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3 年 1 月 5 日 星期四
关注·家园

　　新年伊始，晴好天气开场。在天津大
神堂码头，三五渔民一大早就忙着修整渔
船。40 多岁的渔民李光边忙着手中的活
儿，边和兄弟们聊着过去一年的好收成。
　　大神堂村，被称为“天津最后的渔村”，
这个渤海湾畔的小渔村曾无鱼可捞。变化
主要来自 2018 年冬天打响的渤海综合治
理攻坚战。4 年后的冬天，记者发现：水清
了、鸟来了、鱼多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画卷在渤海湾铺展。

一湾水，由“脏”到“净”

　　 65.4%、77.9%、82.3% …… 2018 年至
2020 年，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一年
一个跨越，“颜值”越来越高。
　　一段时间以来，渤海“脏”了让周边群
众痛心不已。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
示，“十二五”末期，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
比例仅为 7.8%。
　　“既有口袋状带来洋流活动弱、水体交
换慢的‘先天不足’，更有沿海经济快速发展
造成的污染物增多的‘后天失养’。”天津市
生态环境局海洋生态环境处处长高翔说。
　　 2018 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打
响。津冀鲁辽周边省市及相关部委在陆源
污染治理、海域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
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展开行动。
　　“病”在海里，“根”在陆地。
　　渤海入海排污口超过 1.8 万个。“对于

渤海这样一个自净能力差的海域，陆源污
染对水质影响尤为大。”高翔说。
　　住在流入渤海湾的独流减河沿岸，天
津王稳庄镇村民袁立娜对曾经的污染记忆
犹新：“河沟里都是红色、褐色的臭水！”
　　王稳庄，钉子产量曾占全国 40% 以
上，是远近闻名的“钉子镇”，但由此也楔下
了污染的“钉子”。在一场涉及全市 2.2 万
家企业的“散乱污”整治行动中，这个镇关
停整改 356 家企业。
　　为切断陆源污染的入海通道，天津对
12 条入海河流实施“一河一策”“分段分
策”，把消劣指标分解到末端；对上千个入
海排污口推行“一口一策”，全面整治。
　　经过几年努力，到 2020 年天津 12 条
入海河流全部消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
例比 2017 年提高 53.8 个百分点。

一群鸟，由“少”到“多”

　　初冬时节，永定新河入海口附近，成千
上万的候鸟来这里“打卡”，喧闹的鸟鸣不
绝于耳，给寒冷的冬日添了几分灵动。
　　天津海岸，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
迁徙路线上重要的节点。遗鸥、东方白鹳
等珍稀鸟类每年在这里停歇数月，有的候
鸟变“留鸟”。
　　它们的家园过去却被各类开发建设抢
占。2012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报
告显示，过去 10 年间，东方白鹳迁徙“咽

喉”——— 渤海湾沿线关键区域的滨海湿地
消失 59%，种群日渐萎缩。
　　岸线修复，势在必行。渤海综合治理
攻坚战力度前所未有：山东完成整治修复
滨海湿地 4996 公顷；河北完成生态修复项
目 13 个；辽宁 14 个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全
部竣工验收……
　　在渤海湾最深处，天津海岸线虽短，但
修复任务不轻。2018 年以来，天津修复滨
海湿地 531.87 公顷，为候鸟营造出美好的
生态家园。
　　监测显示，近几年，天津市不仅鸟类种
类从 416 种增加到 452 种，每年还有超过
百万只的候鸟迁徙过境。东方白鹳单日单
次最大观测量从 2018 年前的 1300 多只增
加到 2021 年的 5000 多只，同期遗鸥从 1.1
万只增加到 1.6 万只。
　　鸟类数量增加，年年追着候鸟跑的志
愿者王建民感触尤深：“每年冬季上万只遗
鸥栖息在天津海岸线，占全球九成以上。”

一艘船，由“亏”到“赚”

　　这几日，滨海新区蔡家堡村渔民刘翠
波正在拾掇渔网。“小黄鱼、梭子蟹、皮皮
虾……又多起来了。”说起变化，老刘黝黑
的脸上露出一排白牙。
　　渤海是我国传统四大渔场之一。但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生态退化加上过度
捕捞，渤海变得无蟹汛、无鱼汛，部分海域

几乎成了“海底荒漠”。
　　 2017 年开始，渤海海域将伏季休渔从
3 个月延长到 4 个月。休渔期里，滨海新
区渔政干部几乎天天海上巡逻。
　　“近几年，随着整治力度不断加大，非
法捕捞明显减少。”一位渔政干部说。
　　一手抓打击，一手抓修复。大神堂海
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近年来累计投放
构件礁近 3 万个，增殖放流近 8 亿单位。
　　 2022 年 5 月专家组评价认为，该牧场
水质和沉积物指标均达到国家一类标准，
礁体生物多样性逐步增加，渔业资源明显
恢复。
　　增殖放流成为沿岸省市涵养渤海生态
的重要举措。“十三五”以来，天津向渤海湾
投放中国对虾、牙鲆、花鲈等 27 个苗种，总
计 110 亿单位。
　　多管齐下，效果显著。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2022 年发布调查显示，基于 2012-2016 年
和 2017-2021 年每年 8 月渤海渔业资源
底拖网调查数据，渤海游泳生物、中上层鱼
类、底层鱼和虾蟹类年间平均资源密度增
幅分别为 186%、178%、358% 和 133%。
　　渤海渔业资源逐渐恢复，李光的渔网
是一把尺。“我靠一条 10 米长的木船，现在
一年少说也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李光笑
出了褶子。
    （记者刘元旭、王井怀、黄江林）
       新华社天津 1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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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
意见》对外公布。水利部负责人就意
见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谈谈意见出台的背景和
意义。
　　答：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
的根本措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
续呈现“双下降”态势，为促进生态
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总体来看，我国水土流
失量大面广、局部地区严重的状况
依然存在，防治成效还不稳固，防治
任务仍然繁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水土保持
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党的二十大强
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这对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
　　在中央层面制定出台意见，对
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进行系统
谋划和总体部署，进一步明确总体
要求，提出主要目标，部署重大举措，
明确实施路径，对于统一全党认识
和意志，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
土保持工作格局，全面提升水土保
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大意义。
　　问：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
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
真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
路，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工作原则上，意见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要，
建立严格的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和监管制度，守住自然生态
安全边界，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坚持问题导向、
保障民生，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
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
发，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坚持不懈、久久为功。要坚持改革
创新、激发活力，深化水土保持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改革举
措系统集成、精准施策，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在主要目标上，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水土保持体制机
制和工作体系更加完善，管理效能进一步提升，人为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管控，重点地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土流
失状况持续改善，全国水土保持率达到 73%。到 2035 年，
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水土保持体制机制全面形成，人为水
土流失得到全面控制，重点地区水土流失得到全面治理，全
国水土保持率达到 75%，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显著增强。
　　问：意见提出了哪些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答：水土保持是一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
意见坚持系统观念，提出四方面 15 项重点任务，明确了加
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一是全面加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突出抓好水土流失
源头防控，加大重点区域预防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水土
保持功能。
　　二是依法严格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健全监管制度和标
准，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加强协同监管，强化企业责任
落实。
　　三是加快推进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全面推动小流域综
合治理提质增效，大力推进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抓好泥沙
集中来源区水土流失治理。
　　四是提升水土保持管理能力和水平。健全水土保持规
划体系，完善水土保持工程建管机制，加强水土保持考核，
强化水土保持监测评价，加强水土保持科技创新。
　　问：如何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保障？
　　答：意见明确采取以下 4 个方面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水
土保持责任，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明
确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推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二是强化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
工作，加强政策支持协同，推动重点任务落实。地方各级政府
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研究解决重要问题，抓好督促落实。
　　三是加强投入保障。中央财政继续支持水土保持工
作。地方各级政府要多渠道筹措资金，保障水土保持投入。
综合运用产权激励、金融扶持等政策，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和
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
展水土流失治理，建立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四是强化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水土保持
宣传教育，普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将水土保
持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体系，强化以案
释法、以案示警，引导全社会强化水土保持意识。
　　问：为推动意见的贯彻落实，水利部将采取哪些具体
措施？
　　答：意见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用以指导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土保持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水利部作为
水土保持工作的主管部门，将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发挥
好牵头组织和统筹协调作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采取有力
措施，推动意见各项要求落实落地。
　　一是抓好学习宣传。进一步深化宣传引导，引导全社
会强化水土保持意识，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二是部署推进工作。对抓好贯彻落实进行安排部署。
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分工方案，强化责任落实。同时，指导各
地结合实际出台具体举措。
　　三是加强跟踪指导。会同相关部门适时对意见落实情
况进行跟踪监测，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合力推动意见落
地见效。

P M 2 . 5 年 均 浓 度 再 创 新 低

北京：十年奋斗蓝天常驻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记者倪元
锦）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4 日通报，2022
年，北京市大气环境中 PM2.5 年均浓度降
至 30 微克每立方米，继 2021 年后再次达
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持续保持历史
同期最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
中最优。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保献
介 绍 ，2 0 2 2 年 ，北 京 市 大 气 环 境 中
PM10、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分别
为 54 微克每立方米、23 微克每立方米、3

微克每立方米，总体保持下降趋势，全市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
　　监测数据显示，2022 年，北京市优良
天数为 286 天，与 2021 年基本持平，全年
空气质量优良率近八成。其中一级优天数
138 天，较上年显著增加，多了 24 天。重
污染日仅有 3 天，较上年减少 5 天。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
李翔介绍，2022 年，北京市深入实施绿色
北京战略，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聚焦
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城市精细化管

理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入实施“一微克”
行动。
　　据介绍，2013 年，北京市率先执行国
家空气质量新标准，PM2.5 纳入监测和治
理的重点。为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北京发布实施《北京市 2013-
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各区县政府、
有关部门和企业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以
PM2.5 污染治理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
战役拉开序幕。
　　十年来，北京市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同时，实现了大气环境中主要污染物
浓度快速下降，空气质量全面大幅改善。
与 2013 年相比，2022 年北京市大气环境
中 PM2.5、PM10、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分
别 下 降 了 6 6 . 5 % 、5 0 . 0 % 、5 8 . 9 % 、
88.7%。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大气污染治理取
得的成果仍不稳固，臭氧问题日益凸显，秋
冬季污染过程还时有发生，大气污染治理
仍处于负重爬坡、逆水行舟的关键阶段，污
染防治攻坚战仍任重道远。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周勉、程济安）黄
永强的工作比过去变得“轻松”了很多。作
为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寒口候鸟保护站的
一名老队员，刚从事这份工作时，他要冒险
去阻止捕鸟村民、盗猎团伙，这几年，搜集
生态数据和救治受伤候鸟成为他工作的
日常。
　　这是湖南“千年鸟道”10 年变化的一
个缩影。湖南境内共有罗霄山脉、雪峰山
脉和湘中丘陵三条候鸟迁徙通道，每年有
超过 240 种候鸟自西伯利亚经湖南飞往
澳大利亚。过去，在湘赣两省分界线的罗
霄山脉，沿线的桂东、炎陵等县打鸟之风盛
行，每年 9 月至 12 月的迁徙高峰，总有一
些鸟儿无法抵达它们的目的地。
　　“那个时候一到晚上，山里就灯火通
明。”黄永强说，尤其是雨雾天，候鸟会朝有
光亮的地方飞去。打鸟人便利用这一点，
在山上点一堆火，或者打开 LED 灯，然后
在前面搭一张网，鸟儿就会“自投罗网”。

　　在罗霄山脉，还遗留着当年打鸟的痕
迹：一些植被茂密的山头顶端，很突兀地裸
露着一片砂石，那是打鸟人点火搭网的地
方。半山腰，分布着一些人工开凿的小洞，
当地人称为“打鸟洞”，它们由盗猎者挖掘，

以供其蹲守避雨。
　　 2012 年，在社会和媒体的持续关注
下，各级政府出手刹住了这股风。株洲市
炎陵县下村乡党委书记陈一龙介绍，炎陵
县于当年在下村乡牛头坳设立了全县第一
个候鸟保护站，每天安排 6 名队员 24 小
时不停轮值。陈一龙说，下村乡全乡共有
专职护鸟员 30 人，10 年来，还另有上百
位村民参与过义务巡护。
　　“大规模、有组织的打鸟现象已被完全
遏制。”炎陵县林业局副局长王财平介绍，
10 年来，当地最大一个打鸟案发生在
2020 年，一个老人因为“想练手艺”，打了
几只鸟被巡护队员发现。后来，炎陵县人
民法院特意将案件安排在乡里公开审理，
数百名村民参与了旁听。
　　炎陵、桂东还和临界的江西遂川县围
绕“护鸟组织联建”“护鸟执法联管”“生态
教育联手”“生态经济联谋”结成了两省三
县“护鸟联盟”。许多曾经的打鸟人也变身

为护鸟人。由于熟悉环境、了解候鸟习性，
他们常常为进山的志愿者和科研团队义务
担任向导。
　　湖南省林业局在全省范围内确立了
包括炎陵、桂东、蓝山、新化在内的 11 个
候鸟迁徙重点县，并建立了数十个保护
站。记者在寒口保护站看到，当地森林公
安通过高清红外摄像头，实时监控进山通
道。站长罗诗斌介绍，一旦出现情况，保
护站将部署巡防队员和森林公安联合
行动。
　　志愿者们经常举行各种活动进行宣
传，爱鸟护鸟也成为许多学校常见的班
会主题，一些学校还开设了候鸟保护的
专职辅导课程，培养孩子们的生态保护
意识。
　　“在迁徙的季节，候鸟从头上飞过真
的非常壮观。”黄永强说，自己守护的不仅
是“千 年 鸟 道”，更 是 一 笔 宝 贵 的 生 态
财富。

让鸟儿从头顶平安飞过
探访湖南罗霄山脉“千年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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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2022 年 12 月 15 日拍摄的湖
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南风坳（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