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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李勇、李松）双桂湖水碧波
荡漾，润泽城乡；明月山上
茂 林 修 竹 ，留 住 乡 愁 记
忆……重庆梁平，这座国
家生态保护与建设典型示
范区，近年来以“湿地+”
塑造全域生态格局，养山
护 山 夯 实 绿 色 发 展“家
底”，找准了生态产业化的
发展路径，正在让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孕育了
一座生态田园之城。

  湿地润泽城乡，

共享绿意空间

　　有了水，城乡才有了
灵气。寒冬时节，位于梁
平区的双桂湖国家湿地公
园，白鹭纷飞、水波荡漾。
湖面和岸边的水田里，各
种水生植物自然生长……
沿湖漫步，梁平区林业局
局长陈世康说，通过生态
系统治理，近年来双桂湖
生物多样性有了提高，各
种栖居的鸟禽类达到 200
多种，植物有 600 多种，
青头潜鸭、中华秋沙鸭等
候鸟都是这两年新吸引来
的“客人”。
　　保留湖周林团群落、
田园阡陌；保护曲美岸线、
软化水陆交替空间带；营
造水生、陆生动物自然栖
息地和鸟类迁徙通道……
梁平为了修复双桂湖生态
环境先后实施了 18 项生
态改善工程，双桂湖国家
湿地公园建设还入选了重
庆首届生态保护修复十大

优秀案例。
　　梁平没有大江大河，但水生态资源仍很丰富，境内有
大量小河、小溪、小塘、小田。区里以“湿地+”为抓手，推
进全域治水，让湿地润泽城乡。“目前全区湿地面积约 30
万亩，遍布城乡的湿地，就是梁平一张旖旎的生态名片。”
梁平区湿地保护中心主任唐宏说。
　　不仅有双桂湖这样的大型湿地公园，如今的梁平乡
村小微湿地更是“遍地开花”。在梁平竹山镇猎神村，原
来因开采石膏矿引起渗漏的梯塘，通过改造后重新蓄满
了水。这是一处 50 多亩的梯塘小微湿地，田块之间水
道连接，茭白、芡实等水生植物组成了丰富的水下生态空
间，为小鱼小虾和水生昆虫提供了逍遥自在的“水下森
林”。
　　“以前的梯塘里长满了杂草，现在变成了水润的湿
地，成了村民休闲游憩的好去处。”猎神村党总支书记陈
宗寿说，生态改善的成效就摆在眼前，保护、利用好湿地
已经成为大家伙儿的自觉行动。

茂林修竹之地，留下乡愁记忆

　　梁平两山夹一平坝，东有高梁山、西有明月山，拥有
成片竹林 35 万亩，号称百里竹海。为了保护好这一片
茂林修竹美丽之地，梁平也下了不少硬功夫。
　　曾几何时，位于百里竹海腹心地带的竹山镇，一些村
社地上砍竹、地下挖矿，不少竹林被无序砍伐，用于小作
坊造纸，原本绿意盎然的林地露出‘灰肚’，成为生态
伤疤。
　　“关键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生态修复，变挖山挖
矿为养山护山！”竹山镇党委书记刘波告诉记者，近些年
来，竹山镇划出生态保护区，将保护区内的竹林、湿地等
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坚决实施封山育林、森林抚育、
森林生物多样性提升等工程，改造低效寿竹、白夹竹林近
10 万亩，重新恢复了群山叠翠的自然面貌。
　　绵延竹海、田园风光也饱含着文化气质、乡愁记忆。
在百里竹海深处，散布着不少保留完好的古驿道、古院
落、古民居，这里的千年“荔枝古道”沿着大山蜿蜒盘旋，
留下了“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文化传奇；竹海吊脚楼、川东
院落中浓缩着过去“湖广填四川”的乡土历史……
　　梁平还深挖丰富的竹木生态文化底蕴，建成了三峡
竹博园，融竹历史、竹文化、竹产品等于一体，成为西南地
区竹类科研、教学、科普的重要基地。“因竹而兴的竹帘、
竹编传统工艺也被很好地保存着，并被申报为国家级、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陶斯
平介绍。

做好山水经济文章，打造生态产业品牌

　　“30 万亩湿地、35 万亩成片‘竹海’、15 万亩‘柚
海’……这正是梁平发展最厚实的绿色‘家底’。”梁平区
委书记钱建超告诉记者，实践“两山论”探索“两化路”，就
是要找准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绿色路径，实现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将生态优势变为经济优势，梁平正在积极推动生态
经济创新发展。通过“湿地+有机产业”，梁平培育了一
大批有机稻藕、稻鱼、稻虾等产业。通过“湿地+民宿康
养”，梁平竹山镇猎神村、星空房车露营基地等乡村旅游
网红游览地借势发展。
　　在猎神村，民宿经营者打造出近山亲水的乡村体验
项目，一到节假日就很“紧俏”。“村里有大面积竹林、湿
地，一到夏季，小溪沟旁可以戏水、抓螃蟹，特别适合亲子
旅游。”猎神村民宿“梦溪恬园”的经营者唐攒英说，旅游
热带动了民宿经营红火，一年纯利润有 30 多万元。
　　梁平还做好山的“经济文章”。按照“拓宽生态版图，
共享绿色资源”的发展思路，梁平区借助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政策优势，与周边的重庆垫江、四川大竹等区县合
作，共同打造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明月山·百里竹海
民宿回归之旅等 14 条精品生态游线路逐渐成熟，打造
出“夜竹海·潮生活”等生态产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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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黄茜恬、牛琪、李凯

　　新气象，新契机，新希望。2022 年，香港
将踏入全新局面——— 回归祖国 25 周年，“爱
国者治港”原则下香港由治及兴的步伐将进
一步加快。展望新的一年，稳、安、治、庆、融、
防将是关键。

关键词一：稳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过去一年，香港全
面深入实施国安法，依照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对香港选举制
度作出系统性修改完善，成功举办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选举和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推动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香港由乱到治的局面不断巩固，局势
不断向好发展。
　　新的一年，“稳”仍是香港发展的前提和
保障。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保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这是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
大公约数。
　　新年伊始，新一届特区立法会 90 名议
员已庄严宣誓就职。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
产生的新一届议会必将一改立法会过去乱象
丛生的局面，回归本位，切实发挥好在“一国
两制”实践和香港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刚刚
连任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的梁君彦表示，新
一届立法会的组成确立了“爱国者治港”新秩
序，让议员在正确的轨道上整装待发，共同开
创良政善治新局面。
　　展望 2022 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说，特区政府将把握得来不易的良好局
面，用好中央的支持，积极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特区政府将继续做好防疫工作、全力推
展施政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措施、积极觅地建
屋，联同社会各界举办一系列活动，与市民共
庆香港回归 25 周年。

关键词二：安

　　对于经历过 2019 年“黑暴”肆虐的广大
香港市民来说，“安”来“福”来，“安”就是最大
的福祉。
　　社区设施被肆意破坏、商场商铺遭打砸
纵火、无辜市民遭围殴残害……回忆起香港
国安法实施前一年的生活，香港出租车司机
许卓信坦言，“苦不堪言，没有睡过一天安稳
觉。”

　　千钧一发时刻，中央果断出台香港国
安法，维护了国家安全，恢复了香港特区管
治秩序和法治尊严，香港长治久安有了法
律保障。
　　新的一年，人心思定、人心思安仍是广
大港人共同愿望。
　　“香港国安法是一部利国、利港、利民
之法。我们都深深体会到，只有国安，才有
港安、家安。”亚太法律协会会长、中国法学
会港区理事邝家贤说，香港国安法的效力
持续护佑着这座城市。只有安全、安定、安
宁的环境，香港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市民
生活才能安居乐业。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
示，特区政府保安局及下辖纪律部队会继
续时刻做好准备，配合国家策略，不断提升
执法及协调能力，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应对
治安挑战。
　　如今漫步香港街头，不少店铺曾于“修
例风波”期间安装在门前的挡板均被移除，
香港已恢复常态，在风雨之后焕发着勃勃
生机。

关键字三：治

　　新的一年，是香港走向良政善治的开
篇布局之年。香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能
不能始终把握好“一国两制”实践的大方
向？能不能坚守为民情怀？能不能破解深
层矛盾？能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
境中巩固和提升竞争力？能不能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些重大问题
考验着每一位香港管治者。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务十分繁重。这
尤其要求特区管治者有作为、敢担当、为民
爱民，直面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冲破制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的各种利益藩篱，有效破解住房、就
业、医疗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特区治理能
力和水平。
　　香港舆论指出，完善后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具有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
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为香港实现
良政善治打下基础。香港紫荆研究院在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后发表的一项民调结果显
示，七成香港市民认为新一届立法会能更
好地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益，超过七成市
民对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依法履职、推动良
政善治有信心。

　　“香江聚贤”专业人士协会常务副主席
李坚表示，相信香港一定能够走出长期存
在的“政治泥沼”，集中精力破解深层次矛
盾与问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关键词四：庆

　　 2022 年 7 月 1 日，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喜庆之日。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
筹备主题为“砥砺奋进廿五载 携手再上
新征程”的一系列丰富、多元化的活动。
　　逾百项活动中，将包括多个大型展览，
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展览令市民
翘首以待；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及青少年团
体的步操大汇演、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文
化艺术活动也将接踵而至；特区政府还将
举办多项国际论坛、会议及研讨会。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能为香港社
会注入正能量，更能够强化香港市民的家
国情怀。”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执行主席马
浩文说，香港市民庆祝回归 25 周年的喜
悦之情将贯穿 2022 年始终，这能让市民
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一国两制”下

“再出发”，向世界展现出香港欣欣向荣的
新气象。

关键词五：融

　　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 2022
年香港又一项重要任务。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提
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
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
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支
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
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
权贸易中心，支持香港服务业向高端高增
值方向发展，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
交流中心。
　　“香港迎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香港
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
示，香港在 2022 年将可以进一步发挥“香
港所长、国家所需”的作用，通过深入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
多地分享国家平稳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红
利，为香港的发展带来更加积极的促进
作用。
　　去年 9 月发布的“前海方案”为香港
搭建了广阔舞台，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政策，不仅能够更好地发挥香
港优势，也可以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特区政府紧抓机遇，积极推动。当前，
前海片区已汇聚大量香港企业，持续优化
的支援措施也吸引了不少香港青年创业者
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和当地其他创新
创业基地落户，孵化了不少成功企业。特
区政府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鼓励
和支持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把握在大湾区内
地城市（包括前海）发展事业的机遇。
　　“我相信在实现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新征程上，广大香港市民一定能弘
扬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同全国各族人民
携手并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
奋斗，在‘一国两制’生动实践中交出亮丽
答卷。”香港青年会主席陈凯荣说，新的一
年，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更应加快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借力国家发展再创辉煌，以
己所长贡献国家，共同绘就民族复兴蓝图。

关键词六：防

　　面对突如其来又反复无常的新冠疫
情，2022 年伊始，特区政府严阵以待，积
极作为，将防疫抗疫战斗进行到底。
　　年关当前，香港时隔 80 多天再现本
土病例。特区上下反应迅速，采取了晚 6
时后全面禁止堂食、取消所有大型活动或
非必要聚会、小学及幼儿园暂停面授课等
一系列紧急措施，目的只有一个，争取在最
短时间内切断新冠病毒在社区的传播链。
据介绍，特区政府还将推出第五轮“防疫抗
疫基金”，支援受疫情影响行业。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颖欣表示，面
对疫情，香港需要汲取内地的防疫经验。
　　“我们国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与生命
至上’，这让我十分引以为傲。国家的抗疫
成果有力彰显了我们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优越性。祖国永远是香港战胜疫情
最坚强的后盾。”陈颖欣说。
　　对香港 700 多万市民而言，战胜疫情
将是他们 2022 年最为美好的愿望之一。
　　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2022 年将是香港重新出发的关键一年。
狮子山下，同舟共济，香港将以更新的姿
态、更新的气象，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香港 1 月 16 日电

六大关键词看 2022 年香港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柳王敏、张澍婧

　　隆冬时节，湘西大山深处。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梳子山村，阵阵云
雾缭绕，木结构建筑的苗寨里火盆正旺，暖意
融融。昔日深度贫困村，迎来了迈向乡村振
兴的首个丰收年。
　　“村集体有茶园 850 亩，委托给茶业公司
管理，年底分红 17 万元；村集体入股企业分红
资金 20 万元；腊制品车间租金收入 15 万元；
种植中药材收益 3 万元；2021 年，咱们村集体
收入有 55 万元。”村支书龙绍英高兴地说。

　　位于湘黔边界的梳子山村，曾因山高
路陡、交通闭塞而长期处于深度贫困中，

“对面讲话能听到，翻沟过坎要半天”，陡峭
的山像梳子一样把全村隔成 6 个寨子，一
栋栋苗寨如同插在半山腰。
　　恶劣的自然条件抵挡不了当地群众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坚定决心。近年来，梳子
山村逐渐完善了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
通过发展腊肉深加工、茶树种植、特色养殖
等产业，于 2020 年拔掉穷根实现整村脱
贫。如今，脱贫产生的“溢出效应”正带动
小山村全面发展。

　　“我们维修了村里的自来水池和自然
寨挡雨棚，去年村里有 18 个孩子考取了大
学或大专，比前一年多 5 个。”梳子山村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李光林
说，村里的“年终总结”亮点，激发了村民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更多期待。
　　产业如何稳固加强，村集体收入如何
实现全村共享，怎样更进一步激活村民内
生动力……“年终总结”盘点过后，一系列

“振兴之问”接踵而来。
　　“先要把基础设施管护好，今年我们要
加强改厕等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李光林

说，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加强文化建
设，才能增强村民向心力、凝聚力。
　　据了解，去年 11 月，花垣县根据相关
计划，面向全县公开选聘 93 名大学生村干
部，为乡村振兴充实人才力量。
　　“实现全面长远发展要靠人才，要让人
才留得住、干得好。”花垣县常务副县长贾
明俊说，花垣县今年正探索加大发展油茶、
中药材、土鸡养殖等产业，地处群山中的村
庄需要能人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做大做强
村集体经济，推动更多的“梳子山村”走向
乡村振兴。　新华社长沙 1 月 15 日电

一 个 湘 西 小 山 村 的“ 年 终 总 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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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福州 1 月 16
日电（记者许雪毅）记者从福
建晋金供水有限公司获悉，
2 0 2 1 年 福 建 向 金 门 供 水
633 万吨，日均供水约 1.73
万吨。目前，金门民生用水
逾七成来自福建供水。
　　据福建晋金供水有限公
司总经理洪佳兴介绍，2020
年福建向金门供水 545 万
吨 ，2 0 2 1 年 供 水 增 幅 达
16.15% 。2021 年 11 月以
来日均供水达 2 万吨，创下
日均供水量新高。
　　 2021 年春天，台湾地
区遭遇几十年来最严峻的缺
水问题。与福建一水之隔的
金门虽然也面临同样旱情，
但受益于两岸供水工程，金
门乡亲的生活用水得到充分
保障。
　　洪佳兴说，目前福建向
金门供水占金门县自来水厂
日常供水总量的 73% ，金门
民生用水依靠地下水占比从
68% 降至 14.3% 。“金门百
姓既喝上了‘放心水’，又保
育了‘地下水’。”他说。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自 2018 年 8
月 5 日正式通水以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安全供水 1245 天，持续
提供优质水达 1703 万吨，日均供水约
1.36 万吨。

  ▲在鸿星尔克(新疆)生产基地，买依奴尔汗·阿芒(右二)和丈夫阿布都力艾则孜·买塞地(右三)在公示栏查看工资详情(1 月 14 日摄)。位
于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天津工业园区的鸿星尔克厂房内，除了机器工作发出的声响，偶尔还会传出工人们爽朗的笑声。
  新疆是我国棉花主产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田县曾经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之一。2022 年 1 月 3 日，国产运动品
牌鸿星尔克(新疆)生产基地落地投产。目前，基地已吸引 500 多名当地员工就业。于田天津工业园区有数十家企业入驻，园区的配套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既有现代化厂房，又有宿舍、食堂，还有医院、幼儿园和商业街等。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工工 业业 园园 里里
的的 新新 生生 活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