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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为生活困顿者带来温暖、为身
残志坚者撑腰鼓劲，温暖的瞬间饱含着人民领
袖对残疾人的无限深情。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
关心、格外关注。”这份“格外”的爱，在总书记心
中重若千钧。
　　以上率下、率先垂范，残健共融风气日渐浓
厚；亲自谋划、亲自推动，顶层设计日益明晰。
　　“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
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
然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残疾人事
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残疾人工作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残疾人事业更加
充分地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健全残疾人权益保
障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完善残疾人合法权
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加强残疾康复服务融入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之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健全残疾人关爱服
务体系和设施，完善帮扶残疾人等社会福利制
度设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建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快发展残
疾人事业。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系
列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残疾
人事业发展方向性根本性问题。

关爱，无处不在

　　 2020 年 9 月 17 日，湖南长沙，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当面听取基层
干部群众代表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
建议。
　　利落的短发、自信的谈吐，来自城步苗族自
治县的“90 后”苗族姑娘杨淑亭的一番发言令
总书记印象深刻，“为你自强不息的精神而钦
佩！”
　　 2011 年，一场车祸让杨淑亭高位截瘫，家
里为她治病欠下 20 多万元，生活跌落低谷。向
命运抗争的路上，杨淑亭没有屈服。在各方支持
下，她开办起生产足球、箱包等的企业，还带动
了家乡数百家贫困户脱贫。
　　杨淑亭的奋斗故事，正是新时代中国残疾
人不断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缩影。

　　受身体障碍、劳动能力弱、教育程度低等因
素影响，贫困残疾人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
返贫率高。
　　“中国有几千万残疾人，2020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将残疾人如期脱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指标。
　　 2016 年 4 月，在安徽金寨考察时，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因病致贫、因残致贫问题时有发
生，扶贫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兜底措施”。
　　 2017 年 6 月，沿着崎岖的山路，习近平总
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位于山西吕梁山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的赵家洼村。
　　贫困户王三女孙子、孙女患有残疾，只靠她
一人养活，生活十分困难。总书记给她带来了
米、面、油，安慰她好好生活，还叮嘱当地干部安
排好她孙子、孙女的特殊教育。
　　脱贫奔小康的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总是记
挂着残疾人群体。
　　总书记关心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口
的生活，提出“加快织密筑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强化保障性扶贫”；
　　总书记重视贫困地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健
康服务情况，要求“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总书记懂得残疾人等特定人群的特殊情
况，指示“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组织实施
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明确要求，为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伟大实践中破解因残
致贫难题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决定》等中央文件将贫困残疾人扶贫工作纳入
整体布局；各地以更加精准的措施、超常规的力
度帮助贫困残疾人脱贫；广大贫困残疾人本着

“弱鸟先飞”的意识和“滴水穿石”的精神，自强
自立、自主脱贫。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021
年 2 月 25 日，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宣
告，700 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告别绝对贫
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残疾人这个特殊困难
群体消除贫困的奇迹。
　　既要兜住民生底线，也要织密幸福保障网。
　　只需用胳膊肘一碰，就能打开柜门。2022
年 1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冬奥村考
察。在残疾人运动员住房样板间，一个便捷的无
障碍设施，得到总书记的称赞。
　　“要把细节处理好，想运动员之所想，办运
动员之所需。”总书记叮嘱。
　　对残疾人运动员的关怀无微不至，对广大
残疾人的照顾帮扶更需精准周到。

　　“要实施精准帮扶，把钱花在对特定人群
特殊困难的针对性帮扶上”，在习近平总书记
引领下，各项社会保障措施日益完善。
　　民政部、中国残联等相关部门指导在全国
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十三五”期间分别惠及 1200
多万困难残疾人和 1400 多万重度残疾人；各
地各部门共同支持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不断加大残疾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参
保支持力度……一项项社会保障措施如一条
条丝线，为残疾人织就幸福生活保障网。
　　要持久系统地保障残疾人权益，既需要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也需要在各方面建立
管根本、顾长远的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各
项建设事业都要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其中，不
断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
　　截至 2021 年 5 月，我国直接涉及残疾
人权益保障的法律有 80 多部、行政法规 50
多部，以法律之手为残疾人高擎“保护之盾”。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为保
障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发展作出系统安
排；《“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加快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步伐，推进特殊教育
高质量发展；两期国家残疾预防 5 年行动计
划将有效减少和控制残疾发生、发展作为行
动目标……全方位、立体化的残疾人权益保
障制度让幸福触手可及。
　　“残疾人事业是春天的事业，是一个浩繁
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包下来，
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和各方面力量开展扶
残助残活动。”30 多年前，在福州市残联的一
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作出这样的论述。
　　汇集合力，凝聚大爱。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
心、关爱之情，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扶残助残行
列中来。
　　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推进残疾人事业当作
分内的责任，各级残联组织充分发挥代表、服
务、管理职能，努力做残疾人的“娘家人”“知心
人”，广大助残人士伸出热情的双手，越来越多

“播种者”和“耕种者”共聚“春天的事业”……
　　新时代的春风里，我国残疾人事业迈上
新台阶、开创新局面，广大残疾人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力量，循梦而行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
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希望你们不断用实际
行动迸发生命光彩，去诠释、书写无悔人生”。

　　时隔 6 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的杨玉芳
和高志宏夫妇依然清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激
励人心的话语、同他们亲切互动的温暖瞬间。
　　这些年来，他们坚持为敬老院的老人们朗
诵诗歌，传播正能量；做手工活拿去义卖，资助
寒门学子，尽己所能为周围的人带去美好。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秉持对残疾人主体作
用、能力的充分尊重和肯定，引导全社会正确
认识和对待残疾人，勉励广大残疾人于逆境
中追求进步、在残缺里创造幸福，在新时代广
阔的舞台上，不断迸发生命的光彩。
　　这是愈发宽广的人生之路———
　　福建闽清县残联工作人员黄道亮珍存着
自己闽江职业大学的毕业证书，签发人清晰
地印着三个字“习近平”。
　　 1988 年、1989 年，残疾考生黄道亮两
次参加高考，尽管分数达标，却因身体原因落
榜。直到第三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兼
任校长的闽江职业大学破格录取了他。黄道
亮由此成为福建省第一名无双臂大学生。
　　“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一次重生。”
　　如今，上学就业不只属于黄道亮等“幸运
儿”。一组组数据见证着中国残疾人愈发宽广
的逐梦之路：
　　“十三五”时期，5.75 万名残疾学生被普
通高等院校录取，近 1 万名残疾学生被高等
特殊教育学院录取；
　　“十三五”时期，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
模每年均超过 800 万人，2020 年已达 862
万人；每年平均有 40 万名残疾人参加政府
补贴职业培训……
　　从菁菁校园到各行各业，越来越多残疾
人带着坚强意志和无限潜能，迈步奔向属于
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是中国梦照耀下的奋力追寻———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们东川的一款特
色七彩面条，它是由七种果蔬制作而成的，大
家需要的可以马上下单。”坐在直播镜头前的
云南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村民张顺东
和李国秀正熟练地为特色农产品带货。
　　“我们虽然残疾了，但我们精神上不残，
我们还有脑还有手，去想去做。”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
到了张顺东的这句话，证明广大脱贫群众自
立自强的信心勇气。
　　如今，脱贫攻坚战中的“战斗者”成了致
富路上的“领头羊”。“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工
作、更加乐观地生活，特别要在乡村振兴中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张顺东说。
　　世界舞台上，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
们以精彩的表演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街巷
里弄中，残疾人专职委员以高昂的热情投身
公益事业和社区治理，帮助他人排忧解难；创
新创业的平台上，不少残疾大学毕业生在节
能环保、高新科技等多个行业领域勇毅笃行，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广大残疾人生
活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变，成为推进改革发展
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残疾人更加自
信、自立、自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被充分
激发出来，正信心百倍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添砖加瓦。
　　这是中国风采的亮眼展现———
　　冰天雪地，训练正酣。
　　 2022 年开年，在甘肃白银国家雪上项
目训练基地，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国家越野
滑雪和冬季两项集训队队员紧张备战。
　　从朝迎旭日到目送夕阳，在蜿蜒起伏的
越野滑雪赛道上，一道道矫健的身影勾勒出
新时代残疾人的奋进之姿。
　　在一方方竞技舞台上，中国残疾人运动
员百折不挠、乐观进取的风采一次次惊艳
世界。
　　在去年举行的东京残奥会上，中国残奥
健儿取得优异成绩。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材
料上批示：“中国军团‘神勇’，应好好宣传，不
仅体现了体育精神与实力，更体现了中国式
的人权与国家发展的成绩！”
　　赢得的不仅是竞技体育的金牌，更是精
神上的“金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体育强则
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残疾人体育事业
的辉煌是新时代中国风采的生动体现。
　　北京冬残奥会即将开幕，从在残疾人工作
方面具有突出代表性的学校、社区等多个点位
采集的火种将齐聚北京，共同汇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官方火种。仿佛一种号召，新时代
更大的荣光离不开广大残疾人参与共同书写。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
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
　　向阳而生，循梦而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我国广大残疾人正以自强不息奋发
向上的姿态，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伟大征程上，共建共享更加幸福美好的生
活。        （记者朱基钗、高蕾）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3 月 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一周年。
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长江保
护法为各相关地区和部门推进长
江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
障。一年来，长江保护法落实情况
如何？给“长江卫士”们的工作带
来哪些变化？取得了哪些成效？记
者日前采访相关部门，聆听一线
执法者的心声。

打击力度空前

　　又是一个忙碌的深夜，李杨
锋精神抖擞，紧盯着江面。凌晨执
勤，对长江航运公安局黄石分局
黄石派出所 24 岁的民警李杨锋
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在水边长大的李杨锋对长江
有着深厚感情。他说，去年以来，
长江航运公安局集中力量打击各
类长江流域违法犯罪行为，力度
空前。派出所的同事每天都会花
2 至 4 小时，在 40 公里江段巡逻
检查。
　　各部门还加大远程监管力
度，搭建 5G 网络，投入监控、雷
达、无人机等设备，打造“科技天
网”。如今，一张 5G 专网已实现
对长江宜昌段庙咀至云池 37.5
公里水域全覆盖。
　　“以前技术有限，只能观察江
上的情况，现在利用监控系统，可
以实现对过往船舶装载货物情况
的多维分析，及时发现违法行
为。”宜昌海事局宜昌港区海事处
副处长姜江说。
　　打击力度提升，效果立竿见
影。长江航运公安局数据显示，长江保护法实
施以来，通过严厉打击和综合治理，长江干线
水域涉渔、涉砂刑事案件月均发案数同比分
别下降 75.4% 、85% ，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类
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我们一年 365 天，在水上吃、在水上
住，就是为了守护这一江碧水。”李杨锋说，

“当看到成群的鱼儿和跃出水面的江豚，一切
烦恼便随风而去。”

协作意识提升

　　长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落实长江保护
法要破解“九龙治水”难题，增强长江大保护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齐抓共管的
协作机制。
　　“长江保护法明确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
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湖北
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法庭庭长
徐彬鹏说，“丹江口库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重要的水源区。去年以来，相关部
门积极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主
动意识和协作意识前所未有。”
　　一声号角，八方响应。长江航
运公安局与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协
同作战，长江警务一体化新格局
正在形成。
　　“去年以来，明显感觉到江地
警务合作越来越密切了，不仅提
高了治安防控效能，处理案件也
效率大增、事半功倍。”李杨锋说。
　　受访对象表示，长江保护法
实施后，各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
关积极搭建沟通渠道，通过建立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的协作
机制，推动构建长江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体系。
　　此外，越来越多的沿江群众
也参与到长江大保护中。在宜昌
市，钓鱼爱好者、上岸渔民等民间
志愿者组建禁捕巡护队，在渔政
部门的统筹下，成为当地开展长
江禁捕的有生力量。

法治氛围更浓

　　如何建立环境案件执行的长
效机制，让长江保护法深入人心，
营造更为浓厚的法治氛围？
　　记者在丹江口库区司法保护
基地举行的一场“增殖放流”活动
中感受颇深。因非法捕鱼被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张某在
群众的见证下，忏悔自己的违法
行为，并将鱼苗投放至江中。
　　“对此类违法犯罪者，要通过
评估生态损失，责令他们做出赔
偿，主动修复受损环境。”徐彬

鹏说。
　　“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落
实长江保护法，沿江各地积极推进公益诉讼，
构建生态环保多赢格局。
　　 2021 年 12 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对一
起长江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进
行了审理。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在长江上海
段水域运砂途中，被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
局民警当场查获。经民警深挖，该犯罪团伙短
时间内先后 8 次非法采挖江砂，牟利近 70
万元。
　　最终，9 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
7 人被判决赔偿生态环境损失费用 17 万余
元，共同连带承担鉴定费 8 万元，并向社会
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犯罪嫌疑人在忏悔的同时，也能唤起大
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果。”办案法官表示。
      （记者田中全、王贤、李思远）
        新华社武汉 3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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鲟鲟““ 欢欢 ””长长 江江

新华社记者周凯、张海舟

　　在重庆市万州区的三峡库区珍稀鱼类驯
养基地，一条条长江鲟在江水中畅游。大的长
江鲟身长一米多，有力的尾巴不时激起朵朵
水花。
　　万州区水产研究所副所长颜忠仔细观察
着这些长江鲟的生长状况。从事长江上游珍稀
特有鱼类驯养及人工繁育工作 30 多年的他，
从 1995 年开始驯养长江鲟。经过多年探索，长
江鲟的人工繁育研究工作在这个基地顺利
开展。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储备长江鲟亲
本 100 多条，正在对长江鲟人工繁殖开展进一
步攻关。我们通过增殖放流，将人工繁育的长江
鲟投放到天然水域，有望恢复它们的种群数
量。”颜忠对记者说。
　　长江鲟又称达氏鲟，与中华鲟外形相似、
体型稍小，但中华鲟属溯河洄游性鱼类，在长
江入海口近海区域生长、繁殖期洄游到长江产

卵；长江鲟属淡水定居性鱼类，是长江上游特
有的珍稀鱼类，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由于此前长江生态环境恶化，长江鲟种群
数量逐步减少，处于濒危状态。
　　 2021 年 1 月 1 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10
年禁渔全面启动，2021 年 3 月 1 日起长江保
护法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指引下，母亲河长江焕发
新颜，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长江鲟开始“新生”，
鲟“欢”长江的场景日益呈现。
　　记者从重庆市林业局获悉，近年来重庆市
加强以长江鲟为代表的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和拯
救工作，长江保护法实施后，重庆市相关部门在
鱼类产卵场等重要生境开展水域专项巡护 70
余次，在多个江段投放人工鱼巢 7.8 万平方米，
先后 6 次放流长江鲟、胭脂鱼等珍稀特有鱼类
苗种 345.93 万尾。
　　“长江禁渔以及长江保护法的实施，对长江
鲟的保护效果十分明显。”西南大学水产学院教
授姚维志说。

　　随着渔民退捕上岸，不少过去靠打鱼为
生的渔民现在成了护鱼人。2000 年开始在
长江里打鱼的万州人张松，如今依然是江上
往来人、出没风波里，但身份变成了万州区长
江“十年禁渔”护鱼队队员，在江上巡查违规
捕捞、垂钓等行为。
　　长江保护法实施后，张松的工作更好开
展了。他说：“辛苦肯定辛苦，但为了我们的子
孙后代能够生活在环境好的长江边上，我要
把这份工作尽职尽责地做下去。”
　　“我们科研机构正在加强研究，在长江上
游四川、重庆段做了一年多的调查，就是寻找
适合长江鲟产卵的场地，促进长江鲟自然繁
育。”姚维志说。 新华社重庆 3 月 1 日电

  大图：2 月 25 日拍摄的三峡库区珍稀鱼
类驯养基地（无人机照片）。
  小图：2 月 25 日在三峡库区珍稀鱼类驯
养基地拍摄的长江鲟。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