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3年10月15日 星期日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2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会刚 版面 / 文瑾 校对 / 娟妮

十年来，中国在共建“一带一
路”过程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在
生态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国际合
作，致力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文明。绿色基建、绿色能源、
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个个项目
正不断从愿景变为行动和成果，绿
色正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生态为先，一种中国责任

巴基斯坦杰赫勒姆河畔，由中
国三峡集团为主投资方投资建设的
卡洛特水电站是当地人口中的“绿
色明珠”。

建水坝要考虑鱼类，卡洛特水
电站项目部为此颇费心思，请来生
态专家，下河采集样本，观察记录不
同点位数据，为保护当地特有的马
哈西尔鱼、阿尔万雪鳟鱼专门进行
调研评估。按照专家建议，项目部
对受影响区域开展环保巡视和保护
活动，在施工区树立禁渔标识，在溢
洪道设置生态流量泄放孔和闸门，
用于机组停运期间泄放生态流量。

卡洛特水电站的建设，既为当
地数百万人提供了绿色清洁能源，
又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清洁、绿
色、高效。”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
哈克这样评价。

与巴基斯坦情况相似，不少“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都面临推进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艰巨任务，同时也面
临空气污染、水资源破坏、生物多样
性减少等生态问题。一些“一带一
路”项目所在地区生态环境复杂，生
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始终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现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
鉴。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
国也始终将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
置。

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委员青年
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穆罕默德长期
关注中国的绿色实践，给他留下深
刻印象的是一个中国理念——发展
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
而渔”。

在加纳，中国企业在建设特马
港新集装箱码头时格外重视对海龟
生存环境的监测，专门建立了一座

“海龟孕育中心”；在肯尼亚，中企在
修建蒙内铁路时增加桥墩高度、设
置声音屏障，以保护野生动物的迁
徙通道；在克罗地亚，中企在建设佩
列沙茨大桥过程中采用气泡幕降
噪、远距离运输钻渣等手段，以减少
施工对海洋鱼类的影响……

阿富汗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副
教授伊姆兰·扎卡里亚说，从不少阿
中合作项目可以看出，中国在共建

“一带一路”过程中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在项目设计和施工时注重遵守
相关国际环保规范。柬埔寨政府发
言人帕西潘表示，中国在柬承建的
项目非常注重环境保护，这也推动
了柬方的绿色发展。中国以自身努
力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绿富同兴，一种中国智慧

卢旺达南方省胡耶市，充足的
阳光下，数米高的绿草汇成草林，郁
郁葱葱。这是中国援卢农业技术示
范中心在当地推广种植的菌草。

这种菌草耐旱、耐盐碱、耐瘠
薄，根系发达，可以大面积种植防止
水土流失，还可以代替树木栽培菌
类，经济效益突出。经营食用菌培
育作坊的卢旺达人埃马纽埃尔·阿
希马纳说：“我有4个孩子，菌草技术
带来的收入，除去孩子学费和生活
开支，还能存下一些钱用来扩大生
意。”

联合国驻卢旺达协调员奥佐尼

亚·奥耶洛说，菌草技术有助于促进
非洲可持续农业生产，将为非洲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如今，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
个国家扎根。这不仅是“中国草”

“治沙草”，也是“致富草”，展现了兼
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
中国智慧。

在埃塞俄比亚，中国科研人员
在荒漠中推广“清灌育草、封育轮
牧、牧养结合”的生态修复与生计可
持续发展模式；在埃及，中国的节水
梯田模式帮助西奈半岛山区涵养水
源；在毛里塔尼亚，中国帮助建设首
都努瓦克肖特流沙快速固定、节水
灌溉试验示范区；在尼日利亚，中国
在卡诺州建成“经济林保育”试验示
范区；在尼泊尔，位于特莱平原的中
国绿色化肥试验区促成小麦等农作
物最高增产 400%……一系列绿色
实践正在帮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走向“绿富同兴”。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又是经济财富”……这些中国理念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落地生根，获
得全球广泛认同。

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
席穆沙希德·侯赛因认为，中国的绿
色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极其重
要，既可以帮助改善环境，又提供了
绿色发展方案。

携手治理，一种中国方案

一排排光伏板下绿意萌发，打
破大漠中土黄灰寂。这是中国内蒙
古、宁夏等地的光伏治沙实践。

安装光伏板，遮挡直射阳光，再
覆盖芦苇沙障，减少地表蒸发，最大
限度保持了土壤的含水量，就可以
种植一些经济作物。这种既可以用
光伏发电，还能固沙的创新技术被
不少国家看中。今年9月中旬，在伊
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国际防治沙尘
暴大会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机构
和企业与中国企业就此达成多项战
略合作协议。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在不少环保专家看来，中国分享治
理荒漠化的技术与经验，有效提升
了全球环境治理的行动力。这是中
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
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一个侧面，
也是中国同各国共建绿色“一带一
路”的一个缩影。

从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
《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
备忘录（2017—2022）》，到与31个国
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
伴关系倡议，再到实施绿色丝路使
者计划，为 120 多个国家培训 3000
多人次的环境管理人员和专家学
者，中国同各方一道完善“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合作机制。

从肯尼亚加里萨郡的光伏电
站，到南非开普省德阿镇的德阿风
电项目，再到拉美国家街头的新能
源汽车，在中国企业帮助下，一批清
洁能源和绿色发展项目在许多发展
中国家落地，成为当地引人注目的
绿色标识。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主席埃里克·
索尔海姆说：“中国不但在绿色发展
方面取得巨大成果，并且在许多细
分领域都是领导者，还通过共建‘一
带一路’与世界其他国家共享这一
成果。”

中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
丰富实践正沿着“一带一路”跨越山
海，通过一个又一个绿色项目助力
当地发展，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作
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
张远）

生态兴文明兴
“一带一路”中的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理念
“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绿色发

展之路。”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时指出。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10 月 14 日，市长，市总
林草长、副总河湖长石建平前往大通县实地调研
河湖长制、林草长制落实及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精神，切实扛牢林草长、河湖长责任，深入推进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有力有效推动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提升，筑牢西宁北部生态屏障，坚决守好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大后方。市领导刘波参
加。

石建平先后来到大通县向化藏族乡黄柏垭林
区、东峡镇鹞子沟林区巡林，深入了解林草长制落
实、天然林管护等情况，实地查看森林防灭火设施
布局图，现场检查物资储备、人员备勤情况。他强
调，要严格落实各级林草长责任，持续推进森林资
源培育，完善养护管护机制，切实保护好森林资源，
夯实绿色发展生态本底。要加强森林防灭火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通过科技赋能不断提高监测预警
能力水平，实现巡查、监管全覆盖，确保森林资源安

全。
来到大通县东峡河，石建平边走边看，详细询

问河湖长制落实、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河道垃圾清
理等情况，并查看河湖长公示牌信息，现场拨打责
任河湖长电话，询问河湖长制落实情况。他强调，
河湖长制的实质是责任制，要把河湖长制作为防治
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保障水安全的重要抓手，压紧
压实河湖长责任，切实强化工作举措，确保河湖安
澜碧水长清。

期间，石建平随机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马
铃薯等农作物秋收，了解农产品销售、群众增收
等情况。以“四不两直”方式前往青海展大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查看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情况。他强调，企业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保
护生态环境也是保护生产、保护企业。要依法依
规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整改到位不反弹；相关地
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发展，把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统一起来，共同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

石建平前往大通县调研河湖长制、林草长制
落实及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暖阳下，湟源县波航乡上泉尔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冬，邀请94岁的老党员为全体驻村工作队员和
全村党员讲入党初心的故事。

大通县新庄镇尕庄村驻村第一书记陈世彪，忙
着通过集中领学、微信送学和上门送学，为农村党
员群众传递党的声音。

结合主题教育，湟中区共和镇苏尔吉村驻村工
作队积极开展为民办事服务活动，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各项工作。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
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学懂弄通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要求，扎根基层沃土，厚植为民情怀，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建功立
业……

随着主题教育深入开展，高原古城乡村大地，
广大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紧扣“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充分发挥“带头受教
育，协助抓教育”作用，坚持“立足岗位做”与“领着
全村干”有机结合，切实抓好个人学习，扎实开展集
中学习，用好用活方便灵活、简便易行的带头领学
促学、辅导帮学、上门送学等方式，推进农村基层党
组织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学深悟透，
当好主题教育当好主题教育““领路人领路人””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湟源县注重分类施
策，精心指导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主动融入主
题教育，当好主题教育的“领路人”。注重把抓学习
作为主题教育首要任务，带领村党支部建立定期集
中学习制度，结合所驻村工作实际，紧扣学习任务，
指导村党支部制定学习计划，并依托“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载体，扎实开展集中学习，督促村党支
部及时为流动党员寄学、送学，引导外出务工党员
融入村党支部主题教育大家庭中。

大通县各级党组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一课”形
式，开展党支部书记带头讲、驻村第一书记重点
讲、党员干部上台讲、青年党员人人讲党课461场
次，结合自身经历和工作实际，交流思想见解，分
享学习体会，有效提高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参与
度。

湟中区结合全区党员实际，将基层党员分为机
关党员，青年党员，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新
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员，流动党
员，年老体弱及文化程度低党员6类，摸清党员底

数，分类推进。
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学习作为第一需

要，扛牢使命担当，全市广大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员扎实做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按照县委主题教育具体要求，我们主动当好
理论学习的‘领学人’，第一时间结合本村实际协助
村党支部和党员个人制定完善学习计划，组织开展
集中学习。驻村工作队分成2组，及时开展送学上
门。‘双节’来临之际，主动联系县交通局、县文联2
个联点党支部来村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共学、
促学、共谋发展为主题，不断推动本村党支部理论
学习扎实开展。”湟源县寺寨乡西扎湾村驻村第一
书记秦文奎说。

大通县长宁镇西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红兵，根据
省市县动员会议精神，迅速召开村“两委”会议，研
究推进主题教育，制定学习计划，通过共学一次重
点知识、共上一节视频党课、共同化解一次矛盾纠
纷，以党建引领农村建设，全力抓好村集体经济壮
大、环境卫生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带领干部
群众在主题教育中学思想、强党性，在乡村振兴中
勇实践、建新功。

学懂弄通，
让主题教育从纸面落到地面让主题教育从纸面落到地面

广大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坚持以学铸魂、
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立足自身实际，自
觉把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的要求贯穿村级党组
织主题教育，通过示范带动，引导党员为民办事

“忙”起来，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推进农村
基层党组织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围绕支部建设、乡村振
兴、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等中心工作，立足农村产业
发展优势，持续优化为民服务，用好‘党员联户、干
部包片、支部会商’机制，了解掌握群众的急难愁
盼，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大通县新庄镇尕庄村
驻村第一书记陈世彪说。

湟中区共和镇苏尔吉村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员，结合主题教育积极开展为民办事服务活动，
主动对接林草企业，助推乡村振兴。针对该村合作
社大葱滞销问题，积极联系相关部门为蔬菜生产找
销路。协助村“两委”招商引资，盘活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资金，解决村民采购难问题。

（记者 樊娅楠）

学深悟透 学懂弄通
当好乡村振兴行家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