

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

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57994万人

次，日均19331.3万人次。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

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47549万人次，日均15849.7万人次；

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0445万人次，日均3481.7万人次。

中秋假期出行人数超6.2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