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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电（记者
褚晓亮、孟含琪）记者见到
李千时，他正在查干湖畔
种荷花。

身穿防水服和雨靴，
弯腰站在湿地里，李千和
工人们将莲藕头插进泥
里。“这里种的是红莲，花
色纯，花期长，生命力顽
强，是我们家乡最有名的
品种之一。”李千说。

李千来自白洋淀，那
里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还盛产荷花。2019
年，经营“白洋淀香荷园水
生植物种植园”的他通过
网上招标的形式，参与了
查干湖玉龙湿地荷花种植
项目，来到吉林松原查干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李千对查干湖并不陌
生，过去他常从电视上看
到查干湖冬捕的新闻。“没
想到夏天的查干湖也很
美，到了这里像是到了海
边，当时我还担心这里是
否适合种荷花。”他说，后
来他才知道荷花不是直接

种在湖里，而是种在湖边的湿地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当地

对查干湖及周边进行系统生态治理，整治
面源污染，在周边实施种植结构调整，计划
在 4866 公顷土地上实现退耕还湿，在适宜
的土地上种植花卉、中草药材和林果。

去年，李千的团队和其他几家公司共
栽植了 600 公顷的荷花。荷花第一年栽植
的开花量可以达到三到五成，第二年能达
到六七成，第三年成活的荷花会全部开花。
“尽管如此，去年夏天荷花盛开时很美，吸
引不少游客来拍照。”他说。

“荷花能净化水中环境，而且浑身是
宝。未来形成规模后，不仅可作为观赏性花
卉，还能形成食品、饮料等产业，是实现保
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好项
目。”查干湖渔场场长闫来锁说，今年当地
计划在退耕还湿的 800 公顷湿地上继续栽
植荷花。

小小的荷花未来可期，能够形成产业带
来经济效益。而在查干湖畔，一些其他产业
已经开始显现价值。在妙音寺村，过去农民
以种植玉米为生，不仅收入微薄，“一炮轰”
式的施肥施药方式对湖水也造成面源污染。

为了改善环境，村里将村民的 230 公
顷土地集约化处理，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改
为种植牡丹和中草药材，还建了 30 栋蔬菜
水果大棚，成立采摘园。150 元一斤的大樱
桃香甜可口，刚一成熟就被采摘一空。

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保护了环境，也
让农民的“钱袋子”更鼓了。妙音寺村党支
部书记潘立辉说，过去老百姓种玉米每公
顷收入约 5000 元，如今流转土地每公顷收
入 12000 元，村民不仅可以在合作社打工
赚钱，年底还能分红。

荷花，牡丹，芍药，梅花，郁金香……记
者环湖而行，一些花已盛开，还有一些含苞
待放，湖面不时有水鸟飞过。

“我们在水里种荷花，经常看到不少鸟
落在远处，这说明查干湖的生态环境不错，
水鸟愿意在这停留。”李千说。

我在青海湖畔有棵树

韩克武近来最热心的事，就是在草木葱
茏的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里举着相机为鸟
儿们拍“写真”。这两年，他镜头里的“陌生鸟”
越来越多。

经过多年的保护修复，这片“京津绿肺”
的鸟类种类已从 10 年前的 182 种，增加到
251种，数量也翻了一番。近两年，消失 10 多
年的“鸟中熊猫”震旦鸦雀重返七里海湿地，
不久前，黑天鹅的倩影也首次出现在这里。

“可别看现在鸥鹭云集，过去这里差点和
鸟‘告别’。”韩克武说。作为天津市七里海湿
地自然保护区巡查巡护支队副支队长，他已
在这里工作了 13 个年头。

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天津市宁河
区，是天津最大的天然湿地。这里不仅栖息着

大量的水生动物和鸟类，也是候鸟迁徙的
重要中转站。

如韩克武所说，20世纪 90年代开始，七
里海湿地因苇田内部原有沟渠淤积严重，加
上降水减少，湿地面积逐渐减小，每年迁徙至
此的鸟类数量骤减。此后，七里海湿地周边的
百姓开始“借水养殖”，高峰时，湿地内人工养
殖的鱼虾蟹成群。旅游业也逐渐兴盛，湿地周
边的农家乐一时风靡。人多了，鸟却少了。

“水质开始慢慢变得不好，垃圾、饲料、
农药开始污染湿地。”韩克武回忆。

但一直以来，七里海湿地在调节京津冀
气候、涵养水源、净化水质、防洪滞洪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换回“绿肺”畅快“呼吸”，当
地政府开始转变发展理念，原七里海湿地公

园于 2015 年关停，2017 年开始进行彻底整
改，并先后启动引水调蓄、苇海修复等一系
列工程，改善七里海湿地生态环境质量。

“当年公园 108 处旅游设施全部拆除，
进行还湿复绿，同时对整个保护区内的违法
违规问题进行排查，逐一整改。”天津市七里
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主任陈力说。

为守住一方宁静，七里海湿地自然保
护区内的生产生活活动也开始退出。截至
目前，保护区核心区 6 . 84 万亩土地全部流
转并实行封闭式管理，缓冲区 5 . 56 万亩土
地已签订流转合同并拨付流转费用，今年
内全部完成流转。生态移民工程安置房也
在加快建设，今年内将启动 2 . 5 万人搬迁。
“虽然百姓历来以湿地为生，但为了保护湿

地，百姓们给予了最大的理解。”陈力说。
养蟹的农业大户杜乃合，与其他养

殖户一起撤出了七里海湿地。“我现在成
立了合作社，在生态红线外承包土地，做
稻蟹混养的农业项目，每亩地的收益预
计可以超过 4000 元。”他说。同时，还有
近万农民在周边产业园区实现了就业。

百姓发展的问题解决了，七里海湿地
的生态也在进一步恢复。今年以来，七里海
湿地生态补水近 1500 万立方米，湿地核心
区水域面积较补水前扩大 1 . 5 万亩，湿地
水质也由劣五类提升至近四类。

在韩克武的镜头里，越来越多的鸟儿
扇动着翅膀，光顾这片“新家”。

（记者白佳丽、尹思源）新华社天津电

巡护员镜头下的“京津绿肺”变身记

▲ 5 月 26 日拍摄的甘德尔山岩羊。岩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生活在高山裸岩地带，可在悬崖峭壁上攀爬跳跃，被称
为“岩壁上的精灵”。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境内的甘德尔山上生活着一群岩羊，随着当地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它们经常从山顶来
到山脚下的草坡吃草、喝水，完全不介意来往的车辆和行人。 新华社记者贾立君摄

内蒙古：甘德尔山上的岩壁“精灵”

“人、水、林、鸟”共生的“美丽画卷”
跨皖苏两省池杉湖湿地公园采访见闻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王菲）上万株苍翠高
大的池杉耸立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中，成千上
万只鸟儿于其间筑巢、觅食、嬉戏…… 5 月下
旬，位于安徽滁州市和江苏南京市交界的池
杉湖湿地公园迎来了候鸟繁殖季。水中有
林，林中有鸟，湖上有莲，偶有小舟载着观鸟
的游客静静划过。

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生活在
池杉湖湿地里的鸟类有 102种，常年栖息和
每年经此迁徙的鸟类总数超过 10 万只，世界
极度濒危鸟类——青头潜鸭也把“家”安在了
这里。

池杉湖湿地地处长江下游圩区，以前由
于地势低洼，附近农民常受水患困扰。80 年
代初期，滁州市来安县杨渡村群众在这片洼
地种下千亩池杉。由于缺乏管理，水体污染、

捕杀鸟类现象严重，致富无门的当地村民
甚至想砍掉池杉改建鱼塘。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目前，池杉湖
湿地面积约 5800 亩，水系经滁河连通长
江，虽然面积不大，却是长江的重要生态屏
障。”滁州市林业局副局长汪海洋说，以对
接南京江北新区为契机，滁州市强化生态
综合治理，加快池杉湖湿地保护与修复。

“现在别说人了，连鸟儿都晓得要飞到
这‘天堂’来生儿育女。”提起家乡的变化，
杨渡村村民许治平充满自豪。

5 月的长江三角洲水清岸绿，清澈的
滁河水蜿蜒曲折 200 多公里，跨越安徽、江
苏两省，在南京投向长江怀抱。随着生态
文明建设的推进，池杉湖湿地保护也按下
了快进键。

2016 年，池杉湖湿地正式加入长江湿
地保护网络。围绕基础共建、资源共保、功
能互补、发展共赢等理念，皖苏两省探索跨
省协商共建模式，共同守护池杉湖湿地这
片美丽的绿色空间，并通过国家级湿地公
园试点申报。

退耕还湿、搬迁村庄、疏通水系、截污
纳管……经过持续整治，昔日水患频发的
洼地“换了新颜”，千亩“水上池杉林”成为
候鸟天堂，不少村民在园区中找到工作，变
为候鸟的“守护者”。

“家里的 20 多亩地流转给了湿地公
园，我在园区管理游船，除了土地租金，每
月还有几千元的工资。”如今，村民许治平
在对岸的南京六合区买了房，每天开车 10
分钟来池杉湖湿地公园上班。据介绍，池

杉湖湿地公园为“许治平们”提供了 100 多
个就业岗位。许治平说，在这里上班的村
民，安徽人和江苏人各占一半。

“近几年在南京和滁州两地政府支持
下，我们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皖苏两地的
青少年，开办户外讲堂、自然课堂，传授湿
地及野生动植物知识，倡导生态环保、绿色
发展的文明理念。”池杉湖湿地公园负责人
韩汇山说。

初夏时节，池杉湖湿地公园的千亩荷
塘绿意流淌，如今这里已成为长三角地区
新晋“网红打卡地”。

韩汇山告诉记者，在做好生态保护的
前提下，他们也在探索如何合理利用湿地
资源，今年计划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发莲茶
等产品，带动当地百姓致富奔小康。

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
日，“保护青海湖、我是志愿者”公益林植树
活动在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畔举
行，200 余名志愿者在青海湖畔二郎剑景
区种植了丁香、榆叶梅等 300 棵树木。

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作为我
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维系着青藏高原生
态安全，青海湖以独特的“水—鱼—鸟”共
生湿地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被称
为“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

30 岁的王淑宁是青海湖景区保护利
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当日她在同事帮助
下，种下了丁香、水栒子等树种。

王淑宁说：“高原的夏天会来得晚一
些，我们用自己的双手让‘高原蓝宝石’青
海湖变得更美，为美丽中国行动贡献一份
自己的力量。”

在离王淑宁植树现场不远处，碧水蓝
天下，棕头鸥、赤麻鸭等鸟类在水面嬉戏，

青海湖裸鲤等鱼翔浅底，青海湖畔呈现出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

头戴遮阳帽、身穿红色志愿者服的李
仑是青海省湟水规模化林场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当日种下的 300 多棵苗木来
自青海西宁市和海东市等地。李仑说：“位
于青藏高原的青海湖风沙和昼夜温差很
大，为保证苗木成活，我们特意保留了约
40 厘米裹在树根上的土球，希望这些耐
寒、耐盐碱的树种让青海湖绿意盎然。”

张正兴是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
物业分公司工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说，
十多年前，青海湖景区内只有松树和杨树，
现在青海湖有了红柳、丁香等 7 个树种，树
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为青海湖沙地、裸地
和盐碱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发挥着重要
作用。

“我们希望用青海湖添绿的形式让大
家了解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传递生态保护
理念，让‘大、美、净、好’成为青海湖永久的
靓丽名片。”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
局长哈承科说。（记者吕雪莉、李琳海）

新华社西宁电

▲这是 2019 年 9 月 24 日拍摄的青海
湖风光。 新华社记者李琳海摄

（上接 1 版）无论“六稳”“六保”，排在首位的都是就业。守住民生
底线，关键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
长戴元湖一直在思考“新就业形态”这个课题。

他说，“新就业形态”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江苏为例，近
年来“新就业形态”对城镇新增就业的年贡献率保持在 10% 左右，为
稳就业提供了新动力。

“我们将认真研究‘新就业形态’下劳动用工的特点、趋势和相关
政策措施，从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职业安全等方面明确标准、做好保
障。”戴元湖说。

“越是困难时候，越是要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更好凝聚民智民
力。”全国人大代表、盐城市委书记戴源说，下一步，盐城将进一步强
化底线思维，全面组织脱贫质量回头看，打好教育、医疗、就业、住房
等帮扶“组合拳”，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当前，我国有 1 亿多市场主体，其中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不仅
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李郁华说，保市场
主体是“六保”任务中的关键，而保市场主体，最重要的是保民营
经济。

“接下来，我们要着力打通堵点，大力畅通经济循环；排除难点，
狠抓惠企政策落地；纾减困点，降低市场主体成本；解决痛点，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李郁华说。

补齐民生短板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水平”“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

聚焦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一系列举措，让
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李秋说，在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基层医院应急
组织体系缺乏定期培训，科学处置、决策与联动未充分体现。

“要建立现代化远程信息系统平台，打破时间、距离和系统配置
硬件统一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训练方式，健全医院应急管理组织体
系，落实好各小组工作职责并进行相应的日常演练、培训。”李秋说。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副院长鲁友明说，要着手
加强资金投入与技术支撑，在疫苗研制、核酸检测、移动实验室建设
等方面积极布局。同时，补足基层防疫短板，更好地服务最广大群众。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 . 9 万个”。
回到银川后，全国人大代表、银川市市长杨玉经布置落实，要求

统筹做好老旧小区改造，作为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重要举
措来抓。

“在去年对 139 个小区改造的基础上，今年我们已经启动实施了
第一批 233 个小区的改造计划，力争两年内将全市需要改造的 611
个小区全部改造完成。”他说，要切实让老旧小区居民有新感受，让低
收入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夏日黄昏，浙江义乌苏溪镇的大陈江畔，绿树成荫，清风习习。人
们休闲散步，纳凉赏景。

近年来，为治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苏溪镇全面推进“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精细化实施截污纳管，常态化开展设施运维。目前已修
建污水管网 200 多公里，环境有了切实改善。

“下一步，浙江将继续以绿色作为发展底色，坚决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奋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全国人大代
表、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方敏说。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必将书写新时代民生改善新
篇章。 新华社北京 5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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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1997 年，雷正余书记卸任后，原来的村委会主任陈
立平接了他的班。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和华东地区唯一的
民族自治县，金坵村又是典型的畲族村，民风淳朴，且充满浓郁的畲
乡民族风情，于是在他的任期内，金坵村开始探索以畲族文化旅游为
主导的村庄建设之路。

为了搞好旅游，陈立平书记开始对村容村貌进行大规模整治，彻
底清除了露天厕所，并且开通了景泰公路到村中心的准四级公路，还
开始了畲族特色婚嫁表演，发动村民种植了惠明茶 500 余亩，村集体
经济收入从 1 万元增加到 3 万多元。

2011 年，潘欣根书记接任后，更是大力推进“五水共治”，将金坵
村的发展战略定位在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一张蓝图绘到底，集体经
济收入从 3 万元增加到 26 . 5 万元，村里的人均收入从 9000 元发展
到 17000 元。

“五水共治”纳入到了村规民约，美丽乡村建设徐徐铺开，2017
年金坵村还成功创建了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庄，正在向 4A 级迈进。
优美的生态环境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让当地村民的钱袋子鼓
了起来。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家里种钞票一样”

“原先我们村里是种稻谷的，村民们割半天稻谷，挑到家里去要
一个半小时，卖的时候几十块钱一百斤，现在茶叶一斤拎去卖了，就
能有五六十块。这种感觉就像是种钞票一样，可以坐在家里数现金
了。”陈立平书记笑着说。

2019 年兰文忠书记上任后，金坵村更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生
态农业，深挖传承民族文化，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实现集体经济增收。

为了给金坵村引进更多新项目，几任村书记一起动脑筋。作为浙
江蓝氏的发源地，金坵村打造了蓝氏文化体验中心；今年六七月，花
海滑道也即将落成，预计今年集体经济收入将达到 30 万元；惠明茶
茶叶基地已经发展到 3400 余亩，通过施有机肥、安装太阳能杀虫灯，
努力提高茶叶品质。

在金坵村，平均一个人就拥有三亩茶园，仅茶产业一项，人均收
入就在 10000 元以上。

金坵村的年接待游客也从 2003 年的不到 3 万人次，到 2019 年
接近 15 万，旅游经济收入就有 200 多万元，其中村集体增收约 18 万
元，村民增收约 100 万元。兰文忠书记对金坵村的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他说，到 2020 年底，全村的人均年收入将突破 2 万元，3至 5 年
内，金坵村的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将达到百万元。

“百事都要自己带头干”“我们作为村干部，该吃亏就要吃亏，而且
自己要先去吃亏”“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村干部，最重要的事
情就是跟党走，不要脱离群众”“群众会体谅我们的”，35 年来，这些话
一直被四任书记念叨着，早已融入到了他们的村务工作中去了。

“不想致富的人是没有的，有时候工作不好做，大家有时候会不
理解，但是你还是要硬着头皮去做工作，最终都是为了群众，把经济
搞好，老百姓增收嘛。”雷正余书记说。

丽水市委常委、景宁县委书记陈重说，正是这些畲乡干部群众发
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精神，接续奋战，才开创了民族地区脱贫攻
坚的新局面，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发挥好“头雁”作用，是民
众脱贫致富的关键因素。

村民大会上，兰文忠书记正坐在主席台上，满怀激情地向村民们
讲述着下一阶段村庄的发展思路。尽管雨下得很大，但三位老书记也
没有缺席。64 岁的陈立平端坐在第一排认真倾听，65 岁的潘欣根则
坐在主席台的最旁边，帮助村民们签到，还不时解答一些问题。

而 72 岁的雷正余老书记坐在后排的窗边，看着主席台上的年轻
人充满干劲，为金坵村忙碌着，他看得出神。35 年前，他也坐在那里，
那时的他也在和村民们一起畅想，未来的金坵村会是什么样子的。

老书记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转头看向窗外，窗外的树
木在山雨的洗礼中更添一份绿色，宁静而整洁的村庄欢迎着来自五
湖四海的客人，偶尔飘进来的雨丝落在了他的白发上。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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