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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山河壮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
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8月 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从
一江水、一片沙，到一座山、一湾海……
美丽中国建设的故事里，尽是万里山河
的多姿多彩。

从一江水、一片沙看“系统之变”

湖北宜昌枝江城西污水处理厂能
成为大型化工园里最重要的基础性设
施，厂长刘锋直说“没想到”。

凭借独特区位和便利水运，长江沿
线吸引了数十万家化工企业，岸线上一
度充斥着烟囱厂房、砂石码头，还有众
多排向长江的污水口。

位于枝江市的姚家港化工园聚集
了近 100 家化工企业，以前，园区污水
管网不健全，普遍跑冒滴漏；沿江大小
排污口密布，企业直排偷排时有发生。

转变始于 2016 年。在“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指引下，长江沿线
打响化工企业整治攻坚战，污水处理是
重要一环。

姚家港化工园开始施行污水处理
的全链条提升：企业优化生产工艺和流
程，尽量减少污水废水产生；污水输送
管道改为不锈钢钢管，防止跑冒滴漏；
企业自有排污口全部封堵，污水必须经
污水处理厂统一入江。

城西污水处理厂由此成为姚家港
化工园的核心企业，从事化工行业环保
工作 15 年，刘锋亲历了变迁。污水处
理厂引入生物倍增等新工艺，提升污水

处理效果，污水排放的标准也越来越
高。“我们严把污水处理‘最后一关’，力
求不让一滴污水进入长江。”刘锋说。

“总书记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长
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
压倒性位置’。姚家港化工园加快转
型，从最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现
在系统治理，为推进长江保护生态修复
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枝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姚家港化
工园负责人夏克松说。

生态环境治理从一域到整体的“系
统之变”，在更多地方发生。

任二换最自豪的事，就是10年坚持
植树造林，让荒漠生出了绿意，国家林草
局为此聘任他为“国家林草乡土专家”。

任二换的家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乌
兰哈少嘎查，处于我国第八大沙漠乌兰布
和东北部边缘。过去几十年，这里一度沙
进人退，“白天点油灯，夜里土堵门”。

2013 年秋，农民党员任二换拿出
全部十几万元积蓄买树苗，决定植树造
林防风沙、保农田。

“绿色梦想”激发了他和乡亲们的
斗志。戈壁砂石不能种树，他带领乡亲
们挖坑换土；山路崎岖无法通车，他们
手提肩扛树苗；地表荒芜缺乏水源，他
们打井取水铺设滴灌管道……不知干
了多少日夜，不毛之地立起了一棵棵生
命的枝干，建起了纵横交错的农田防护
林带，农业生产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除了防沙治沙，还得兼顾经济效
益。”完成农田防护林带建设后，任二换
带领乡亲们在砂石滩上种起酸枣等经
济树种。

10年努力，乌兰哈少嘎查周边建成
2400 多亩生态经济林，完成从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生态转变，实现从重点
整治向系统治理的转变。

从一座山、一湾海看“理念之变”

说起这几年的好日子，陕西省西安
市鄠邑区蔡家坡村 61岁的村民陈猛感
叹“做梦都能笑醒”。

蔡家坡村坐落在秦岭北麓，曾是秦
岭超大违建别墅所在地，别墅圈占了村
里14.11亩基本农田。“别墅与村里的自
然景致格格不入，而且好好的土地也种
不了了。”陈猛和村民只能无奈叹息。

2018 年，秦岭北麓开展违建别墅
专项整治工作，别墅被拆除，土地被复
绿、交还村集体。

“围墙和别墅倒下时，村民们都拍
手叫好。”陈猛回忆说。

也是这一年，一群艺术院校师生来
到蔡家坡，被这里满山苍郁、林深清幽
的自然风貌所吸引，他们发掘秦岭生态
和关中农村鲜明的地域文化，带领村民
建成麦田剧场、乡村美术馆、雕塑馆等
一批文化场所。

乡村艺术的发展，为蔡家坡带来了
新生机：麦秆被做成艺术装置，农具变
身雕塑，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点缀在田
野、农舍和村道间……

“村子美了，名气大了，游客也多
了，我们开始想咋把日子过得更好。”陈
猛说，村民们商量着做起了乡村旅游。

“过去种地、务工一年挣个三五万
元，现在家门口办农庄一年收入 20 多
万元。过去种猕猴桃，每斤 2元还愁销
路，现在一斤 4元还得预订。”陈猛说，

“绿水青山真的变成金山银山咧。”
现在陈猛还有个新身份——穿梭在

秦岭山间的“民间林长”，他每天最重要
的事就是村里村外走走看看，“这片风景
来之不易，守护好它是我们的责任。”

“理念之变”，在秦岭深处，也在更
广阔的山水间。

清晨 5点，山东龙口滨海度假区小
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王衍军就骑上电动
车出门了。

“每早必做的事，就是看看村里哪里
不干净，海边哪里有垃圾。”王衍军说。

小河口村距离海边仅有1公里。“我
们背靠渤海，有圆弧形海岸，但过去很
少有人去海边玩。”王衍军说，当时海
滩、防风林内垃圾遍地，严重影响海边
环境。

村民习惯将生活污水直排屋外，混
合着垃圾的污水还会流入村里的河
道。“一到雨季，河中污水被上游来水冲
进海里，加剧了对大海的污染。”王衍军
回忆。

虽然小河口村过去每年都会集中
清理垃圾，却始终治标不治本。

痛定思痛，2021年起，滨海度假区
管委会对小河口村生活污水处理进行
系统改造，每家每户的排水管道都融入
污水管网，生活污水流入集中收集罐，
定期抽运至污水处理厂。

村内的垃圾则采取定点投放，每天
都有垃圾清运车清运并统一处理。王衍
军与十余名保洁员一起，每天对海岸沿
线环境进行巡查，发现垃圾，及时清理。

“村里干净整洁，沙滩洁白如雪，吸
引了不少游客观光，东方白鹳等珍稀鸟
类也成群‘来访’，我们村的环境得到了
彻底改善。”王衍军说。

从“绿一代”“光一代”看“发展之变”

一边，生产线上火红的钢坯正被轧制

成钢材，另一边，水清见底的池塘中鱼儿
游得正欢，这确定是钢铁厂的生产车间？

“这是我们减污降碳的创新之一。”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能源
环境技术员王国明自豪地说。这位钢
铁集团的“绿一代”，10年间见证了这家
传统钢铁企业的蝶变。

印象中的钢铁行业，企业车间总是
“黑脏乱”，烟尘滚滚与灼热高温，伴随
着生产的过程。

天津作为国家首批七个碳排放权
交易试点省市之一，从 2013年开始，对
重点企业实施碳排放配额管理，荣程成
为天津市第一批试点纳入企业。多年
来，荣程建设配套节能环保设施累计投
资超55亿元。

两年前，企业完成了工业废水回用
零排放项目，生产污水经处理后全部回
收利用，车间的鱼池就是验证污水处理
水质的最好证明。“午休时我们常聚在
池边看鱼儿游弋，有的工友还特爱侍弄
一旁的花草。”王国明笑着说。

节能减排的行动不止于此。
“集团‘见缝插针’在车间屋顶、600

亩污水处理厂水面铺设了光伏板。”行
走厂区中，王国明指着一片片光伏板介
绍，车间屋顶光伏板每天的发电都用于
生产。

“过去，我们是碳排放‘大户’，如
今，却能够通过交易富余的碳配额获
益，今年就收益 800多万元。”荣程联合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柴树满说。

2000 多公里外，“光一代”也在感
受“发展之变”。

“10年前，我大学毕业到油田时，充
满了希冀和忧虑。”玉门油田新能源事
业部项目管理科副科长胡龙说。

玉门油田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但历经 80 多年开发建设，剩余可开采
量日益减少，资源品位下滑，面临严峻
挑战。

“油三代”胡龙原先所在的水电厂，
使用小型燃煤机组，单机容量小、能耗
高，随着石油储量下滑，转型迫在眉睫。

2020 年，甘肃开启新一轮新能源
产业发展热潮。

玉门油田所在的河西地区风、光资
源富集，戈壁面积广袤，发展新能源条
件得天独厚。乘着政策东风，油田调转

“船头”，驶向新能源“蓝海”。
当年，玉门油田制定第一个新能源业

务发展规划，组建新能源事业部。学电气
自动化的胡龙开始专事新能源业务。

那年 9月，玉门油田老君庙太阳能
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开工，“转型”关口，
设计、施工等各方人员铆足劲头，克服
种种困难，试点项目仅建设两个月便投
入运营。

“项目实际年发电量大大超预期，
运行近3年来效果良好。”胡龙说。

2021年，玉门油田200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在大戈壁破土动工，年底并网成
功，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首个成
规模集中式并网发电示范工程，打破了中
国石油对外供应清洁电力零的突破。

如今，玉门油田清洁电力装机规模
达 50 万千瓦以上，年均对外供应新能
源电力达 1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 21
万吨标油。

“总书记强调，要把促进新能源和
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
极有序发展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可
再生能源。”如今的“光一代”胡龙说，老
油田的新能源事业还在路上，转型跨越
仍在继续。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让万里山河更加多姿多彩
——美丽中国建设一线故事

一个站位、又一个站位……在冰与
蓝交织的世界，“雪龙 2”号搭载着中国
第 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再探世界

“尽头”。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

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中北冰洋太平
洋扇区大洋科考作业顺利结束。同在
船上，记者得以近距离感受极地科考队
员的苦辣酸甜。

征衣漫卷海浪冰霜，他们是冰原海
雾中闪耀的光。

忘记时间

大洋科考作业包括数十个站点，每
次到站后，需先采集不同深度的海水样
本，再对样本进行过滤、测定，得出数据
并记录。

负责相关工作的上海交通大学助
理研究员董卉子每站的工作时间从 2
小时到 5小时不等。有时处理完一个
站点的水样，下一站马上就到了。董卉
子坦言，自己已经“忘记了时间”，她的

“自然醒”周期已调整到 2小时，彻夜不
眠是常事。

有的队员强迫自己清醒，有的队员
却在努力入睡。

谢海翔是“雪龙 2”号实验室实验
员，职能是进行作业协调沟通，保障船
上科考设备正常运转及科考作业顺利
开展。

“我们每个班的工作时长是确定
的。”谢海翔告诉记者，实验室有两个组
轮流倒班，每组8小时，一天3个班。

“现在是极昼，有时候值完班睡意全
无。但再精神，也要强迫自己休息，因为
前面等待着我的，还有下一个8小时。”

笑对一切

大洋科考作业中，最值得期待也最
容易感到失望的，莫过于底栖生物拖网
作业。这绝对是件“苦差事”。

作业过程中，长达十几米的巨大拖
网被起重设备吊起，投放至海底。当拖
网被捞出时，海底地表淤泥（沉积物）积
满网底，科考队员要在寒风刺骨的甲板
上，从成吨重的淤泥中慢慢“淘洗”出可
能存在的生物样本。

“由于区域调查的特殊性，淘到最
后，一网可能就捞出来几只小虾米。”自
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坤说，“大家在甲板上连续工作了两
三个小时，浑身被冻透了，还弄了一身

泥，就这么点东西，多少有点遗憾。”
“但是，再小的生物，也是非常珍贵

的样本，这一网总算没白捞。”刘坤说，
他们已经学会了从微小的海洋生物中，
寻找最大的满足。

这一次，记者跟踪了底栖拖网作业
全程。两个小时，捞出了两只虾和一些
海蜇，实在算不得丰收。

记者有些失望，帮忙扫完甲板，收起
拍摄设备，对泥浆满身的尾部生物组组
长张吉昌道别：“我先撤了啊，你们加油！”

“再来啊！”他将记者的无奈化为此
刻的诙谐，在甲板上引起一阵哄笑。

永远热爱

在大洋科考作业间隙，“雪龙 2”
号政委兼轮机长陈晓东讲了这样一
个故事：

一天，他穿着带有极地科考标志的
衣服走在上海街头。一位老者看到他，
眼含殷切，急忙上前：“你哪个航次的？”

一交流才知道，这位老者是他久已
耳闻但未曾谋面的某航次极地科考的

“老队员”。他们相认的纽带，是绣在套
装上的几个字母“CHINARE”，即“中
国极地科学考察”的英文缩写。

“只要去过极地，那种情怀就会伴
你一生。”首席科学家助理孙虎林说。
自 2011 年起，他已经去过 4次北极、2
次南极。

7月 31日晚，孙虎林在常规海洋气
象观测后，率先发现了本航次航线上的
首只北极熊。“哎！熊！熊！”他激动地
摆臂、呼喊，冲到房间拿起相机，狂奔到
驾驶台开始拍照。

虽已看过数十次北极熊，孙虎林
说：“那些深远和静谧，那些世界尽头的
生灵，那些深藏在冰原和海洋中的真
知，永远值得我付出最大的热情。”

义无反顾

“大洋科考作业结束，最欣慰的是
各项科考作业设备平稳运行，后续的实
验室管理人员都很优秀。”陈清满说。

陈清满，中国第 13次北冰洋科学
考察队综合队队长，曾任“雪龙 2”号实
验室主任。从参加工作开始，不管是参
与“雪龙 2”号的设计、建造、试航和运
行，还是参加 7次南北极科考，他闻令
即动，从没迟疑、懈怠过。

义无反顾的，不只有他，还有他的
家人。陈清满说，每次极地科考报名

后，妻子总会帮忙打包出发的行囊，顺
便买上几袋他爱吃的零食，让他随船
带走。

回望大洋科考作业全程，义无反顾
的故事，从未停止书写。

大洋队队长陈超，其船舱房间里的
书桌上摆着一家三口的照片。在昼夜
不停的作业中，那是他的慰藉。

水手长付耀奎，在寒风中鏖战几小
时，刚刚回到房间缓和冻透的身体，听
说又有高强度作业，再度披挂上阵。

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工程师王颖，在
采水作业的公告白板上“开辟”了一方
小空间，每日更新作业结束的倒计时，
提醒自己和队友：坚持，再坚持……

那些挥别家人的酸楚，辗转颠簸的
疲倦，战风斗雪的劳苦，孤灯滤水的寂
寞，都会随着一次次任务的完成而湮没
在时间里。但他们采集的每个样本，记
录的每个数据，将铺就中国乃至世界认
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坦途。

大洋科考作业结束，而本航次北冰
洋科考仍在进行。现在，“雪龙 2”号已
航行至北纬 80度以上的冰原，下一阶
段的海冰综合调查作业随之展开。

（新华社“雪龙2”号8月 12日电）

冰原海雾中，他们闪耀着光
——近距离感受中国极地科考队员的苦辣酸甜

8月 6日，在“雪龙 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尾甲板，科考队员在进行箱式沉积物采样作业。（新华社 发）

“这里不仅可以欣赏一江两岸的风
景，还有机会通过望远镜看见‘微笑天
使’长江江豚。”夏季的长江湖北宜昌市
城区段，江面水波粼粼，沿岸满目苍绿，
市民沿江散步，会特意走上王家河江豚
观赏平台，寻找江豚的身影。

这个江豚观赏平台下，一根根粗大
的管道和红绿相间的阀门提醒市民，这
里曾是王家河油库码头，连接着王家河
油库，年成品油吞吐量可达130万吨。

20 世纪中期，依托便利的长江水
路，当时湖北有一批油库沿江而建。随
着长江大保护的深入推进，王家河油库
码头因位于中华鲟保护区，于 2021年
4月被拆除，但通向码头的承接平台留
了下来，打造成江豚观赏平台和长江大
保护教育基地。

“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拆的时候，
真的很舍不得，但保护长江是为了子孙
后代，大家理解并支持。”曾在王家河油
库工作了 25年的舒近波的家就在原王
家河油库附近。码头拆了，油库也搬迁
到了枝江市，舒近波和同事随之来到枝
江工作，过上了工作日在县城枝江、周
末回宜昌市中心城区的“候鸟”生活。

在距离原王家河油库码头 60多公
里的枝江姚家港化工园区，一座智能、
环保的现代化油库已拔地而起。新建
的枝江油库，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转移
和简单的功能迁移，其在安全环保、智
慧运营等方面相比原王家河油库都有
了很大提升。

“从油气回收到污水处置，从码头到
库区，环保理念一以贯之，智能化监测设
备覆盖了整个库区，实现了收油、发油、
环保、消防、安防‘五个智能化’。”原王家
河油库副主任、现枝江油库主任刘振说，
为保护长江岸线资源，中国石化与中国
石油、中长燃在枝江建设油库时，实现油
库至码头管线、管廊及消防管线、码头供
电及生活供水管线等共建共享。

眼下，枝江油库的“含绿量”还在进
一步提升。“我们正开展‘百日攻坚创效
’活动，利用现有场地建设油库光伏发
电项目，计划安装约 1万平方米光伏发
电板，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 1.18 兆
瓦。”刘振告诉记者，未来枝江油库将用
上清洁能源，并且实现用电自给自足，
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770吨。

拥有 1061 公里长江干线的湖北，
是长江大保护的“主战场”。“践行长江
大保护，等不得、慢不得、更拖不得。”中
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石油分
公司党委书记于海平说，近年来，公司
先后关停了 11 座沿江油库和 17 座沿
江油品收卸码头，搬迁、拆除了12座水
上加油站，累计投入约 40亿元进行环
保设备升级。

在长江湖北段，一座座油库、码头
拆旧建新、华丽蝶变。

如今，只要回到宜昌市中心城区，
舒近波都会找时间去王家河江豚观赏
平台，拍一拍江景，“蹲守”江豚。“看到
现在长江沿岸景观越来越好，江豚出现
频率更高了。”舒近波说。

（新华社武汉8月13日电）

湖北：沿江油库“搬家”为生态让路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长江篇

新华社北京 8月 13 日电 记者从
共青团中央获悉，截至目前，全团共组
织青年突击队 1.9万余支，发动青年志
愿者234万人次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募
集资金、物资1.6亿余元支持防汛救灾。

在共青团中央的部署下，各地团组
织闻“汛”而动，快速响应。共青团北京
市委组织百余支志愿者队伍、5000余
人参与志愿服务，51支企业青年突击
队在应急抢险、隐患排查、通信保障、转

移群众、河道疏浚等方面发挥作用。黑
龙江全省成立抗洪抢险青年突击队
568 支，1.2 万余名青年突击队队员抵
达灾区一线。

据悉，各地团组织通过召开工作部
署会、发出倡议书等方式，组建青年突
击队和青年志愿服务队，动员基层团组
织、青年文明号集体、青联委员、社会公
益组织等有序参与抢险救援和灾后重
建工作。

共青团组织 234万人次
青年志愿者投身防汛救灾工作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连日来，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灾情趋稳地
区抢通道路、清除淤泥、消杀防疫，帮助
受灾群众重建家园。

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综合
研判防汛救灾形势，调派部队投入灾后
重建。北京方向，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
支队持续加强 109国道损毁路段修缮
拓宽，与地方协力打通干线至各乡镇支
线道路；中部战区陆军第 82集团军某
工兵旅官兵携带 2辆野战净水车进入
北京西南部山区 3个村庄，为百姓净化
饮用水，现场水质检测达到国家饮用水
标准。河北方向，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
部、武警河北总队、河北省军区等单位

出动官兵、民兵，全力开展道路清淤、垃
圾清理、维修检查。

联勤保障部队第 962、983、984医
院及中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
医疗卫勤力量深入抗洪一线、乡镇村
庄、群众安置点，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
众开展送医巡诊、消杀防疫、心理咨询
等工作；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 1日以来
出动多支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任务
分队，进入因灾失联地区，打通一线通
信链路，为地方防汛指挥部、乡镇政府
和上千名群众提供对外通联。

目前，东北地区汛情仍有变化。
11日，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在
辽宁方向设置前进指挥所。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投入兵力全力协助灾后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