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向标
fengxiangbiao

周刊主编 李将辉
收稿邮箱：shengtaizhoukan@shengtaizhoukan@163163..comcom
编辑电话：(010)88146851
本版责编 / 王硕 校对/胡颖 排版/张玮

52021 年 8月 26日 星期四

第584期

lvsezixun

绿色资讯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主任李伟：

弹指一挥近60年，塞罕坝从荒
漠沙地变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
花的世界、林的海洋、鸟的乐园”，最
根本的就在于塞罕坝人始终牢记修
复生态、保护环境的历史使命，塞罕
坝的奋斗历程，也恰恰体现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高波：

塞罕坝林场的建设史，就是一
部艰苦的创业史、奋斗史。塞罕坝
精神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是干出
来的”。当前，我国综合实力显著
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也要看到，我
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
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斗争更加复杂严
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
繁重。因此，我们更要学习塞罕坝
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不断推动各项事业向更
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全国政协常委，中油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兰云升：

塞罕坝的历史探索与现实实
践，对“两山”理论作出了三个
方面的现实阐释和印证：即“穷
山恶水也能变成绿水青山”“只有
恢复绿水青山才能有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
近 60 年间，几代塞罕坝人伏冰卧
雪，将荒山秃岭修复成“华北绿
肺”，起到了庇护河北、护卫京津
的重要作用；2019 年，塞罕坝天
然山泉水、文化旅游、医疗康养
等绿色产业增加值达 44%，使得
后人享受到生态环境优化带来的
福祉。塞罕坝的实践展现了“两
山”理论作为一种生态保护理论
和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和
深远性，指明了一条遵循自然规
律、坚持生态优先、探索绿色引
领的发展新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墨西
哥原大使邱小琪：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系

统工程，需要坚持不懈地付出和
努力。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先进事
迹表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
底，切忌搞“一阵风”、持“三
分钟热度”、做“表面文章”。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
有 完 成 时 。 在 此 漫 漫 历 史 征 途
中，我们要坚持把战略定力挺在
前 面 ， 以 此 坚 定 信 心 、 凝 聚 力
量、增强韧劲，把生态文明建设
不断推向前进。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科
技质量与信息化部主任钱天林：

政 协 委 员 既 是 政 治 荣 誉 ，
更 是 社 会 责 任 。 政 协 委 员 作 用
发 挥 得 好 ， 就 能 影 响 和 带 动 所
在 界 别 和 身 边 的 一 批 人 ， 产 生
良 好 的 示 范 效 应 。 因 此 ， 我 们
在 围 绕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建 言 资 政
的 同 时 ， 还 要 利 用 政 协 委 员 的
影 响 力 和 话 语 权 宣 传 推 介 国 家
政 策 和 像 塞 罕 坝 这 样 的 先 进 典
型 ， 形 成 推 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强大正能量。

塞罕坝精神的感悟和启迪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记者从
生态环境部获悉，25日，第二轮第
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
动。组建 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 （以下简称督察组），分别对
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 5
个省，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中
央企业开展为期约 1个月的督察进
驻工作。

督察组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坚持
严的基调，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精

准、科学、依法督察。重点督察省级
党委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党中央、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决
策部署情况；省级有关部门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落实和担当作为情况，地市
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落
实情况。重点督察中央企业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
院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履行
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情况，执行国
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措
施、规划标准情况。

在督察中，将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
记有关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指示批示件的
办理情况；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情况；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重大国家战略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贯彻
落实情况；碳达峰、碳中和研究部署，
严格控制“两高”（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盲目上马，以及去产能“回头看”
落实情况。

督察组表示，对地方，还要重点关
注重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生态环境
风险及处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
问题立行立改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认识、责任落实等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落实情况等。对中央企业，还要重点关
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及其他重
要督查检查发现问题和中央媒体曝光问
题的整改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管
理、环境守法和落实生态环境社会责任
情况；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运行
情况等。

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
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

今年以来，云南象群北移、东北虎跑到了老百姓家中……这些事件
引发公众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关注。大家发现，野生动物出现在人类活
动区域的频率似乎变高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野生动物保护、与当地人的安全、生产生
活怎么平衡？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草局“十四五”规划编制组组长陈嘉文对
此作了相关回应。

陈嘉文解释说，一些野生动物频繁出现在人类活动的区域，主要有
三点原因：

一是因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力度不断加大，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数量不
断增长。随着个体数量的增加，有的需要寻找新的领地，有的需要更大
范围的觅食，导致了种群向外游荡和扩散。

二是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质量还有待提高。与完全自然演替形成的栖
息地相比，目前的栖息地很多是经过森林采伐、农业开垦或者人工造林
的，导致承载力没有纯天然的高。

三是栖息地完整性不够。由于工农业的开发建设，栖息地被割裂、破碎
化较严重，致使野生动物在迁徙时出现在了人类活动的区域。

陈嘉文指出，未来将通过三方面的举措更好地处理人与野生动物和
谐相处的问题。

一是科学划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边界。针对一些大型的、凶猛的野
生动物，设置防护设施和缓冲带，防止种群侵入；对小型动物管理，将
侧重于做好安全防护知识教育，适当开发一些防护器材。因为目前采取
的一些措施（比如建设围网、种植隔离植物，或设置缓冲地带等）对鸟
类和蛇类这种小型动物，有时会产生影响。

二是改善栖息地生境，提高种群承载力。根据主要保护对象的生物
学特征，对栖息地进行近自然改造，妥善解决栖息地破碎化问题；并完
善野生动物的食物链结构，做好水源管理。

三是发挥政策多渠道保障作用，主要是发挥补偿、保险、救济作用，维
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依法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合理确定补偿标
准和方式；引进保险机制，把野生动物伤人的情况纳入保险范围；发挥民
政救济的兜底保障作用，防止因为野生动物损害致贫返贫的现象。

陈嘉文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家林草局将重点采取三项举措，
推进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

一是实施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对大
熊猫、亚洲象、海南长臂猿、东北虎、中华穿山甲等48种极度濒危野
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继续实施抢救性保护，划定并严格保护重要栖息地，
连通生态廊道，重要栖息地面积增长10%。开展大熊猫、普氏野马、麋
鹿等野生动物野化放归，加强野外救护基地和遗传资源基因库建设。

二是加强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实施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制修订分类管理、人工繁育等管理办法和标准规范。建立多部门
信息交流与联合执法机制，加强互联网犯罪监管执法，严厉打击非法交
易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是构建监测评估体系。开展物种专项调查，建立“天空地”一体
化监测体系，特别是在鸟类迁徙路线要设立保护站点，开展鸟类环志和
志愿者护飞行动。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防范和降低亚洲象、熊、野猪
等野生动物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致害风险。

野生动物“出镜率”变高
好事还是坏事？

本报记者 王硕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自然资
源部执法局局长崔瑛在24日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山西省晋城市
高平市政府干预土地执法事件。通
报指出，高平市自然资源局违规审
批临时用地、卫片（利用卫星遥感监
测技术手段制作的图片）图斑判定
不实、弄虚作假、执法履职不力。此
举是为了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自然资源部组织对2020
年土地卫片执法数据异常的7个县
（市）进行了实地核查，复核了2020
年土地例行督察和媒体反映线索涉
及土地卫片执法弄虚作假、图斑判
定不实等典型问题。

崔瑛表示，山西省晋城市高平
市2020年土地卫片执法共有判定
不实图斑172个，应判定为新增建
设用地违法但地方未如实填报的图
斑163个，监测面积4470.62亩，其
中耕地面积3776.49亩。将核查认
定新增建设用地违法纳入问责统
计，高平市违法占用耕地面积
3777.02亩，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
例为82.2%，达到问责标准；高平市
所在的晋城市违法占用耕地面积
3883.09亩，违法占用耕地比例为
30.82%，达到问责标准。

除此之外，自然资源部核查发
现，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政府主导
卫片填报弄虚作假，河曲县自然资
源局以临时用地方式违规批准采矿

用地，卫片图斑判定不实、弄虚作假、
执法履职不力；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政
府支持、默许卫片填报弄虚作假，迁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卫片图斑判定不
实、弄虚作假、执法履职不力；山西省忻
州市宁武县自然资源局以临时用地方
式违规批准采矿用地，卫片填报弄虚作
假、对违法用地整改不力，在配合检查
过程中伪造会议记录、篡改材料弄虚作
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自然资源局有
组织、成规模地伪造临时用地批文，弄
虚作假，应对卫片执法，规避问责；辽宁
省大连市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主导违法占地，瓦房店市、长兴岛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执法履职不力。

崔瑛还通报了河北省沧州市任丘
市钢结构厂房典型问题；河北省廊坊
市固安县某公司牡丹园项目典型问
题；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某公司铁路
专用线项目典型问题；山西省大同市
平城区永定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项目
典型问题等37个典型案例。

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要切实履
行耕地保护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管地
用地，严格保护耕地。地方各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
三，规范卫片执法图斑判定标准，加强
数据审核把关，坚决杜绝填报不实、弄
虚作假等行为，确保数据成果质量。自
然资源部也将加大数据审核力度，对
发现弄虚作假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自然资源部通报土地卫片执法弄虚作假典型问题

塞罕坝这片林是最好的教科书塞罕坝这片林是最好的教科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硕王硕

8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察看林场自然风貌，看望护林员。在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塞罕坝人”长期以来的坚守和奉献，并鼓励塞罕坝人要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
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这不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为塞罕坝精神深情点赞。
早在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塞罕坝林

场建设者的先进事迹,号召弘扬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在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颁奖。
让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塞罕坝，背后是时代的风云变迁和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

300年前的塞罕坝，曾经
是清朝的“木兰围场”，草木
丰美，猎鹿成群……但之后
由于历经战乱、山火和掠夺
性采伐，到20世纪60年代，
塞罕坝变成流沙遍地、草木
稀疏之地。“黄沙遮天日，飞
鸟无栖树”成为当时的真实
写照。

而 距 此 180 公 里 的 北
京，当年几乎年年遭遇沙
尘。为了遏止沙漠逼近北
京，涵养京津地区水源，同
时也为了满足发展对木材的
需求，1962年，当时的国家
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
型机械林场。

随后，来自全国 18 个
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
中专毕业生，响应国家号
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
罕坝，与原有3个林场的242
名干部职工，组成了369人的
创业队伍，拉开了塞罕坝林
场建设的大幕。

他们最先面对的是恶劣
的自然环境——白毛风一
刮，面对面都看不到人；零

下40多度的气温，晚上睡觉的时候得穿着棉
衣棉裤、戴着棉帽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帽
子、整个被窝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霜……

除了环境，创业历程也充满了坎坷。因缺
乏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的成功经验，
1962年和1963年塞罕坝机械林场连续两年造
林成活率不到8%。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接
连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大片松林被摧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塞罕坝人靠着坚韧
不拔、不服输的精神将一棵棵树种下；并不断
发挥聪明才智，创新了适合高寒地区的育苗技
术、种植技术，提高造林质量与速度，将森林
覆盖率从建场之初的11.4%增长到如今超过
82%，成功营造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

2017年12月5日，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
会上，河北塞罕坝林场的代表捧起了地球卫士
奖杯——这奖杯奖励的是三代塞罕坝人在50
多年间，人工造林112万亩，植树近5亿株，
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这50多年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林场发
展条件的转换,林场人也无缝切换发展主题,在
传承创业初期宝贵精神的同时,不断为塞罕坝
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第一代林场职工开山种树,给荒山
织就了一件绿衣；作为第二代林场职工,我们
的使命就是让这件衣服更结实、更耐穿。”今
年51岁的安长明是林场第13任党委书记。如
今，在他的带领下，10万余亩石质荒山全部
实现绿化。特别是启动了抚育盲点“清零”和
资源培育优质高效工程，开创了全国自然保护
区抚育经营先例。

同时，他还带领全场职工脱贫攻坚，依托
森林资源走绿色发展之路，使周边4万多百姓
受益，帮助2.2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

2020年，塞罕坝机械林场以集体名义获
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塞罕坝机械林
场已成为当地的“绿色银行”。据统计，每年
七八月份来到塞罕坝的游人能达到60多万，
带动周边群众开展农家乐，每年能实现收入6
亿多元；利用林场的绿化苗木优势，周边群众
也种植绿化苗木4400多亩，总价值达到7亿
多元，每年能给群众增加收入1.4亿多元。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指
出，塞罕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
部分。全党全国人民要发扬这种精神，把绿色
经济和生态文明发展好。同时塞罕坝要更加深
刻地理解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
业，在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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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全国政协与塞罕坝林
场也“情缘深厚”。

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国政
协对我国的生态问题极为关注,
组织了关注森林宣传活动，并围绕
相关议题持续进行专题调研。

2002年，政协九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专题讨
论“防治土地沙化问题”。为准备
这次会议，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关注森林组委会主任赵南起率队和
有关部门的同志到京津周围地区做
实地调研，塞罕坝林场就是其中一
站。

当年在给人民政协报撰写的一

篇文章中，赵南起深情谈起，“在
塞罕坝，看到绿色的森林、蓝色的
天空、清澈的溪流以及农林牧各业
协调发展的景象,让我们充分认识
到改善生态的巨大意义。”而整个
调研过程，让委员们对增加森林植
被、重建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与保
护生态、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
相互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

此后十多年间，十一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郑万通、全国政协副主席
马飚等也先后率调研组就相关议题
来到塞罕坝调研考察。期间，在塞罕
坝实践与精神启迪下，多位委员也
就相关生态问题提出提案、建议等。

2019年 6月，为了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塞罕坝
精神，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率全国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党外委员
专题视察团再次来到塞罕坝，聆
听、感受几代人在这片北方大地上
谱写的青春史诗。

委员们表示，塞罕坝这片林，
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它用其
实践深刻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
是发展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
思想的生动体现。

全国政协长期关注塞罕坝林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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