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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于天昊

“ 河 流 是 有 灵 性 的 。 看 到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逐 步 改 善 ，就 像 看 到 自 己 的 小
孩一点点长大一样让人高兴。”在谈到
近两年江西省萍乡市河流水质和周边
环境改善情况时，张之龙笑着说。

谈 起 工 作 ，作 为 萍 乡 市 生 态 环 境
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的张之龙嘴角
总是挂着笑意，而他的秘诀，在于他四
年来坚持的一件事：走河。

走河，顾名思义，就是沿着河流行
走，观察河流水质情况，排查河岸排污情
况。三年时间，上千公里的行程，张之龙
的足迹遍布萍乡市的各条河流和数不清
的小沟渠。从对流域情况并不熟悉，到
如今脑海中如有一幅全流域的水系图，
张之龙用“走河”摸清了萍乡市河流的污
染治理和保护情况，更对流域内的大小
河流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为什么要采用“走河”这种看起来
比较“笨”的办法呢？

“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河 流 都 有 自 动 监
测站点，要想全面掌握流域的情况，就
需要亲身去查看。”张之龙说。

而“走河”也并非像河边漫步一样
惬意。有时，为了取样以供水质检测，
张之龙经常会一脚踩进水沟，鞋子、裤
子甚至衣服在“走河”之后基本都是湿
的。有些沿岸企业会选择在下雨后涨
水 时 偷 排 ，张 之 龙 就 会 在 这 时“ 走
河 ”。 但 雨 后 河 流 水 大 湍 急 ，也 为“ 走
河”平添了几分危险。

“ 走 河 ”时 也 并 非“ 一 身 轻 ”。 张
之 龙 会 携 带 手 机 、相 机 、无 人 机 和 空
水 瓶 等 ，如 果 遇 到 可 疑 点 ，他 会 第 一
时 间 记 录 、拍 照 、录 视 频 ，或 者 用 文
字 记 录 详 细 情 况 和 地 点 。 如 果 发 现
水 质 和 此 前 有 明 显 差 别 ，他 还 会 用
水 瓶 装 水 样 回 来 给 检 测 人 员 ，出 结
果后再和工作人员一同分析原因。

一走就是四年，是什么驱动着他
四 年 如 一 日 地 坚 守 在 河 边 ，用 脚 步
丈量河流的生态环境？

“ 一 方 面 ，是 工 作 的 压 力 。 有 些
情 况 如 果 不 去 了 解 ，治 理 措 施 就 不
能 制 定 。 目 前 ，我 们 还 不 能 做 到 全
部 河 流 都 装 备 自 动 监 测 站 ，因 此 不

能只凭借监测数据，这样会遗漏一些
信息。”

“ 另 一 方 面 ，我 从 来 不 把‘ 走 河 ’
当 成 是‘ 工 作 ’，因 为 如 果 没 有‘ 热
爱’，那工作只能是工作，不会让你有
激 情 坚 持 下 去 。 我 把‘ 走 河 ’当 成 了
一 种 户 外 运 动 ，一 种 爱 好 。”张 之
龙说。

“ 经 过 这 么 多 年 的‘ 走 河 ’，我 与
河 流 之 间 也 有 了 深 厚 的 感 情 。”张 之
龙说，“这项工作有很多困难，但是这
么多年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
还会继续坚持，改善生态环境不仅是
一种传承，更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
大事。”

张之龙：萍水河畔“走河”人

张之龙在现场拍照记录河流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魏然 通讯员张荣翔

2018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
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
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强化土壤污
染管控和修复，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
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寸土寸地关乎国计，一垄一亩牵
系民生。福建省把土壤污染防治作为
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纳入党政
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2019
年 3 月，省生态环境厅联合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住建和财政等部门印发《福
建 省 土 壤 环 境 风 险 防 控 试 点 工 作 方
案》，在上杭、尤溪等 10 个县（市、区）开
展土壤环境风险防控试点，以县为单
位分类别、差异化地对“土长制”等 11
项制度进行探索创新。省市县上下联
动、同向发力，省级加大资金支持、技
术帮扶力度，先后支持上杭县专项资
金 2000 多万元，筛选 6 个项目入选中
央项目库，邀请生态环境部土壤中心、
省环科院等省内外高水平技术团队强
化技术支撑，市、县密切配合、整合力
量，助力上杭县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

“土长制”，建立土壤生态环境管理新
机制，打好打赢净土保卫战。

“土长”全覆盖，监管网格化

万物生长土为本。土壤环境安全
事关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省
生 态 环 境 厅 负 责 人 说 ，与 水 、大 气 相
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累积性及滞
后 性 等 特 点 ，治 理 难 度 大 、技 术 要 求
高、资金投入多，需要创新机制、强化
源头防控。

“ 上 杭 县 让‘ 土 长 ’当 家 ，净 土 有
责，为打好净土保卫战再添助力，是贯
彻 落 实《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法》的 生 动 实
践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土 壤 处 负 责 人 介
绍。针对土壤污染源头众多、职能部
门监管能力不足的现状，上杭县全面
建立县、乡（镇）、村及工业园区“土长
体系”，明确各级“土长”是所辖区域土
壤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直接责任人。
其中，县级设立总“土长”，由县政府主

要领导担任，由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
副县长担任第一“土长”；乡镇长、工业
园区管委会主任兼任辖区“土长”；村
级“土长”由村级环保网格员兼任，实
现了“土长”责任体系全覆盖。“土长”
对辖区内可能出现土壤、地下水与农
业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点区域和风
险点开展定期巡查，建立健全巡土登
记制度。

“土壤防治不仅有人管，还发挥出
1+1+1>3 的效应。”上杭县古田镇镇长
梁尚荣表示，已推出的河（湖）长制重
在解决保护水资源、治理水污染问题，
林长制重在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的问
题，而“土长制”则重在解决土壤污染防
控与治理修复的问题，“三长合一”形成
对生态环境的全链条保护，共同促进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制度的完善。

严控污染源，矿山变公园

衣带当风，清风拂面，紫金山金铜
矿区植物园内绿盖叠翠。在植物园的
一角，竖立着三幅对比图，展示着紫金
山金铜矿在土壤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
上的历史与变化。从大片裸露、粉尘
乱飞的废弃矿渣堆放，到如今入眼即
绿、拥有 135 种植物的生态多功能植物
园，其变化之大让人震撼。

紫金山金铜矿环境保护处副处长
江芳鹏告诉记者，紫金山每年开展两
次土壤隐患排查，组织开展矿区土壤
环境监测，并每年对矿区及周边的 24
个土壤点进行取样检测。

2020 年以来，紫金山金铜矿重金
属 减 排 在 2013 年 基 础 排 放 量 为 2594
千克/年的基础上，实现减排 602.28 千
克，完成年度减排任务。如今，紫金山
矿区已经成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首批国家矿山公园之一。

“工业固体废物是造成土壤污染
的重要来源，通过管控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风险和固体废物循环利用，保障
矿区园区环境安全，成为上杭落实‘土
长制’的重点。”上杭县生态环境局局
长杨杰介绍说。资源化利用工业固体
废物，实现变废为宝，是污染物减排、
防止土壤污染的另一个办法。

走进上杭蛟洋循环经济园区的瓮
福紫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固体废
物堆场，磷石膏渣在这里实现“变身”，
成为园区内几家企业产品的原材料。

“我 们 每 年 产 生 的 磷 石 膏 大 约 有 150
吨，从 2019 年开始，我们这些磷石膏就

可以完全被其他公司消化掉。”瓮福紫
金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环 保 主 管 袁 中
华说。

这是上杭蛟洋循环经济园区综合
处置利用工业固体废物的一个缩影。
园区以年产 30 万吨铜冶炼项目为龙
头，依托龙头企业的主副产品大力发
展下游关联企业，利用紫金铜业含铁
尾渣、瓮福紫金磷石膏渣等工业固体
废物资源，发展新型建筑材料产业，促
进资源化利用，减少固体废物排放，有
效防控土壤污染风险。

管好田间土，护好口中粮

保障农用地土壤安全，是上杭县
落实“土长制”的关键。旧县镇铁场村
示范片区，今年刚刚实施土壤安全利
用项目，工人们正在对 100 亩农田进行
白云石粉施撒工作。“主要作用是让土
地达到酸碱中和，改良土地。”项目负
责人刘思源说，未来在水稻生产期和
灌浆期，他们还将进行水肥管理和叶
面喷肥作业，以调节土壤酸碱度。像
这样的示范片区，如今已包含了 6 个乡
镇在内的 3.2万亩耕地。

2020 年以来，上杭县先后实施了
古田、蛟洋、旧县片区土壤安全利用项
目，在选定的集中推进区耕地范围内，
针对耕地土壤污染类型和污染程度，
结合耕地安全利用方式，因地制宜地
采取土壤钝化、低富集品种选择及水
肥调控等措施。上杭县明确，烤烟收
购过程中必须保证种植地块的地膜同
步 回 收 ，实 现 了 烟 草 种 植 所 用 地 膜
100%回收；针对其他农作物种植产生
的废弃农膜，则建立了6个乡镇集中回收
点。据统计，2020年，上杭县废弃农膜回
收量达690余吨，回收率达到80.8%。

上杭县是畜禽养殖重点县，有效
防控养殖业发展中产生的粪污对土壤
的污染，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另一
项重要内容。目前，全县存栏 250 头以
上的规模生猪养殖场均已完成雨污分
离、饮污分离、漏缝猪舍改造。全县规
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率已达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土长制”及其
配套措施，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
积极探索净土保卫战的“福建模式”，
牢牢守护“福地净土”，打造群众安居
乐业的“一方乐土”。

“土长”当家 净土有责
福建以“土长制”促“土长治”，解决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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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辉煌成就 建设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李玲玉6月23日北京报
道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今日在京视
频会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

西斯科·拉卡梅拉。双方共同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并就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
共同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进行交流。

生态环境部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签署
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谅解备忘录

近 年 来 ，地 处
三峡库区的湖北省
宜昌市秭归县采取
库岸工程治理、岸
线 植 绿 复 绿 等 措
施，系统性修复三
峡 库岸生态，将昔
日的荒滩野岭变为
人们健身游乐的绿
道 、公 园 和 景 区 。
图为秭归县凤凰山
的屈原故里景区郁
郁葱葱，与三峡大
坝隔水相望。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刘晓星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在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

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迎来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
裕，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
的奇迹。

回首百年奋斗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也在建设山清水秀、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道路上开拓创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越走
越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的战略高度，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历史维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
力不断增强的同时，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污

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

放眼神州大地，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
中国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经济
社会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国家
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生态文明的时代
考卷，始终摆在中国面前。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各族群众不断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探索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之道，不断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规律性认识。

从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
环境宣言》，到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
定》；从 1978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将“国家
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
入其中，到 1983 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
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从 1992 年中央 9 号文件
发布“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到 2012 年党的十
八大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

的党章增加“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
识”等内容，再到 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生态文明历史性地写入宪法，中国共
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越发坚定，绿色发
展的道路越发宽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遵循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期待，彰显执政担
当，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重视程度之高、部署频次之密、推进力度之大，堪
称前所未有。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被提高到了
治国理政前所未有 的 高 度 。 在“ 五 位 一 体 ”总
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
代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方 略
中 ，坚 持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是 其 中 一 条 基 本
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其中一大
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
攻 坚 战 ；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中，“美丽”是其中一个。

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提出
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谋划

部署不断加强，考量愈加全面，理解愈加深刻，目
标愈加高远，态度愈加坚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深谋远虑。
白山黑水间、巍巍昆仑旁，婀娜长江源，茫茫

草原上，多姿钱塘畔 ，京 畿 燕 赵 地 …… 祖 国 的
山 山 水 水 见 证 了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心 系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 展 的 情 怀 。 面 对 碧 波 万 顷 的 湖 泊 ，壁
立千仞的山陵，奔腾不息的江河，年代久远的
古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要敬畏哺
育 人 类 的 大 自 然 ，要 敬 畏 肩 头 沉 甸 甸的历史
责任。

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全面
深入地融入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
入的思考，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吉林梨树县，要
求“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
地中的大熊猫’”；在宁夏贺兰县，称赞稻渔空间
乡村生态观光园“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了，附加
值也上来了”；在山西太原，叮嘱坚持治山、治水、
治气、治城一体推进，持续用力，再现“锦绣太原
城”的盛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了未来发展的路径和方向，也指引
着各地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一个个战略，正在付诸实践；一项项改革，正
在稳步推进；一张张蓝图，正在徐徐展开，一曲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绿 色 交 响 ，正 在 神 州 大 地 激 荡
回响。

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的绿
色底色更加浓厚

生态环境关乎政治，关系经济、民生。中国
共产党深知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事关生
态环境的抉择，深刻影响着文明兴衰，蕴含着治
国理政的价值逻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着眼全国一盘棋，推出了一个个国家重大战
略，打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经络”，为实现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保护注入了强劲动能。

从长江经济带到长三角一体化，从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发展理念一
以贯之，绿色发展导向旗帜鲜明，绿色发展要求
清晰明确。

长江经济带发展，绿色打底。“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为沿江城市发展校正了路径，指明
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长江，提出长江
经济带应该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沿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力度之大、规模
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长江母亲河正在重新
焕发生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绿色先
行。从 2019 年到 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 4 次考察黄河。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
国家战略。沿黄省份积极谋篇布局，迈向高质量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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