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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春耕好时节。田地里、茶园中、果园内，处处是农户们忙碌的身影……为
减轻农户春耕春种的压力，鼓励农户投身于乡村振兴事业中，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走进田间地头，助力春耕春种，与农户共绘乡村绿色美画卷。

（A3版）

春耕好时节志愿服务忙

生态共建 环境共保

川渝携手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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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越来越好了！”近日，在重庆
市长寿区万顺镇与四川省广安市邻水
县黎家镇交界的大洪河出川断面处，
万顺镇河长贺江华在巡河时对黎家
镇党委书记、镇级河长饶舫说，“这段
时间，河两岸乱排乱放的现象极少
了，我们要继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

从十年前的污浊不堪，到如今的
清澈见底，大洪河水质的改变折射出
川渝携手加强流域污染综合治理的
成效。

川渝两地同处长江上游，是休戚
与共的生态共同体，肩负着共同构筑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使命。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后，广安市
与重庆各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深化合作，探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生态共建、环境共保之路。

截至目前，广安市与重庆各地区
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生态共建环境共
保工作对接交流19次，开展1次党建
结对交流活动，联合执法检查20余
次，签订合作协议3个，达成了跨界流
域综合治理等多个领域合作意向，渝
广生态共建环境共保合作稳步推进。

联合共治跨界污染

今年2月28日，广安市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袁奇、合川区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许伟权共同率队，对南溪河流域
开展联合巡河督导。联合巡河督导队
先后来到合川区南溪河摇金断面、炉
山污水处理站、武胜县万隆镇污水处
理站等地，共同会诊城镇污水处理、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以及生态补水等
情况，并就摇金断面水质达标攻坚共
商解决良策。

摇金断面作为跨界国控断面，考
核四川、重庆两地。2021年及今年1
月份，在合川、广安两地的共同努力
下，南溪河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但2月
以来，水质波动较大。为此，两地生态
环境部门推动常态化巡河，坚决杜绝
流域污染隐患，不定时对沿线乡镇污
水处理厂（站）开展交叉监测，提升出
水水质，并科学实施增殖放流，设置
生态浮岛，加大南溪河生态基流，促
进水生态修复。

广安市及辖区生态环境部门还
与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区、合川区、
长寿区、垫江县、梁平县生态环境部
门联合建立生态环境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渝广两地建
立了QQ群、微信群等交流平台，推
进生态环境领域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同时，广安市扩大共治跨界污染

“朋友圈”，与重庆市长寿区、合川
区、北碚区等地以及嘉陵江流域的
南充市、广元市、达州市等地，积极
探索建立区域联合共治协同治理体

制机制，相继开展跨省联动应急演
练、跨界流域突发环境应急演练、大
气污染（臭氧污染）防治川渝联动帮
扶等联合行动，常态化开展区域、流
域重点时段和重要领域环境污染联
防联控，有效应对区域环境污染，全
面改善环境质量。

截至目前，开展川渝联动帮扶联
合行动4次，成渝地区大气污染区域
联防联控与碳达峰碳中和协同路径
研讨会1次。先后开展天府行动——
2020年嘉陵江出川断面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演练、天府卫士——2021年嘉
陵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与
重庆市合川区、长寿区常态化开展御
临河、大洪河、兴隆河（南溪河）等10
余条跨界河流联合监督监测、巡河检
查、督查执法100余次。进一步搭建
渝广工作交流合作平台，与重庆共享
监测数据1000余个，基本实现信息
互通、资源共享。

携手共商环境管理

去年1月21日，“川东渝北县域
经济共同体”第一次联席会议在达州
市渠县举行。重庆市梁平区、忠县、垫
江县，广安市前锋区、华蓥市、邻水县
和达州市大竹县、渠县等8个县（市、
区）党政领导以及相关部门参加会

议，推动川东渝北县域经济共同体联
动发展、提质增效。

同年2月23日，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重要功能平台推进会上，
四川省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遂宁
市、内江市、广安市、达州市、资阳市
分别介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
作及毗邻地区共建区域合作功能平
台的推进情况及下一步打算。

同年11月 25日，川渝省级人大
常委会分别表决通过《嘉陵江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关于加强嘉
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决
定》。此次协同立法划定适用范围、
协同原则和协调机制，从流域生态
补偿、专项规划编制、突发环境应急
处理与处置、环境综合执法等13个
方面，对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共
标、共建、共治、共管作出详细规定。

广安市与重庆市陆续签订《共建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示范区倡议书》《合
川·武胜区域合作协议》《区域生态共
建环境共保合作协议》等，协商共推区
域生态环境建设等“六大”合作机制建
设，共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
（下转A2版）

4月 12日清晨，天光微亮，在四川
省南充市蓬安县兴旺镇三青沟村，陈建
清像往常一样安顿好一家老小后，提上
自己的工作包，大步走出家门，开启了
一天的繁忙工作。

陈建清是三青沟村党支部书记，她
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皮肤黝黑，身体
因患病而消瘦。但就是这个身高不足一
米六的瘦小女人，每天拼命和时间赛
跑，一边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一边
努力履行村干部的职责，带着全村人啃
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让三青沟村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越走越宽。

不屈不挠 与坎坷命运抗争

“以前啊，这里可穷了！”提起过去
的三青沟村，陈建清说除了“穷”还是

“穷”。1986年，陈建清刚嫁到三青沟村
时，村里只能用一贫如洗来形容。那时
候的三青沟村不通电、不通公路，只有
一条崎岖狭窄的泥巴路连着外界，没人
愿意到村里教书，孩子们读书成了难
题。再穷不能穷教育，有着高中学历的
陈建清主动当起了村里的代课老师。
1986年至2010年的二十多年间，有上
百名学生在陈建清的教育下走出了
大山。

陈建清的这份坚持有多不容易，村
里人都知道。陈建清的儿子患有先天性
癫痫，丈夫在外务工受伤几乎丧失劳动
力，婆婆长期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而
她自己又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需长期
服药。面对坎坷的命运，陈建清没有屈
服，她用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
担，甚至自学医学知识考取了乡村医生
执业证。在更好地照顾家人的同时，陈
建清还志愿担任了三青沟村的村医。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党和
国家的关怀、乡亲们的关心与帮助，所
以当我有能力时，也要去帮助其他人。”
陈建清笑着说。

怀着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人
的想法，2001年，陈建清参加了村干部
竞选，被村民选为村委会副主任；2004
年，她如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屈不挠的陈建清，在撑起自己小
家庭的同时，也逐渐为支撑三青沟村这
个大家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修路兴业 带领村民拔穷根

“柏油路好安逸！”如今，三青沟村
的村民对村里的交通条件都赞不绝口，
从泥巴路到柏油路，三青沟村的一条条
道路见证了陈建清带领全村脱贫攻坚
的征程。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要修通村
公路并不容易，一开始，陈建清吃了不
少苦。最初听说要修路时，村民都很高
兴，但当得知修路可能占用自家的地
后，大家又开始犹豫了。为此，陈建清和
村里的党员干部一起，用了3个多月的
时间，挨家挨户地去做村民的思想工
作，最终打消了大家的顾虑。陈建清还
将自己的走访形成了调研报告，得到县
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迅速通过了通

村公路立项。
2014年，三青沟村的第一条通村公

路完工，从村里前往县城的时间，从过
去的大半天缩短至1个多小时。实实在
在的交通便利，让大家理解了陈建清当
初坚持修路的苦心，也因此更加支持她
的工作。2018年，三青沟村扩修村道，陈
建清在广播里问有没有人愿意出力，结
果一呼百应，大家都赶了过来。“连80
多岁的老婆婆都背起背篼赶来帮忙，真
的太令人感动了”，陈建清感慨道，“如
今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更加
团结了。” （下转A2版）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
胡璐 杨淑君）作为国家植物园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植物园4月
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事业再次迈出新步伐。

这是记者当天从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
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国
家植物园揭牌仪式上了解到的。

此次设立的国家植物园，是在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
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
基础上扩容增效整合而成，总规划
面积近600公顷。坚持国家代表性
和社会公益的理念，充分发挥植物
迁地保护和科学研究的核心功能，
将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
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

区的代表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 3
万种以上，收藏五大洲代表性植物
标本500万份，建成20个特色专类
园、7 个系统进化植物展示区和 1
个原生植物保育区。还将同上百个
国家的植物园和专业机构建立合
作关系，搭建国际综合交流分享合
作平台。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
副司长周志华说，未来将会同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等有关
部门，本着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
护优先、分步实施的总思路，稳步推
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逐步实现
我国85%以上野生本土植物、全部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得到迁地保
护的目标。

专家认为，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

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
要形式，将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
地保护体系形成有机衔接、相互补
充，共同推动形成较为完整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体系。

据介绍，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知的高等
植物有3.7万余种，约占全球的十分
之一。国家植物园是以开展植物迁
地保护、科学研究为主，兼具科学传
播、园林园艺展示和生态休闲等功
能的综合性场所。

2021年10月12日，在《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
导人峰会上，中国提出本着统筹就
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
建设。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日电（记者 高敬）国
务院关于 2021 年度环
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的报告 18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 审 议 。报 告 显 示 ，
2021年，全国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受国务院委托作报
告时说，2021 年，地级
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为 87.5%，
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9.1%。空气质量达标城
市达218个，同比增加
12个。其中，重点区域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
角地区、汾渭平原改善
幅度总体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2021年，全国地表
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地表水Ⅰ至Ⅲ类水质

断面比例为 84.9%，与 2020 年相比
上升1.5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
比例为1.2%。重点流域水质持续改
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水质持续
为优，黄河流域水质明显改善，淮河
流域、辽河流域水质由轻度污染改
善为良好。地下水水质状况总体较
好。我国管辖海域海水水质整体持
续向好。

报告指出，生态环境稳中向好
的基础还不稳固。目前还有29.8%的
城市 PM2.5 平均浓度超标，区域性
重污染天气过程仍时有发生。水生
态环境改善成效还不稳固，少数地
区消除劣Ⅴ类断面难度较大，部分
重点湖泊蓝藻水华居高不下，污染
源周边和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存在污染风险，水生态系统失衡
等问题亟待解决。

为保护蓝天碧水，2022年，要组
织实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
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等标志性战
役；组织实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长
江保护修复、黄河生态保护治理、重
点海域综合治理等标志性战役，持续
开展排污口排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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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

谷雨时节，正是采摘春茶的好时机。图为4月19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大郭庄
村的茶农在茶园里采摘“谷雨茶”。 孙中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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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
美好新生活

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
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如何在整理保护、普及传播、利用转化、人才培养、工作保障等方面发力，以

“典”亮古籍之光？本期话题对此予以探讨。
（A4版）

“典”亮古籍之光

今年23岁的孙继开是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的一名外卖小哥。热爱工作、乐观
生活、热心助人的他，在开展外卖配送工作的同时，还是走街串巷的“红袖章”，及
时将发现的安全隐患、违法犯罪线索等上报到街道、社区或其它相关部门，助力
基层社会治理，用点滴行动传递城市温暖。

（B1版）

心里面装着一个“骑士”的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