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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起 ，长江
上游珍稀特
有鱼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等 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除了这
两类保护区，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的其他天
然水域，最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将
实行暂定为期 10 年的常年禁捕，期间禁止天
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也是
全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
拥有 4300 多种水生生物，包括 400 多种鱼类

（含亚种），这其中有 170 多种为长江特有。长
江还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动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的重要屏障。

曾经的长江，百舸争流、鱼翔浅底、豚跃
浪涌，这是两岸人民最深刻的集体记忆。然
而，受流域经济社会活动加剧影响，“长江病
了，而且病得不轻”。

一个突出标志是，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
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
特有物种资源全面衰退。白鱀豚、白鲟等物种

已多年未见，中华鲟、长江江豚等极度濒危，
“四大家鱼”早期资源量比 20 世纪 60 年代减
少了 95% 以上。这意味着，如果再不采取积极
措施进行干预，长江今后可能将无鱼可捕。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长江
生病，病根却在人类。长江渔业资源本身就逐
年衰退，部分渔民为获取捕捞收益，仍大肆使
用“绝户网”和“电、毒、炸”等竭泽而渔，形成了
资源“公地悲剧”，也形成了“渔民越捕越穷、资
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的恶性循环。

对长江渔业资源的过度、无序甚至“掠夺
式”开发利用，不仅不符合中华民族“天人合
一”的传统智慧，更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直接相悖。

近些年，社会各界呼吁长江全面“禁渔”

的声音日益高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
作。作为践行中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理念的具体举措，此次将长江重点水域常年
禁捕上升为国家行动，顺应了群众期待，赢得
了广泛认同，也必将有利于打破“鱼少人贫”

困局，缓解长江生物资源衰退和生物多样性
下降危机，改善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面落实长江“禁

渔”政策，打赢这场输不起的生态保护“硬
仗”，必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钉钉子”

精神抓好贯彻落实。
一方面，要妥善解决长江退捕渔民生计

保障问题。要把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渔民利益
作为基本原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职业
技能培训，帮助退捕渔民就业创业；另一方
面，要提升流域渔政执法监管能力，加强立法
工作，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严厉打击
严重破坏资源生态的犯罪行为，防止非法捕
捞死灰复燃。

打赢长江“禁渔”生态保护战，也要以创
新促保护，以改革谋未来。应该看到，“一家一
户”分散竞争性捕捞导致的“公地悲剧”难题，
是长江渔业资源逐年衰落甚至濒临枯竭的重
要原因。10 年“禁渔期”，是研究解决这一难
题的重要时间窗口。国家有关部门和沿长江
省份应立足实际，统筹考虑，探索建立长江渔
业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通过科学规范、严格可
控的组织化模式，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长江
渔业资源。 （本报评论员刘良恒）

坚决打赢长江禁渔生态保护战

新年第一
天，重庆渝北
区一栋高层住
宅发生火灾，

大火从 2 楼向上蔓延到楼顶 30 层，形势十分危
急。然而，消防通道被私家车堵塞，延误了消防
部门的救援效率，使得火灾损失因人为因素
扩大。

无独有偶，2019 年 12 月 30 日，重庆涪陵
区一栋 18 层的居民楼发生火灾，该小区同样存
在消防通道被占的问题。最终，热心群众合力抬
车，为消防员疏通了一条救援通道，但火灾仍导
致 6 人死亡。

在救援人员与火情赛跑的过程中，哪怕慢

半拍、晚一秒，结果都可能完全不同。火灾救
援刻不容缓，但频频被堵塞的消防通道，却成
了难以逾越的天堑，使得救援人员只能眼睁
睁看着大火肆虐。生命通道频频被占，给我们
带来了哪些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
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阻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单位占用、阻塞、封闭
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将被处以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个人违反相关
规定，也将被处以警告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然而，这些处罚规定的震慑力相对不足，
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
有的私家车主因为缺少停车位，或纯粹为了

停车方便，随意占用消防通道；有的小区物业
为防止车辆乱停乱放，在消防通道设置路障，
虽然方便了管理，但也为消防车通行制造了
新障碍。

网络上，有一些人以“车位不够”为堵塞消
防通道辩解。诚然，不少小区尤其老旧小区建
设时缺乏前瞻性，导致车位紧张、停车困难，确
实比较常见。但是，在宝贵的生命面前，任何理
由都是软弱无力的。车位配套建设并非一朝一
夕就能完善，但生命救援却一分一秒都不能耽
误。孰缓孰急，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还有不少人对消防通道的认识出现了偏
差。有人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不了罚
点钱”的冷漠心态，有人存有“我就占用一会

儿，怎么可能发生火灾”的侥幸心理，结果导
致消防通道经常被占。

消防通道堵塞的“病根”，归根结底还是
在思想观念上。疏通消防通道，关键要打破人
们的冷漠心理和侥幸心理。一方面，要加大查
处力度，除了警告、罚款外，还应让占用消防
通道造成严重后果者承担连带责任，绝不容
许“霸道”者恣意妄为；另一方面，还要尽快完
善居民小区配套，尤其老旧小区的消防设施、
车位设施等，让“车有所停”成为常态。

火不容情，一个粗心大意可能造成无法
挽回的后果。挽救生命，疏通“生命通道”，需
要全社会形成合力。

（本报评论员韩振、柯高阳）

畅通消防救援通道，岂能靠“抬车”

辛识平

“2019 年，最难忘的是隆重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我们为共和国 70 年的辉煌成就喝
彩，被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震撼。”在 2020 年新
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与我们重温气势恢宏的
国之大典，激荡起亿万人民的爱国情怀。

根植于内心的深情，总有着让人热泪盈眶
的力量。难忘国庆盛典上，阅兵方阵威武雄壮，
群众游行激情飞扬，天安门广场成为欢乐的海
洋；难忘大江南北披上红色盛装，人们脸上洋溢
着自豪的笑容，“我和我的祖国”在大街小巷传
唱……那一幕幕动人的画面，让我们心中感到

温暖、脚下充满力量。
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自古以来就流

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无论什么时候，
“祖国”二字，永远是亿万中国人的心之所系、
情之所归。为了“可爱的中国”，多少人在血雨
腥风中英勇抗争；为了国家“不受人家欺负”，
多少人隐姓埋名造出“争气弹”；为了在改革
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多少人披荆斩棘、勇
闯险滩……因为爱得深沉，所以拼得顽强，只
为中华民族“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
前”。

犹记 1935 年，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
大学开学典礼上问的 3 个问题：你是中国人

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在艰苦卓
绝的革命岁月、波澜壮阔的建设和改革时代，
一代代中国人用前赴后继的斗争，作出了有
力的回答。新时代的中国，前进路上依然面临
种种风险挑战，仍需我们叩问初心、砥砺前
行，用爱国主义情感凝聚共识，以爱国主义精
神挺起脊梁，不惧风雨、不畏险阻向着民族复
兴梦想迈进。

“我见过很多颗星，国旗上的五角星是最
闪亮的。”爱国是我们心中最澎湃的激情。从
偏远山区群众为过上越来越红火的日子而打
拼，到嫦娥四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
球背面，从 5G 商用加速推出，到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凤凰展翅”……一系列成就的背后，
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为国家和民族埋头苦干的
身影。正是新时代的奋斗者，用心血和汗水创
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彰显着爱国报国的强
大力量。

“要是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不久
前，邓稼先去世前的一番话再次登上热搜，令
无数人再次为之泪目。光阴流转，不变的是我
们对故土的深情、对祖国的热爱。2020 谐音
“爱你爱你”。新的一年，让我们继续用行动表
达心中那句最深情的告白——

我爱你，中国！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激扬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
品读习近平主席 2020 年新年贺词之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的 2020 年新年贺词，以平
实而有力的话语，回顾了
2019 年中国取得的巨大
成就，并展望新的一年。从
贺词中，世界感受到中国
不懈奋进的民族精神，体
会到中国拥抱世界的真挚
情怀，感知到不同凡响的
中国风采、中国力量。

不惧风雨开拓进取的
中国，向世界展现坚毅前
行的步伐。在充满不确定
性的当今世界，中国始终
保持战略定力，以耐心和
善意化解争端，集中精力
办好自己的事。高质量发
展平稳推进，三大攻坚战
取得关键进展，改革开放
不断催生发展活力……
“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稳
稳前行。国际社会“当惊中
国殊”的同时，也钦佩中国
独具特色的治国理政之
道。法国作家、中国问题专
家索尼娅·布雷斯莱说，贺
词让人看到，随着一系列
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进
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即将迈入全面小康的
中国，为世界提振战胜贫
困的信心。2020 年，中华
大地将树起民族发展史上
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
在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
举，将给世界减贫事业提

供借鉴、带来信心。在第 73 届联合国大会主
席埃斯皮诺萨看来，中国的减贫成就不仅是
“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也为肩负脱贫重任
的国家“树立了完美典范”。

不断扩大开放的中国，向世界彰显共谋
发展的诚意。稳健发展的中国经济，为面临下
行压力的世界经济提供动力；不断开放的中
国市场，为饱受逆流威胁的全球贸易提供机
遇。“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人气持续走高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体现着中国择善固
执、持续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各
国正从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进程中不断获
益，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教授尼古拉·科
特利亚罗夫如是评价。

勇担国际责任的中国，向世界诠释维护
和平的担当。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逆流涌动。中国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积极支持联
合国工作，主张以对话方式化解各种国际热
点问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中国是国际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中国维
护了多边主义体系的健康与活力”——诸多
国际人士的评价充分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
任大国”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新的一年里，近 14
亿中华儿女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的中国风
采，必将更加靓丽。中国的天下情怀和大国担
当，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阳光和温暖。

（记者郑汉根、邹多为）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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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地位很少有像今天这样高！
岁末年初，云南一项新政上了热搜：该省

将中考体育成绩上调至 100 分，体育首次与
语文、数学、英语并举为“四大主科”。

从过去总是“被要课”，到如今与语数英
“平起平坐”，“麻雀变凤凰”的背后，是社会与
时代对健康的呼唤与寄望。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文明其精神，野
蛮其体魄”“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这
些振聋发聩的金句 ，今天读来 ，仍有现实
意义。

面对我国青少年体质弱的现状，面对“小
胖墩”“小屏奴”“宅男宅女”数量的上升，面对
青少年近视人数已超 1 亿的严峻现实……体

育教育不该缺位，不该后退，应该挺上前，应
该有作为！

现在很多家长虽会鼓励孩子锻炼，但前
提是：不要累到、不要伤到、不要影响学习。体
育与学习似乎成了一对无解的“冤家”。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无数实践证明，
体育，是让孩子远离近视、远离肥胖、远离网
瘾的首选途径；体育，是让孩子形成正确三
观、健全人格的不二选择。如果每个孩子都能
掌握两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并养成勤于锻
炼的习惯，将让他们受益终身。

多参加体育锻炼、体育比赛，对孩子的全
面成长极具积极意义。体育，能让孩子学会团
队合作、人际交往、面对困难时该有的意志品

质；体育，可以把孩子们变成适应社会各方面
要求的合格公民。

2018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提
出了“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的目标，这给学校体育的谋篇布局，指明了方
向、明确了任务。

不可否认，学校体育改革头绪多、难度
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要牢牢树立“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勇于探索、逐步推进，“少
年强则中国强”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提升体育课地位，这样的改革，正当其
时。 (记者岳冉冉)

新华社昆明 1 月 2 日电

扫描右侧二维
码，听新华社新歌。

前些天，新华社发了一首献礼澳门回归 20 周年的
原创歌曲《七子新歌》。一经推出，让人“爱不释耳”。
2020 年伊始，新华社隆重推出新年第一曲——《七子
新歌》粤语版。不一样的版本，传递一样的浓情。

我我们们上上新新了了

新华融媒选粹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前往 9 个省区市考

察，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2019 年，习总书记的足

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扫描右侧二维
码，追随《足迹 2019》。

足足迹迹 22001199

2019 年，习主席先后 7 次出访，主持 4 次主场外
交，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伟大成就和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风范。新时代的中国外交，风华正茂，重任
在肩，必将开辟更加不平凡的美好明天。

扫描右侧二维
码，再看《身影 2019》。

身身影影 22001199

体育 1 0 0 分 ，需要被提倡

前不久，江苏海安市监委查办了一起基
层融资平台职务违法案。该案中，分管融资的
干部长期采用虚构贴现业务、虚增贴现费用
等方式套现，甚至打一个电话就能从融资平
台挪用 800 万元公款。

当资产管理制度遇到“领导说了”，该填的
表格不用填了，资料没交齐也能直接盖章，违
规操作也能“特事特办”。这种“听领导话”却不
照章办事的行为背后，藏着官僚主义的根。

当前，在一些地方，有少数单位有章不
循，使各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为领导干部随
意用权大开方便之门；还有一些单位把“领导
发话”当护身符，认为只要有领导“一句话”，
即使违法违纪也能免责。殊不知，一旦出了问
题，无论是滥用权力的领导干部，还是渎职的

办事人员，该问责的都得问责。
领导的“意思”比规章制度管用，背后还

有官本位思想作祟。在前述案件中，如果是一
位普通职工给融资平台打电话，绝不可能挪
出巨款。但一听是分管自己的上级领导，一整
套系统的办事流程就压缩、变形成了一句
话——“好，按您说的办！”

认权不认制度，这种思想和行为与法治
理念背道而驰。无规矩不成方圆，照章办事，
才能找到社会、公众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公约
数。如果制度缺乏刚性约束力，执行可以随意
“打折”，问责时也可能“官官相护”，最终受伤
害的可能就是广大群众的利益。

换个角度看，头顶“官帽”就四处伸手的
干部，脑子里的特权思想也还没拔根。当了干

部，不做人民的公仆却总想做百姓的“老爷”，
手中的权力不为民谋利，却为自己变现、置换
资源或满足私欲，这样的干部出问题是迟早
的事。从这个角度上说，任何规章制度、程序
规范本身也是“权力的笼子”，严格遵照执行
就能约束掌权者肆意横行。

其实，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也是属于职位的。拔掉官僚主义、官本位、
特权思想的根，才能更好地让制度发挥作
用。要实现这一点，关键是领导干部要发挥
带头作用，带头站在群众立场上想问题、作
决策、办事情，带头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
怨、暖民心，使我们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治理效能。

（本报评论员王若辰）

“认权不认制度”是种什么病

2020 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决胜 2020，实
现全面小康，我们有信心！

扫描右侧二维
码，一同《决胜 2020》。

在习近平总书记办公室书架上有一张照片，是他
2019 年 8 月 21 日在甘肃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考
察调研时拍摄的。来看新华社 VLOG，跟着八步沙林场
场长、第二代治沙人郭万刚到林场开展防火巡护工作。

扫描二维码，走
进希望的田野八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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