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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2日，是我国第46个植树节。
当天，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
《2023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
全国全年完成造林399.8万公顷、种草改
良 437.9 万公顷、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
190.5 万公顷，国土绿化工作取得新
成果。

全民义务植树深入推进

义务植树是每个适龄公民应尽的
义务。

2023年4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
第11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森林既是水库、钱库、粮
库，也是碳库。植树造林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
高事业，要一以贯之、持续做下去。

在这一年中，全民义务植树深入推
进，线上线下活动蓬勃开展。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履“植”。全国人
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领导同志分别
集体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中央和国家机关
干部职工累计8.3万人次参与植树活动。

“互联网+”的形式逐步深入人心。
全年上线发布各类尽责活动2.4万多个，
网络平台访问量近4.4亿次，建成“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1500多个，初
步实现了尽责形式多样化和公众参与便
捷化。

各地方也不断创新做法。如北京等地
打造四季尽责品牌，积极推进义务植树
进社区、进村庄。广东等地将义务植树
与全域绿化、乡村绿化、古树名木保
护、森林城市创建有机衔接，一体推
进。安徽等地充分发挥各级林长示范引
领作用，将义务植树开展情况纳入省级
林长制年度考核。

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动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
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
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
奇迹。

一年中，一系列文件和规划逐步出
台，形成了“1+N+X”工作方案。在辽

宁彰武、内蒙古巴彦淖尔、甘肃民勤召开
现场推进会，全面启动实施了三大标志性
战役。成立三北工程研究院，启动实施科
技支撑7大行动。12省 （区） 人民政府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十四五”防
沙治沙责任书》。截至2023年底，三大标
志性战役区开工项目22个，完成造林种
草122.3万公顷，三北工程攻坚战实现良
好开局。

国土绿化“量质”齐增

过去一年，我国在完成国土绿化任务
超 800 万公顷的同时，不断提升绿化
质量。

在辽宁、山东、河南、重庆、四川、
宁夏6省区市开展科学绿化试点示范省
建设。

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协调发展，全国新
建和改造提升城市绿地3.4万公顷，开工
建设“口袋公园”4128 个，建设绿道
5325公里。深入开展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试点，全国846个市县在6174个城市公
园实施开放共享，轮换共享草坪1.1万公
顷。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鼓励农村

“四旁”植树和场院绿化，村庄绿化覆盖
率达32.01%。

同时，促进生态美百姓富。据统计，
全年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达 9.28 万亿
元，同比增长2.3%。全国生态旅游游客
量达25.31亿人次。实现以经济林为主的
森林食物产量2.26亿吨。

支撑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一系列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制度的不断
落实与完善。

例如，全面推深做实林长制，建立健
全了督查考核与激励鞭策相统一的工作机
制。各省区市发布总林长令34道，解决
重点难点问题32个。

强化落地上图管理，坚持绿化任务带
位置上报、带图斑下达，造林、种草、治
沙等任务完成情况全部落地上图。

完成了全国生态地面监测试点和生态
遥感监测，开展沙尘暴灾害监测预警和应
急处置。支持高校增设智慧林业等本科专
业布点，持续开展国土绿化领域重点实验
室重组与建设工作等。

纪念第46个植树节

国土绿化为美丽中国建设再添新绿
本报记者 王硕

根据法律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11岁至60岁，
女11岁至55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

《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指出：义
务植树尽责形式包括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
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愿服务、其他形式等八大类。也可
以概括为实体劳动尽责和以资代劳尽责两种。每种尽责形式，
都可以按照相应的标准，折算完成植树义务。

目前通过官方渠道参与义务植树并且可以获得尽责证书
的平台包括：全民义务植树官网（www.yiwuzhishu.cn）、“全民
义务植树”微信公众号、“全民义务植树”手机App（安卓版，可
在官网下载），供社会公众选择并参与。

如果想参与义务植树实体劳动，可以登录全民义务植树
网或进入“全民义务植树”微信公众号，在“尽责参与”选项中
选择“劳动尽责”，从发布的项目活动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实
体活动，手机扫码即可报名参与。也可以咨询当地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及时了解当地的义务植树实体劳动组织开展情况，参
与尽责活动。

如果想以资代劳完成义务植树尽责，则可在选项中选择
“捐资尽责”，从发布的捐资尽责项目活动中选择感兴趣的公
益项目进行捐赠。按照捐赠人常驻所在地的标准，捐赠 30—
60元不等，折算完成3棵树的任务量，即可完成尽责并获得全
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

义务植树也可“码上”尽责

“尽管分布于我国北方
荒漠化区的贫困县已经脱
贫，但下一步，在荒漠化治
理的同时主动承担起生态惠
民、绿色富民的历史使命应
成为工作重点。”全国政协
委员魏源送来自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长期从
事水污染控制方面的教学和
研究。今年“两会”，他带
来一件关于加强荒漠化防治
方面的提案。

在这件提案中，提案人
写着三个人的名字。“这是
我和同事一起反复磋商、修
改得出的。冯晓明是农工党
党员，陈利顶是十三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心的同事这些
年一直从事相关研究，为近
年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方面的政策出台
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他们交
流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工
作可以继续完善。”魏源送
解释说。

在他们看来，统筹规划
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富民第一
要加强部门、区域、产业协
同。要加强顶层设计，科学
规划荒漠化防治、生产和生
活布局。

目前，全国 9大清洁能源基地有 6个在“三
北”地区，与全国防沙治沙主战场高度重合。因
此，他们建议加强科技帮扶，探索特色经济和风电
光伏能源生产相结合的荒漠化防治新模式。

“可以面向典型区域（如我国北方旱区、黄河
流域等），以科研院校为主力，实施‘一地一策’
开展驻点跟踪研究。通过试点，构建完善的全域荒
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一体化技术清单和新模式数据
库。”魏源送说。

在荒漠化防治中，资金保障、责任分担、运行
模式等问题一直缺乏令人满意的方案。对此，魏源
送等人认为，要强化激励政策，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因地制宜，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
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

他们还强调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作用。“要
用国际语言讲好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富民的‘中国故
事’。”魏源送建议，统筹多部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项目、国际人才和留学生培养计划、国际论坛等，
共享荒漠化防治技术与经验，推动和引领“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全球荒漠化防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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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上午，位于永定河上
游的山西大同册田水库开闸放水，
水流从闸口飞泻而下，源源不断地
汇入下游河道，标志着永定河
2024年春季生态补水全面启动。

作为北京市的“母亲河”，永
定河每次的生态补水都备受关注。
尤其是2021年永定河在断流26年
后首次实现全年全线有水，对于拓
展京津冀生态环境空间，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在黄
河、黑河、汉江等55条跨省江河
流域实行了水资源统一调度，取得
了显著效益，重点实施了永定河、
西辽河、乌梁素海、塔里木河等流
域区域生态调度以及滇池、向海湿
地生态补水等调度，流域、区域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这也意味着水资
源统一调度管理能力和水平明显提
升。”全国政协常委、水利部副部
长陆桂华告诉记者。

陆桂华同时坦言，虽然水资源统
一调度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仍存在不
少问题，主要是缺乏国家立法支撑，
行业规范性文件约束力不强，调度管
理机制尚待完善等。

“我国现行涉水法律法规、政策
虽然明确要求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
但目前尚无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规范
此项工作，水资源调度管理长期以来
存在的不规范、协调不畅、支撑不力
等问题亟须有力的法治化管理措施予
以解决。”陆桂华说。

陆桂华建议加快将水资源调度条
例制订纳入中央重点领域、新兴领域
立法规划，并纳入国务院近期立法工
作计划，尽早出台水资源调度条例。
同时，加快开展国家水网调度中心建
设前期工作，按照《国家水网建设规
划纲要》要求，推进国家水网调度中
心、大数据中心及流域分中心建设，
构建国家水网调度指挥体系，提升水
网调度管理智能化水平。

全国政协常委陆桂华：

水资源调度亟须“有法可依”
本报记者 王菡娟

“你们可能都不太了解，食用
菌转化后剩余的废料（废菌包）如
果处置不当，其实危害并不小。”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
东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委员会主任
刘宝提出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
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用菌
产量由 1978 年的 5.8 万吨增加到
2022 年的 4222.5 万吨，增长了
728倍。迅猛发展之下，废菌包的
处理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我国食用菌资源丰富，有几千
年的采摘、食用和生产食用菌的历
史。据了解，在脱贫攻坚时期，全
国各地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全国
832个贫困县超过80％的贫困县选
择发展食用菌脱贫致富，食用菌已
经发展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我
国食用菌产量和出口量均占全球
70％以上。

“然而，食用菌产业的大规模
发展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挑战。”
刘宝告诉记者，在很多黑木耳主产
区，黑木耳废菌包在公路及河道两
侧、田间地头、垃圾场等随处可
见。“这些废菌包有的还会继续生
长、繁殖，然后随雨水在地表径
流，或晴天高温蒸发到大气中，遇
到冷空气又凝结成雨水回到地表，
导致环境污染。像黑木耳栽培户链
孢霉污染和夕阳病（青苔或绿色木
霉）频发就是随地丢弃黑木耳废菌
包所致。”

据2022年中国食用菌协会对
29个省（区、市）（不含宁夏、海
南和港澳台等） 的统计调查，
2022年，我国食用菌废菌包数量
达到4221.9万吨，而废菌包再利

用率不足10％。
刘宝调研了废菌包再利用率不高

的原因，“主要因经济效益低下而实
施不畅。”

具体来说，虽然目前环保部门已
有规范菌包灭菌设备在除尘和无烟等
方面的规定，但尚没有关于食用菌废
菌包处理的规程和标准。有些地方虽
然引进了一些废菌包的加工利用企
业，但受菌包规模、质量、价格以及
加工技术、设备等影响，本身微利的
企业很容易亏损或停产。这也导致几
乎没有企业愿意投资这一项目。

事实上，食用菌以玉米芯、稻麦
秸秆、棉籽壳、木屑等为主要原料，
可利用荒地、林下、地下栽培，不需
大量占用农田。废菌包可用作生物质
能源材料，也可还田作为肥料。如果
加以妥善利用，完全可以变废为宝。

刘宝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
考虑到农民的经济利益才具有可行
性。而这需要地方政府、企业和食用
菌栽培户共同努力，形成长效治理
机制。

为此，他建议，一是各级科技部
门加大支持力度，鼓励科研单位和环
保企业对废菌包再利用及无害化处理
技术加大研究，提高废菌包的附
加值。

二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管
理办法和执行标准，依法依规约束生
产企业对废菌包无害化处理或再利
用；或无偿交予专门的食用菌废菌包
加工厂处理。

三是食用菌大省区以及基地辖区
政府出台环保补贴或相应的税收政
策，鼓励企业建设专门的废菌包加工
厂，保证加工企业长期运行。

全国政协委员刘宝：

爱吃菌，可别忘“废菌包”
本报记者 王硕

“清流涓涓，波光潋滟；绿树
小花，夹岸而生；清风袭来，花香
阵阵。”全国“两会”期间，接受
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福建
省水利厅厅长、致公党福建省委会
副主委叶敏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水美
生态画卷。

“河长制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制度创新的成功实践，为新时代
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提供了有效的实现路径。”这些
年，叶敏在一线工作和调研中发
现，随着河长制工作的深入推
进，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体系不
够健全、地方性法规仍较为粗放
等问题逐渐显现，河长制运行的
整体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升。

“应充实细化水法、环境保护
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规定。”
叶敏认为，在国家相关法律中增加

规定河长制相关内容，增强相关法律
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确保河长制在法
治轨道上长效、稳定运行。同时，建
议制定河长制行政法规《河长制实施
条例》，对河长制的组织体系、河长
的职权职责及考核机制等内容进行详
细规定，让河长制在施行过程中有规
可依。

叶敏进一步说，配套完善地方性
法规规章，也有利于形成较为完整的
河长制法律法规系统。“应建立健全
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完善全面的信息
公开制度、河长制公众参与制度、跨
区域联动制度、河长联席会议制度
等。要完善河长的考核评价，强化结
果运用，实现河长制考核结果同干部
考核任免相结合。要完善监督问责机
制，建立健全河长制内部问责体系，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问责情形并严格责
任追究，真正实现‘河长制，河长
治’。”他建议道。

全国政协委员叶敏：

真正实现“河长制，河长治”
本报记者 王惠兵

“目前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均已全面打
响，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水定绿’。”今
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李彬关心的依然是

“水”。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李彬在水利

系统已工作了近40年，对三北地区的水情如数家珍。
“一是降水稀少决定了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

性。”李彬解释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战场的降水
量从东部的400毫米左右，向西逐步递减至不足
50毫米。“降水量200毫米左右，一般为草原生态
系统；100毫米以下的，为荒漠戈壁生态系统，这
是自然的选择，更是自然规律。水利部与各省区在

‘应治尽治’的原则下进行了测算，处于三大战役
主战场的内蒙古和新疆有40%至50%国土面积的
水土流失不可完全治理，主要为荒漠和戈壁。”

二是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据了解，
三大标志性战役主战场内常年有水的河流只有黄
河，而黑河等其他河流多为季节性河流；西辽河常
年断流，且流域内地下水超采严重。

“三是不合理的利用和治理方式加剧了三大标
志性战役的难度。”李彬发现，西辽河等区域“水
粮矛盾”问题突出；同时，受杨树等乔木种植过多
和地下水位下降等综合因素影响，“小老头”树现
象多发。一些地区超过水资源承载能力过度种植乔

木，不仅超量耗费了水资源，还消耗了大量的财力
物力，陷入恶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多次强调要‘以水定绿、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下一步，我们
在推进工程建设中，要时刻谨记这些原则。”

李彬建议说：一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因地制宜
实施防治措施。对于原生的沙漠、戈壁和荒漠，应
以自然修复和保护为主；对因为人类过度开发而产
生的沙化和荒漠化土地，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
宜沙则沙、宜荒则荒。

二是科学精准实施防治措施。一方面要立足不
同区域水资源条件，合理确定乔灌草比例和治理措
施；另一方面，通过精细化调度，用好雨洪水资
源，也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水资源的有效供给，如应
研究将黄河凌汛期和夏汛期洪水资源作为其水源的
可行性和实施路径。

三是统筹好三大战役与地下水超采治理、粮食
安全等关系。李彬强调说：一方面，建议国家有关
部委统筹考虑粮食生产和生态安全，研究提出具体
的解决方案。“如西辽河流域，灌溉面积不减，就
无法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地下水位不回升，现有
乔木都难以长期存活，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将面临巨
大挑战。”另一方面，建议结合国家水网规划和建
设，加快推进向西辽河、黄河等流域调水。

全国政协委员李彬：

“以水定绿”打赢三大标志性战役
本报记者 高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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