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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年来，广西壮族
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保护好漓江、保护
好桂林山水，以有力监督护航广西绿色发展。

扭住责任“牛鼻子”

2021年4月，在漓江岸边，习近平总书记
对当地同志说：“保护好桂林山水，是你们的
首要责任。”

牢记嘱托，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认
真履行协助职责和监督责任，在实践中探索
出“上级纪委书记谈下级党委书记”机制。
2021 年 5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
治区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主任房灵敏与桂
林市党政主要领导谈心谈话，压实“保护好
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主体责任。

千难万难，重视就不难。桂林市成立专
项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同时成立市公安局生
态环境保护分局，出台生态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责任制管理办法、漓江风
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10多项制度法规，让更
多制度性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专项监
督始终扭住责任“牛鼻子”。桂林市纪委监委
紧盯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薄弱环节强化
监督，以精准有力的专项监督协同配合党委
全面监督。2021年12月，群众反映桂林市全
州县咸水镇洛江村出现10多处非法盗采山砂
点。市县纪委监委严查非法盗采山砂背后的
腐败和不正之风，对 6个单位和 43名党员干
部追责问责。今年 1月 10日，市委常委会对
该案进行审议。

党委常委会审议重要违纪违法案件，是
广西落实“一岗双责”的创新之举。市纪委
监委汇报案情，剖析案发根源、提出意见建
议。案件涉及领域、部门、单位的分管常委
检视反思，主动认领责任，提出整改措施。
市委书记最后点评，引导常委班子成员更加
自觉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

“上级纪委书记谈下级党委书记、党委常
委会审议重要违纪违法案件，有效破解了监

督‘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难题。”桂林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徐波表示，
牵牢责任“牛鼻子”，形成了上下一盘棋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动局面。

聚焦打通“中梗阻”

“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涉及方
方面面，跨地区、跨层级、跨行业。广西纪
检监察机关创新推出三级“室组地”联动监
督模式，精准纠治腐败和不正之风，打通

“中梗阻”，推动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落实。
2021年下半年，涉及污水处理、洲岛岸

线修复、居民搬迁的漓江蚂蟥洲生态修复项

目，有 4000 万元资金“睡大觉”，导致项目
偃旗息鼓。此事涉及多个部门，“上级监督
远、下级监督难”。

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第七和第二监
督检查室分别联合驻区直职能部门纪检监察
组、桂林市纪委监委组成“室组地”联合督
导组深入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在联合督导
组的督促下，2021年11月，漓江蚂蟥洲生态
修复项目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完成。村民周子
欣说：“家家户户排放的污水接入市政污水管
网，人居环境、旅游环境大大改善。”如今，
项目后续工程如期推进。

“室组地”联动监督，成为打破监督壁垒
的破题之举。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第七
监督检查室主任奉剑说：“上级纪委监委监督
检查室牵头抓总，派驻职能部门纪检监察组
和属地纪委监委契合互补，合力推动破解涉
及多层级的难题。”

2021 年 8 月，桂林市阳朔县高田镇龙潭
村大面积伐木，整座山“像剃光头一样”。根
据问题涉及层级，桂林市纪委监委指定第十
一审查调查室、驻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纪
检监察组和阳朔县纪委监委组成“室组地”
联合调查组调查。经查，阳朔县林业部门、
高田镇不正确履职，违规发放林木采伐许可
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市县两级纪委监委
对11名责任人追责问责。

三级“室组地”联动监督，破题见效。
2021年以来，桂林市通过联动监督查处生态
环境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 91 个，处分
112 人，为保护生态环境、打造世界级旅游
城市提供了坚强保障。

推动监督全覆盖

“盗采砂石现象屡禁不止，请问什么时候
能割除这颗毒瘤？”“纠治环保领域腐败和不
正之风，有什么实招硬招？”

今年 5 月，桂林市临桂区纪委监委牵头
举办“电视问政·环保专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服务对象、干群代表进行点穴式
提问。

采石毁掉一座山，就永远少了这座山。
临桂区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站稳人民立
场、切实担当作为，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整治
盗采砂石乱象。该区开展专项行动依法打掉
112 个非法采砂点，查处 3 名“保护伞”，有
序开展生态修复工程。

近年来，针对监督盲区的问题，广西壮
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指导桂林市强化纪委监委

监督的协助、引导、推动功能，通过电视问
政、实行协作配合机制等举措促进党内监督
与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
督等各类监督贯通融合，以监督全覆盖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

“兴安县五里峡水库生态环境遭严重破
坏，有关部门不管不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2021年11月转来群众信访件。桂林市
兴安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群众监督，调查发
现公路扩建项目在路边非法开采，近30万立
方山石落入水库。

兴安县纪委监委及时组织交通运输、生
态环境等部门召开现场会，紧盯推诿扯皮、
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等作风不严不实问
题，督促整改落实，同时邀请群众代表现场
监督。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迅速行动，抢在
今年汛期前全部清走落石，并对公路两侧进
行复绿。

为有效促进各类监督贯通，桂林市纪委
监委实行专项监督工作协作配合机制。七星
区检察院去年报告漓江乌桕滩问题线索，反
映车辆随意碾压河滩、无序烧烤、倾倒建筑
垃圾等乱象。根据协作配合机制，七星区纪
委监委加强与七星区检察院在情况通报、线
索移送和“回头看”方面合作，对相关行政
职能部门进行执法监督，巩固乌桕滩综合整
治成果。乌桕滩清洁工人乐呵呵：“景点环境
越来越好，清洁工作轻轻松松。”

山清水秀、白鹭成群、鱼翔浅底……好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桂林山水画卷。广
西纪检监察机关深化专项监督，推动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明显——漓江流域森林覆盖率达
80.46%，漓江干流水质常年保持Ⅱ类标准。
桂林市纪委监委今年 9 月被授予“全国纪检
监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题图：一艘艘竹筏、游船行驶在漓江
上，荡起阵阵涟漪。市民和游客感受着“舟
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桂林美景。

李忠波摄
上图：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田心村乡

村美景。 庞革平摄
左图：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纪检监

察干部正和当地村民一道，在漓江上游的公
平乡青狮潭库区清理河道垃圾。

黄勇丹摄

聚力呵护桂林山水
庞革平 贝为超

今天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二十
四节气作为中华民族创造和传承的时间体系
及其实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是
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智
慧彰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
浪漫诗意的生态画卷

二十四节气铺陈着中国人数千年来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画卷，彰显着中华民族崇
尚自然、热爱自然的文化基因。取法自然，
是中国人制定和命名时间的重要标准与鲜明
特色。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不是简单
的数字罗列，而是以季节、降水、气温、物
候等变化来呈现四时岁月流动的自然之美。
例如，从雨水到谷雨，表征的是从早春“细
雨霏霏”到暮春“雨如谷粒”的降水变化。
仅从名称上来看，二十四节气就洋溢着自然
的浪漫与神韵。

与二十四节气“配套”存在的七十二
候，将一个节气又细分为三候，以植物的萌
动、开花、结实、落叶，动物的蛰眠、鸣
叫、繁育、迁徙，以及冰雪消融、电闪雷鸣
等典型物候现象来标识时间流转的轨迹。立
秋三候，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寥寥数
语便将立秋之景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
肖。物候是衡量自然生态变化走向的重要指
标，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共同构建起的时
间认知体系，反映了中国人与自然的亲密
关系。

自然物是中国节气文化时间的标志物。
二十四节气的时令节物，大多取之自然、比
之自然。《荆楚岁时记》 载：“立春之日，悉
翦彩为燕以戴之”，说的是立春日将彩燕作为
发饰，佩于发间的习俗，取燕来春到之意。
这种朝向自然的节物文化表达，诠释着中国
人让生命融入自然的生活追求。

中国人的文化时间
敬重自然的生态理念

人类与自然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
内在联系。二十四节气蕴含着亲近自然、走
进自然的文化精神，彰显着自然空间及其事
物对人类生活、思想的塑造功能。清明在传
统上又被称作“踏青节”，放风筝等多项传统
户外活动，使人们通过与自然的“交流”陶
冶心境、强健体魄。诸如此类的节气习俗，
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于自然重要性的认知、加
强人类与自然的情感联结。

斗转星移、时节更替，塑造着自然的景
致，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中国先民对自然
时间流转秉持着“顺乎自然”的精神，逐渐
形成了迎接四时、尊崇自然的文化传统。浙
江杭州的半山立夏节、广西壮族地区的霜降
节等，都呈现着中国人热爱自然的文化精神。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春
分祭日、秋分祭月、夏至祭地、冬至祭天，
是中华文明仰望苍穹、俯察大地的智慧表
达，充分彰显着中华民族感仰自然的文化
传统。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是从事农业
生产的基本节律。作为极度仰赖自然的行
业，农业生产的“铁律”是尊重自然、不误
农时，而二十四节气在其中无疑承担着时间
指南的重要功能。农谚有云“种田无定例，
全靠看节气”“节气不饶人，错过节气无处

寻”，农民根据二十四节气组织农事活动，种
植培育出了品类丰富的农作物，至今仍是中
国人繁衍生息的重要保障。这种遵节气安排
生产的劳作实践传承久远、影响广泛，奠定
了中华民族崇尚自然生态、尊重自然规律的
文化根基。

中国人的社会时间
传承发展的生态实践

将二十四节气作为生产生活的时间标
尺，按季生产、顺时而食，本身就是有效保

护自然生态的一种重要方式。按季生产，是
充分利用自然光、热、水等资源的生产模
式，也就意味着能够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
境污染。而顺时而食，在节气饮食文化中的
重要表现便是“尝新”“尝鲜”，即产即食，
不仅食材新鲜营养，还能避免食物存贮等造
成的资源浪费。

营造宜居的生活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题中之义。围绕各时令节点，中国人创造了
丰富多彩的卫生保健习俗。惊蛰时节，气温
迅速回升，春雷乍响，百虫纷纷“惊而出
走”，因此民间有抖席子、被褥、衣物的习
俗；谷雨除蝎、禁蝎，入梅日将器具置于高
阁、以防霉坏，入伏日“洗百病”等习俗，
也都呈现着人们跟着节气过日子的健康生活
方式。

中国节气文化反对“竭泽而渔”“杀鸡取
卵”式的自然资源取用模式，很多地区都流
传着“清明前后，挖坑种树”的农谚，鼓励
人们植树造林，守护绿水青山。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是衡量生态文
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二十四节气包含着
许多有关爱护野生动植物的文化传统，对于
促进人类与其他生物共享自然之美具有积极
意义。在云南鹤庆，当地会在清明节和冬至
日举行“祭鸟节”，是日人们会喂食鸟儿，绕
山踏歌，赞颂鸟儿给人类带来的诸多益处。
这类节气习俗还有很多，有助于保护生物多
样性。

在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的今天，二十四节气历久弥新，不仅在激发
全民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上发挥着作
用，更昭示着其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深远
意义。

左图：11 月 7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冬”，江苏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层林尽染，景色
宜人。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时间
张建军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时间
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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