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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精神，
大力弘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生动讲好百万生态护林员保护生
态、脱贫增收的感人故事和奉献精神，
中央宣传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近日发布了“最美
生态护林员”的先进事迹。

王明海、朱生玉、多贡、孙绍兵、陈
刚、陈力之、麦麦提·麦提图隼、汪咏
生、李玉花、吴树养、岳定国、庞金龙、
陶久林、贾尼玛、高玉忠、海明贵、黄永
健、蓝先华、曾玉梅、谭周林等获评“最
美生态护林员”的20名同志是打赢脱
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是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
实践行者和不懈奋斗者。他们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长期坚守在护林护草护
沙工作一线，以山为家、以林为伴，吃
苦耐劳、忠诚履职，献身祖国生态保护
事业；他们在脱贫攻坚一线扛重活、打
硬仗，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
的业绩，走出了一条生态补偿扶贫的
新路子，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脱贫增收
双赢。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
物访谈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他
们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央
宣传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同志为他们
颁发了“最美生态护林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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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达到23.15%
新华社北京4月 1日电 据国家卫健委1日消息，

2020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3.15%，比2019年提
升3.98个百分点，增长幅度为历年最大。

2020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为28.08%，农村居民为20.02%，城市居民高于
农村居民。东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9.06%，中部
地区为21.01%，西部地区为16.72%，东部地区高于中部
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此外，本次监测结果还呈现出男女差别不大；年轻人
高于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等特点。

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
行）》，健康素养分为3个方面，包括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
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监测结
果显示，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为37.15%，健
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为26.44%，基本技能素养水
平为23.12%。

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居民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
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55.23%、科学健康观素养
50.48%、健康信息素养 35.93%、传染病防治素养
26.77%、慢性病防治素养 26.73%和基本医疗素养
23.44%，均有提升。其中，传染病防治素养增幅最大，较
2019年提升7.56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迅速建立
各级疫情信息发布机制，及时解读防控政策，大力开展健
康科普。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学习疫情防控知识和技能，
践行少聚集、戴口罩、测体温、保持社交距离等疫情防控
措施，有力推动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

据介绍，本次监测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的336个
监测点。

沿江公安机关签署协议
长江警务一体化格局正式形成

新华社武汉4月1日电 为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
用，切实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公安部1日组
织长江上、中、下游省市公安机关与长江航运公安局、海
关缉私局在武汉签署警务合作协议，标志着“一线带三
圈”的长江警务一体化格局正式形成。

“一线带三圈”的长江警务一体化格局，即在公安部
统一领导下，围绕长江这一条主线，负责长江干线公安工
作的长江航运公安局会同海关缉私部门，联合上游的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四地和中游的江西、湖北、湖南三地
以及下游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分别建立三个警
务合作区，并由长江航运公安局作为牵线纽带，将三个合
作圈拧成一股绳，进一步加强区域警务信息共享和资源
优化配置，着力提升沿江公安机关的合成作战能力。

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近年来，沿江各地及长航公安
机关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向非法捕捞、非法采砂、非法排
污等涉江突出犯罪活动发起凌厉攻势。2020年6月下旬
以来，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
捞犯罪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
545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24人、打掉非法捕捞犯罪团
伙427个。今年1月，公安部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长
江非法采砂犯罪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侦破各类涉砂刑
事案件8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1名，打掉犯罪团伙27
个，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沿江各地公安机关
和海关缉私部门、长航公安机关将以区域警务合作协议
为统领，进一步健全长江警务一体化长效机制，积极推进
与海事、渔政、水利等涉江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信息共享
共用，推进区域之间警务数据资源汇聚整合，建立多部门
联合执法制度、跨地区办案协作制度，切实为服务保障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新华社西安4月1日电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了解到，4月1日12时起，我国第二大河流黄河进入全域禁
渔期。当日，农业农村部和沿黄9省（区）农业农村部门在黄
河陕西洽川段联合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1”黄河流域禁渔
专项执法行动暨陕西省亮剑执法行动。

禁渔期为4月 1日 12时至 6月 30日 12 时。在禁渔期
内，各级渔业渔政部门将切实做好黄河禁渔执法工作，强
化执法监管，加强渔船码头管理、巡查执法，针对非法捕捞
多发频发水域和交界水域，紧盯电毒炸鱼、涉渔“三无”船
舶和“绝户网”、生产性垂钓作业等非法捕捞行为，加大力度
打击非法制造销售电毒炸鱼等违规工具、收购加工销售非

法捕捞水产品等行为。同时，各级渔业渔政部门将积极开
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加强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评估，促进产
业融合发展，推进渔民转产转业，做好禁渔期间渔民生产生
活安排。

2018年，农业农村部制定出台黄河禁渔期制度，填补
了黄河流域渔业资源保护制度的空白，是维护黄河水生生
物多样性、保护黄河生态、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一
项重要举措。三年来，沿黄9省（区）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高度
重视、积极响应，层层压实责任，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取得显
著成效，黄河渔业资源出现好转迹象。渔政、水利、公安等
部门间和区域间的执法合作机制有效建立，执法合力初步

形成。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三年，9省（区）渔业渔政部门每
年就黄河禁渔派出渔政执法人员1.5万人（次）、水上巡查里
程4万公里以上，查办违法违规案件300起、涉案人员500
人以上。

在启动活动上，沿黄9省（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同志签
署并宣读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渔业高质量发展宣言》，承
诺坚持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江河湖库协调行动、系统治
理；完善重要水域渔业资源养护制度，严格渔港、渔船、渔具
管理；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渔民收
入；严格执法、联动执法、同频共振，以最严格执法守牢生态
和发展底线，以法治力量推动黄河流域渔业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启动禁渔专项执法行动

清明将至，随着祭扫、进山
游玩、郊游踏青等进入高峰期，防
范森林草原火灾显得愈发重要。

据国家森防办统计，近五
年来，在已查明火因的森林草
原火灾中，由人为原因引发的
占到 97%以上。其中，祭祀用
火、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炼山
造林位列前 4 位。就在近期，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一处荒山起
火，扑火过程中造成 2 人死
亡。经调查，起火原因为附近
群众上坟。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已
进入森林草原春季防火期，应
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春防”形势仍很严峻。

在气候条件上，今年 2 月
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
同期偏少6%，平均气温较常年
同期偏高 2.9 摄氏度，与 2009
年并列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
期最高。

在物候条件上，近十多年
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有较

大幅度增长，重点林区可燃物载量远超临界
值，中幼林和高油脂树种比重较大，增加了森
林火灾的防控风险。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已会同林草、气象等
部门每日组织会商，每日发布火险预警信息，
及时指导各地做到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
置，加强督导检查。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严格落实责任，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
火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可以探索“纸钱换鲜
花”等方式，引导群众改变祭祀方式。

广大群众要增强防火意识，坚决杜绝野
外违法用火。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情，不要
盲目进行扑救，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及时拨打
森林防火报警电话“12119”。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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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新华视点”记者在一些革命老区县调查
发现，国家级、省级烈士纪念设施普遍管护得较好，但不
少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日常管理不到位。

碑墓老旧破损 周围杂草丛生
青山处处埋忠骨。从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首次入

闽，至1934年长征，在福建牺牲的红军战士多达数万人。
官方与民间建设的烈士纪念设施数千座，分散在多地。
如今，不少红军墓、纪念碑已是杂草丛生、老旧破损。

据了解，福建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比较多，仅龙岩
市就有零散烈士墓1万多座，较为分散，管理难度大。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纪念设施要保持庄严、肃
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但记者发现，不少县级以下烈士
纪念设施连最基本的日常保洁也难有保证。

记者在当地一个长眠着300多位烈士的公墓里看到，
杂草最高已没过大腿，墓碑之间散落着许多易拉罐、香
烛、燃放后的鞭炮等垃圾。

随着城市发展，一些原本位于郊区的革命烈士墓渐
渐被民房包围。记者看到，一座烈士墓前种了一排芥菜。

基层管护缺资金、缺管理
2018年底，福建烈士纪念设施统一划归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管理，管理经费有所增加，一些曾被破坏、污损的设施
已得到了新一轮维修。不过，相对于点多面广的基层纪念

设施，这些经费只是杯水车薪，且缺乏长期机制保障。
“如果烈士纪念设施没有被列为县级以上文保单位，

只能申请‘抢救型’资金，日常管护资金几乎没有，眼睁睁
看着日益破败。”多名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担忧地说。

如果新建或扩建集中安葬区就需要找场所、找资金，
于是，一些地方试图将散葬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集中安
葬和管理，但遭到烈士后人或村民反对。并且，现有的烈
士陵园也不足以接纳更多散葬烈士。

英烈忠魂不容遗忘
管护烈士纪念设施对于留存红色记忆，让革命精神

代代相传意义重大。记者走访发现，有的干部不了解当
地牺牲红军的事迹，有的村民不知道村里就有烈士墓。

对于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管护难题，基层干部
群众建议：政府进行普遍筛查，针对破坏严重的设施紧急
修缮，同时制定长远维护计划，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党史专家建议，落实责任主体，明确日常管护单位或
人员的法律义务。同时协调管护人力资源，如聘请村干
部或村保洁员为日常管理员。也可依托附近中小学负责
管理，既维护设施，又能发挥红色教育作用。

此外，专家建议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地方发展规
划。记者调查发现，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的历史背景挖
掘较少，应加强整理和研究，不断丰富深化地方革命史。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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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清明节前的周日，歌乐山下、烈士墓前。
年过六旬的周勇和夫人、姐姐、学生等一行10人，

将110枝鲜花仔细摆放在纪念碑前。驻足、鞠躬，像祭
拜亲人般，与他们低声说话。

70多年前，周勇的父亲周永林是一位中共地下工作
者，3位掩护他的战友都牺牲在了白公馆、渣滓洞。他
们，就躺在纪念碑后巨大的合葬墓中。

“前辈们呐，我是周永林的儿子周勇，我带着我的妻
子、姐姐、学生们，又来看你们了……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把我们叫到床头叮嘱：没有你
们的保护，他就没了！也就没了我们，没了这个家……

他说红色的传承不能断。交代我们，他死以后，我
们这些儿孙，祖祖辈辈都要来……”

这样的祭拜从1949年起，已经72年了。
72年风雨无阻。周永林走了，他的儿子周勇也已是

白发人，传到他的孙子、曾孙已历四代。
今年，与以往的祭扫不同。周勇带来的黄的、白的菊

花中，特意点缀着10枝红色的康乃馨。周勇说，这是“特
别礼物”。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岁生日，他们想以此向
先辈们报告：烈士身后，祖国山河无恙、红旗更加高扬！

掩护了周永林的3位烈士，一位叫胡有猷，一位叫陶
敬之，另一位叫黎又霖。周永林在重庆北碚、城郊从事
地下工作时，胡有猷、陶敬之是他的直接上级。而黎又
霖是为党工作的党外人士，属于周永林团结的对象。

“那时候都是单线联系，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是共产
党员。胡有猷、陶敬之还掌握着党内大量信息，面对敌
人的威逼利诱，只要透露一点就可以换取生的希望。但
他们始终坚不吐实，不变节，没出卖，他们用自己的牺牲
保住了其他同志，保住了地下党组织。”周勇说。

献完花，周勇一行在烈士坟前，像往常一样再次高
声朗诵两首熟悉的诗：

（一）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二）
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
锒铛频向窗间望，几日红军到古渝。

这两首诗是黎又霖烈士的绝命诗。
重庆解放后，周永林与其他同志第一时间赶往歌乐

山为烈士们收尸。当时，渣滓洞大火还未完全熄灭，牢
房内外到处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完全无法辨认。

周永林又赶往白公馆，守门的老人把他带到二楼的
一个小房子，说黎又霖就是关在这里。只见房间内，排
放着谷草做成的垫子，上面铺着一张张破烂的篾席和褥
子。老人指着其中一张“床”（地铺），说黎又霖就睡在这
儿。周永林立马把谷草垫、烂褥子和篾席翻了个遍，希
望能找到黎又霖留下的东西，终于在席子下面发现了一
张黄色的草纸，看见上面写着几行字，落款竟是“又霖
十一月廿五日”——距离“11·27”大屠杀仅仅两天。仅
仅又过3天，重庆解放了。这正是烈士牺牲前留下的绝
命诗！

后来，成立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时，周永林把这
份珍贵的文物交给了组织。

“我们家所有人都会背，小孩会说话后就要学这两
首诗。”周勇说，刚学的时候完全不懂，尤其是父亲用地
道的四川话把“光荣”说成“光云”，把“结盟”说成“结
民”，家里的孩子们只能背“天书”。直到长大了，读了原
文，才理解了其中深邃的意蕴。

背诗、扫墓，讲每一位烈士的故事，讲党的历史。像
这样的纪念在这个红色家庭非常多。

让周勇特别难忘的是2009年“11·27”纪念日前夕，
已经90岁的父亲周永林最后一次祭扫了他的战友们
后，把所有孩子们叫到一块，平静地说：“我走不动了。
以后每一年你们都要去歌乐山献花。再以后，你们的孩
子也要去，都要去！”

已经是党史专家的周勇体会到父亲的深意：红色的
基因，党的历史怎样传承？就在这一代接着一代，每年
一次的祭扫中；在后代们的背诗声中；在爷爷给孙子，爸
爸给儿子讲的老故事中。

（新华社重庆4月1日电）

■

新华全媒+

部分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堪忧

关注清明节

每一年这一天，从未忘却的祭奠

4月1日，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邯郸市邯山区农林路小学
学生向烈士公墓献花。 （新华社 发）

4月1日，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学生在长春解放纪念碑开展
缅怀先烈活动。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