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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再有一个月，新疆的和田大枣就要收获了。64 岁的王
宗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种了 39 亩红枣树，
这是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今年枣子长势不错，预计产量能比去年翻一番，王宗
新很满意，但他也担心收获时的市场价格。

这两年，随着交通物流水平的提升和新疆林果的品牌
化建设，和田大枣名声越来越大，全国有名。王宗新的大
枣每年都销往全国各地。

全国两亿多农户，户均耕地面积才 7 亩多。在农业现
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竞争力，
又保护好小农户的收益，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一道
必答题。丰收之时，仍须各方继续求索。

农民的丰收，不仅是农产品丰收、收入的增长，还要有
宜居的生活环境、丰富的乡村文化、留得住的乡情。让我
们一起倾听他们的心愿——

“收完栗子，我家就要搬进新房了。希望以后能像城
里人那样，生活越来越方便，村里的人气越来越旺。”祁坚
强两口子笑意融融地说。

“种田效益提高了，农业才能良性循环，才会有越来越
多的人回到农村、建设农村。”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程顺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陈应征说。

“我希望加强村集体经济发展，把农村的资源留在农
村，年轻人不再都涌进城市。”全国劳模、湖北省孝感市孝
南区陡岗镇袁湖村党支部书记袁少敏说。

“从咬牙坚持到满满的获得感，投身农业 6 年来酸甜苦
辣尝了个遍。希望社会对我们这些‘新农人’的理解和支
持更多。”湖北十大职业农民之一、吴稻长农民种养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负责人吴斌说。

一曲乡村振兴的时代之歌，正在广阔原野激荡响起。

“丰收在望，心里踏实，特别高兴。”
9 月 20 日，在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鹤龙湖镇南

洲村的一块稻田，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起伏、频频颔
首，把喜悦之情传给这块地的主人、粮农李昌浩。再
有半个多月，他这 4亩多水稻就要收获了。

李昌浩每天都要到地里查看。他说，自己一辈
子就做了这一件事——种好水稻。1950 年出生的
他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经历了从吃不饱穿不暖到衣
食无虞的不同时期。

1949 年到 2019 年，弹指一挥间，旧貌换了新颜。
70 年间，中国破解了长期以来头号发展难题，

成为世界最大农产品生产国，人民家境殷实、安居乐
业，农业和农村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

70 年间，中国从积贫积弱的传统的农业国家转
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农业一直是夯实经济社会
发展的根基。

“饭碗不空，肚子不饿，才能干别的事。”忆及过
去，李昌浩感慨道：“一家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
样。”

与此同时，距南洲村 2700 公里开外的黑龙江省
黑河市爱辉区，大豆田也已金黄一片。豆农侯文林
剥开豆荚，把大豆扔进嘴里嚼起来。

“丰收已定，月底就开始收割。”他经营的林丰现
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种了 4500 多亩大豆，预计亩产超
过 300斤，这比国产大豆的平均水平高出不少。

调减玉米、扩种大豆，是这片黑土地上实施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招。今年黑龙江全省不
仅大豆面积增至 6400 万亩，还通过集成绿色种植技
术、开展高产攻关创建等，提升了单产水平，从而提
高了种植效益。

来自大地的丰收喜悦，又何止粮食？你看，新疆
的辣椒通红、葡萄翠绿，湖北的莲藕白壮、小龙虾活
泛，河北的梨子脆生生、板栗大而满，云南的玫瑰飘
香、芒果金黄，内蒙古的羊只肥美、牧歌欢唱……

斗转星移，四季轮回。亿万农民用勤勉的劳作
绘就一幅幅美景，用汗水浇灌出一年年硕果。

雨刚停，和大林就放下茶杯、换上雨鞋，急急忙忙
走向屋后的茶山。他要趁天晴采茶去。

和大林的丰收节将在茶山上度过。他家在云南省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老姆登村，这是一个
藏在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深处的小山村。

和大林种了 30 多年茶树，但过去由于交通落后，
茶叶一直卖不起好价钱。和其他村民一样，家里还是
得靠玉米、土豆为生。因为海拔高，这些传统农作物产
量低、只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公路通
进村里，来山里自驾游的人们越来越多，游客对和大林
的高山生态茶颇为青睐。他的茶叶七成都是游客买走
的，普通级别的茶叶，一斤能卖 300 元上下。一家人的
生活也一天天滋润起来。

看到茶叶销路越来越好，村民们开始跟着和大林
种起生态茶。随着收入的增加，大伙陆续告别人畜混
居的环境，住进了有卫生间的砖房。

同样的秋日，不同的欢歌。在太行山里的河北石
家庄赞皇县西石家庄村，此时正是板栗丰收之时。满
山的栗子树上，一个个毛栗子果肉饱满甘甜。

祁坚强用长竿打栗子、他的妻子用夹子收栗子，两
口子正忙得不亦乐乎。虽然今年有点旱，产量没有往
年高，但价格却比往年每斤高了 1 元多，算下来收入还
高了点。

收获后的板栗要抓紧卖掉，不然脱壳后的栗子很
快会干，市场不欢迎。与和大林一样，祁坚强不再担心
销路问题，因为他搭上了农产品电商的快车。

去年，赞皇县的一家农产品经销公司把当地的大
枣、核桃、板栗、寿桃等特色农产品，上线到苏宁易购的

“中华特色馆”，一下子打开了全国销路。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让所有贫困群众脱贫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从 新 中 国 成 立 时 农 村 人 口 普 遍 贫 困 到 上
个 世 纪 末 中 国 人 基 本 解 决 温 饱 ，再 到 2020 年“一
个 都 不 能 掉 队 ”共 同 进 入 全 面 小 康 社 会 ，这 将 是 划
时代的成就。

◎又是一个丰收年 ◎好生态带来好收入

◎秋日欢歌唱响新希望

◆新华社记者董峻 高敬周楠 杨静 王建李志浩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淅
川的软籽石榴饱满多汁、口感清
甜，一颗颗像红宝石似的，看着真
喜人。”日前，在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国际馆广场上，来自河南省
淅川县的扶贫成果展及特色产品
展销摊位前人潮涌动，软籽石榴、
杏李、黄金梨、茶树菇等 20 余种
农特产品果色飘香，吸引着大批
国内外游客和采购商驻足品尝、
赞不绝口。

来自淅川的优质农产品“喝”
的是丹江口水库的天然纯净水，

“吃”的是原生态有机肥。作为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
心水源区，做大做强生态产业，成
为淅川发展“菜单”上的优选项。

近年来，淅川县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把生态产业作为结
合点和突破口，坚持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推进、有机化发展、产业化
经营，逐步形成了以软籽石榴为
主导、杏李和薄壳核桃等为补充

的产业发展 格 局 ，走 出 了 一 条
水 源 区 绿 色 崛 起 、转 型 跨 越 的
新路。

优良的自然环境和“保姆式”
的服务带动了生态产业的高品质
发展，丹江鱼、大闸蟹、小龙虾等
优质农产品已进入城市餐桌。目
前，全县林果产业种植面积达到
30 多万亩，全县贫困户 80%以上
的收入来自扶贫产业，1/3 以上
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据悉，第三届中国石榴博览
会暨淅川县第一届石榴节于 9 月
23~26 日举办，以“石榴”为媒，促
进文化、旅游、农业的融合发展。

“石榴节是淅川农业的嘉年华、农
民的欢乐节、丰收的成果展、文化
的大舞台，必将进一步提升淅川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带动淅川生
态 产 业 向 纵 深 发 展 ，更 好 地 助
力 绿 色发展与群众增收 致 富 。”
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满 怀 期 待
地说。

新鲜速递

依托生态优势 发展有机产业

淅川石榴别样红

射阳出台湿地保护最严新规
自然保护区缓冲区海域禁止养殖经营

本报讯 江苏省射阳县近日
出台湿地保护最严新规。新规明
确，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缓冲区范围内 2.4 万公顷海
域，属于禁止类生态红线区，不得
进行水产养殖经营和建设任何养
殖生产设施，禁止一切形式的开
发建设活动。

在县境内湿地珍禽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缓冲区海域范围内，迄
今尚未退出水产养殖和拆除水产
养殖设施的单位和个人，需限时
自行退出并拆除相关设施，并彻
底消除湿地生态环境损害。逾期

将由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强
制拆除，拆除费用由原海域使用
权人承担。

射阳县还要求，自通告发布
之 日 起 ，严 禁 任 何 单 位 或 个 人
在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射 阳 县 缓 冲 区 海 域 范 围 内 ，继
续从事一切形式的开发建设和生
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放
养殖苗种和设置养殖设施，实施
挖 土 、浇 筑 、搭 建 等 建 设 ，从 事
落 网 等定置网具和大拉网捕捞
作业等。

魏列伟

湖北省十堰市近年来开展青山绿地工程等生态建设，城市绿
地面积不断增加，绿化覆盖率达 40.21%。图为十堰市四方山生态
园，成为市民漫步休闲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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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农 民 丰 收
节来临之际，安徽省
石台县库山村的农民
举行“庆丰收迎国庆”
活动，村民们在金黄
的稻田间挥舞国旗，
表达喜悦之情。

▼四 川 省 宜 宾
市珙县玉和苗族乡
凤凰村聚居点，举行
特色多样的苗族文
化活动，迎接又一个
丰收年。
人民图片网供图

春华灼灼，秋实离离。9 月
23 日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去年，

党中央决定、国务院批复，确定每年
秋分之日为此佳节。为农设节，彰显
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农
爱农的拳拳之心。

在这个秫熟稻香、牛羊成群、瓜果
飘香的时节，新华社记者走进各地田
野、村舍，带来透着泥土和原野气

息的报道。

北京是一座快速发展的特大型城市，在经
济腾飞的同时，也承载着巨大的环境压力。特
别是复合型大气污染特征显著，在秋冬季，空气
重污染时有发生，严重影响首都国际形象和市
民幸福指数，人民群众改善空气质量的呼声尤
为强烈。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围绕首都“四个中
心”战略定位，将蓝天作为市民幸福生活重要标
志，聚焦 PM2.5 污染治理，深挖减排潜力，采取体
系规划、区域协同治理、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
激励公众参与等方式，加快治理步伐，改善成效
显著。

几年间，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出现快速下
降 ，2018 年 PM2.5、SO2、NO2、PM10 年 均 浓 度 比
2013 年分别下降 43.0%、77.4%、25.0%、27.8%；空
气重污染天数较 2013 年减少了 74.1%，重污染发
生频次、污染程度、持续时间明显下降。

夯实基础，严格标准，治理路线图清
晰明确

自 2013 年以来，结合不同时期全市大气污
染物类型及污染变化特点，北京市不断加强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建设。

在科学制定规划方面，2013 年制定了《北京
市 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6 年~
2017 年，先后制定多项针对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的实施方案，2018 年陆续出台《北京市打赢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全面规划北京市
未来大气污染路线图。

与此同时，依托在京科研单位、高校和环保
系统自身技术力量，在 2014 年和 2018 年，完成
了两轮 PM2.5 来源解析，详细编制污染源排放清
单。借助大数据技术，布设了 1000 余个 PM2.5 传
感器监测站，建成 1020 个覆盖全市乡镇（街道）
的大气粗颗粒物（TSP）监测网络。

2014 年，发布实施了我国首部以 PM2.5 治理
为主要目标的地方大气污染治理法规——《北
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了北京市大气污

染治理的方向、模式和法律要求。2018 年又结
合实际对条款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同时，制定
和实施严于国家大气污染控制标准的地方标
准，注重发挥其引领和倒逼作用。

截至 2018 年底，在用的北京地方大气污染
物控制排放标准已达 45 项，涵盖燃烧源、移动源
和工业污染源等诸多方面。

推进区域联防，强化协同共治，联合
应对空气重污染

北京市将区域协调、联防联控作为大气污
染防治的根本，强化跨区域协防共治。

2013 年底，北京市牵头，成立了京津冀大气
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
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2018 年京津冀大气污染
防治协作小组升级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领导小组，从国家层面推动区域大气污
染治理。

地区间联手，出台统一的规划和政策，区域
协调、联防联控逐步向纵深发展。从 2013 年开
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
和原环境保护部等国家部委，先后发布了针对
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多项规划方案和年度措
施，提出统一要求。2016 年京津冀三地统一实
施机动车国Ⅴ排放标准和油品质量标准；2017
年“2+26”城市全面供应符合国Ⅵ标准的车用油
品、京津冀三地联合发布了《建筑类涂料与胶粘
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等。

共治合作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越来越紧
密。2015 年，北京市与河北保定市、廊坊市建立
了大气污染治理“结对合作”关系，对 上 述 两 市
在 小 型 燃 煤 锅 炉 淘 汰 、大 型 燃 煤 锅 炉 污 染 治
理等方面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开展机动车污
染治理专项协作，实施机动车排放违法行为异
地处罚。建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信息共享平台，实现 7 省（区、市）空气质 量 、重
点 污 染 物 减 排 等 信 息 实 时 共 享 。 2017 年 ，

“2+26”城市范围统一了空气重污染预警分级
标准，及时启动区域性重污染应急，协同采取
减排措施。

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精准治污
成效显著

北京市根据 PM2.5来源解析，突出主要矛盾，
采取“点穴”的方式，集中力量精准发力。

采取“煤改电、煤改气”的方式，调整能源结
构。开展燃煤锅炉治理，相继建成四大燃气热
电中心替代燃煤电厂。截至 2018 年，累计完成
4.08 万蒸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或拆除，基本
实现全市无燃煤锅炉。针对散煤治理，按照宜
电则电、宜气则气的方式改造，目前平原地区已
基本实现“无煤化”。

数据显示，2013 年~2017 年锅炉整治、民用
燃料清洁化措施减排对 PM2.5浓度下降的贡献率
为 35%，对 SO2 减排的贡献率为 83%，对 NOx 减
排的贡献率为 29%。

“停、退、治”三管齐下，优化产业结构。在
严格环境准入方面，修订并发布了《北京市工业
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

（2017 年版）》《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
录（2018 年版）》。同时以退促降，2013 年以来关
停了 2600 余家印刷、铸造、家具等行业的一般制
造业污染企业；完成 1.1 万家“散乱污”企业的分
类处置，对工业污染源全部采取了脱硫、脱硝、
除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措施。组织实施了
400 多项环保技改项目工程，完成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减排任务。

“车、油、路”治理同步，控制机动车排放污
染。为进一步加严地方标准，北京市制定和修
订了 30 余项地方排放标准，涉及新车、在用车、
油品等。2015 年，对 8800 辆国四、国五排放标准
在用柴油公交车进行排放改造；至 2018 年，已为
5 万余辆出租车更换三元催化器，共计淘汰老旧
机动车 216.7 万辆。同时，积极优化交通结构，
大力发展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有效减少了机
动车排放。

“人防”与“技防”结合，治理扬尘污染。针
对施工扬尘，对工地设定“6 个百分百”要求，每
年对全市约 2000 个建筑施工工地、150 余家混凝
土 搅 拌 站 实 施 视 频 监 控 ；至 2018 年 共 完 成 了
8000 多 辆 渣 土 车 密 闭 化 改 造 ，安 装 卫 星 定 位
设备。治理道路扬尘，采取加强冲洗等措施，每
月对主要道路进行尘土残存量检测并对社会公
布。此外，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容量，开展平原
地区百万亩造林，全市林木绿化率达 60%以上。

完善经济政策，保持高压执法，激发
全民参与热情

北京市通过正面激励和反向督导等方式，
激发排污单位与公众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2013 年以来，北京市共投入财政资金约 860
亿元，涉及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老旧机动车
淘汰、工业企业环保技改等治污工程的财政政
策已达 40 余项。2018 年起，应税大气污染物适
用税额确定为 12 元/污染当量，以法定幅度上限
开征环保税，多排多付税，少排少付税。

公众的积极参与对于推动大气环境改善和
促进社会和谐至关重要。为此，北京市加强宣
传 教 育 ，搭 建 全 媒 体 环 境 信 息 和 知 识 传 播 平
台。通过常态化地发布环保信息、建成38个公众
环境教育基地、聘任10位知名人士担任环保公益大
使、组织青少年举办环保主 题 艺术节等方式，解
读环保政策、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绿色理念。

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北京市始终保持高压
执法，市、区两级环境执法队伍分工合作。对
环境违法行为，自 2015 年起运用按日连续处罚、
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移送涉嫌
污染环境犯罪等 5 种手段，加大执法处罚力度。
对重型柴油车等移动源，严格路检路查、入户抽
查和专项执法。2017 年，北京市成立环保警察
队伍，强化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提高环境
执法的威慑力。

同时，加强重污染应急监管。2014 年以来，
5 次修订《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不断完
善预警分级、应急措施、应急响应和组织保障，
促进应急预案措施落实到位。遇有重污染过
程，至少提前 24 小时发布预警，更从容有效地应
对空气重污染。

北 京 的 经 验 启 示 着 我 们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党委政府履行生态环保政治责任是关键，
抓 住 源 头 整 体 规 划 是 核 心 ，聚 焦 矛 盾 精 准 施
策是重点，全民行动参与共治是基础，综合施
策 全 面 治 理 是 良 策 ，区 域 协 同 联 防 联 控 是 保
障 ，“ 同 呼吸、共责任、齐努力”的环境治理社会
氛围正逐步形成。

北京大气治理下苦功见实效
强化顶层设计，注重联防联控，采取综合措施多管齐下

◆宗边 美丽中国先锋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