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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生态廊道附近发现一
可疑箱体，请巡逻人员立即前往！”前
几日，“健康长江泰州行动”指挥中心
派飞的无人机回传画面显示，江苏省
泰州市泰兴市滨江镇长江绿色生态廊
道北侧江堤处堆放着一个集装箱，巡
逻人员接到中心值班员指令后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

“我们本以为是违建，现场一看才
知道，原来是一群江泳爱好者为方便
游泳，合买了一个集装箱放在江堤上
当更衣室，不料才装好，就被无人机
发现了。”经办民警顾文兵说，现在有
了无人机巡防，不仅省时省力，也比
以前派人巡查更安全了。

2019 年以来，泰兴市借助科技手
段，打造起沿江立体化、信息化、智
能化技防体系。

泰兴市所在的泰州市，拥有近百
公里的长江“黄金岸线”，得益于此，
泰州市境内沿江地区以全市38.5%的国
土面积，贡献了约 58%的地区生产总
值，但多年的快速发展，也让泰州付

出了资源环境代价。
面对长江之病，泰州痛定思痛，

坚决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启动
实施“健康长江泰州行动”，部署长江
大保护智慧技防体系建设。在统一部

署下，泰兴市整合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利用高分辨卫星遥
感、无人机、无人船、污染源监测设
备等多种手段，全面掌握长江干流 3
公里缓冲区内的车辆、船舶、码头等

信息。“健康长江泰州行动”指挥中心
自 2020年实体化运作以来，共汇集了
18个部门7.4亿条数据信息。

走进“健康长江泰州行动”指挥
中心，只见屏幕上数字闪动。100余处
监控点位、60 多座水质自动监测站，
加上随时待命的船艇、无人机等装
备，一个全天候、多维度、智能化的
感知网络24小时发挥着作用。

数据显示，2023 年以来，泰兴破
获的非法采砂、侵占长江岸线等涉水
违法案件中，依靠智慧技防手段查处的
比率达到90%。

目前，长江泰州段干流水质保持在
II类以上。“健康长江泰州行动”实施以
来，长江泰州段鱼类种数从 22 种增加
到59种，累计观测到江豚88次，实现
了发展和保护的共赢。

近年来，长江沿线许多地方探索
将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于生态治
理领域，搭起网络，架起平台，为长
江大保护装上了“智慧大脑”。

左图：位于江苏省泰兴市境内的
长江天星洲。顾继红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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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小雪时节，地处
北纬47度的黑龙江齐齐哈尔迎
来一场小雪。雪后，一群冰球
爱好者扫出一块光滑冰面，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开心地练习
冰球。他们热火朝天的拼抢，
给冬日的雁溪湖生态景观公园
增添了几分灵动。

接连的降雪，让位于齐齐
哈尔市昂昂溪区的雁溪湖仿佛
盖上了一块白毯，放眼望去，
犹如童话世界。

雁溪湖是曾被列入全国黑
臭水体治理的污染水体，如今
变了模样，成为居民的休闲好
去处。

昂昂溪区前进社区居民王
洪通得空时常带着孙子来这里
玩，孩子能看到湖里的鱼儿，
听到树上的鸟鸣。“原来这里可
不是这番情景。”王洪通指着
500 米之外的一处楼房说，他
在这已经住了几十年，坑塘没
有治理前，气味难闻，夏天蚊
虫很多，里面的水都是黑红色
的。“根本不敢开家里的窗户，
更别说到这里溜达了，经过这
里都是要快走两步的。”王洪
通说。

眼前的这片净水，前身是
昂昂溪造纸厂的排水池。曾
经，城区向这里排放了大量生
活污水，加之周边一些工厂污
水通过市政管线排入，污水聚
集，臭气熏天，给大家的生活
带来了诸多不便。

2018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督察组指出
了此地的环境污染问题，给当
地敲响了警钟。齐齐哈尔市迅
速成立纳污坑塘综合治理工作
领导小组，从源头治理入手，
确定“截污控源、提升自净、
生态修复”的综合治理修复方
案，经过 3 年多治理，曾经的

黑臭水体迎来了绿色蝶变。
“我们组织了多次专项检

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到实处。”
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驻市生态
环境局纪检监察组负责人手中
拿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
记录了每一次的检查结果和反
馈问题情况。

在治理水体的同时，绿化
“美容”也必不可少。如今，当
地通过植树、种花等方式，把
纳污坑塘打造成了雁溪湖生态
景观公园。

下图：冰球爱好者在雁溪
湖生态景观公园玩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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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
村，地处乌江源百里画廊风景区。这
里山高林密、江水蜿蜒、宁静秀丽，
淳朴的苗寨人深知绿水青山是大自然
的恩赐，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美景的同
时过上富足的生活，化屋村经历了长
期探索和实践。

如今，化屋村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蝶变成为远近
闻名的“中国旅游特色村”“贵州最具
魅力民族村”，既守住了绿水青山，也
收获了金山银山。

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到用理论
武装进行科学指导，化屋村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写下了生动注脚。

思想和理论的重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精辟概括了“四个重大转
变”，强调“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
规律的认识，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实现由实践探
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

这是思想和理论的转变，居于统
摄和管总地位，是认识之变、理念之
变，是指导实现其他重大转变的根本
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高度，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
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新时代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

思想和理论的重大转变，源于长
期的实践探索和战略思考。

大河奔涌，见证思想光芒。长
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母
亲河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
在心——在青海，强调“必须担负起
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
大责任”；在甘肃，提出“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四川，叮嘱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一
江清水”……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黄河流域各地迈出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新步伐，流域内植被覆盖度
显著增加，上游植被覆盖“绿线”比
20 年前西移约 300 公里；“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成为长江沿岸省市
的共识，长江上中下游，“含绿量”越
来越高。

诸多现实案例有力证明，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伟大实践，赋予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新

的时代内涵，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新
境界。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
止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来自于
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过去，中国红树林因外来物种入
侵、生产生活污水直排、养殖鱼塘污
染等问题，面积逐渐缩小，生态系统
不断退化。近年来，中国采取建立自
然保护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
人工修复等措施，推动红树林面积稳
步增加，成为世界上红树林面积净增
加的少数国家之一，至 2022年已达到
43.8万亩。

红树林的成功修复，是综合运用
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改善生
态的典范。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征程
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

“五个重大关系”，其中之一就是“自
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

这“五个重大关系”，充分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进
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在实践基础
上丰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不只是红树林修复。生态环境治
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环境要素的复杂
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
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
性，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坚持系
统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

从最初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草”“沙”逐字增加，是
全局统筹的思维、是系统观念的体
现、是实地调研后的渐进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过去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为什么能够成功的
密码，也是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
法宝，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
丰富发展。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科学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回答时代
课题，推动实践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在绿
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
生活之美。

从大江大河到高原丘陵，从乡村
沃野到城市绿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走到哪里，就把生态文明建设
的理念讲到哪里——

在陕西汉中，提出生态公园建设
要顺应自然，加强湿地生态系统的整
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复；在黑龙江北
极村，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
力，把乡村建设得更好、把生态保护
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在江西
王村石门自然村，强调保护好自然生
态，把传统村落风貌和现代元素结合
起来，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把
乡村建设得更美丽……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
后 5 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
要“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
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

这一重要讲话，系统部署了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这是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瞄准
未来 5 年和到 2035 年美丽中国建设目
标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

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必将深刻
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作者单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研究中心）

上图：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落羽
杉景区生机盎然，宛如一幅画卷。

张连华摄 （人民图片）
左图：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西畴县国家石漠公园云雾缭绕，美
如仙境。 熊平祥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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