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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覆一寸雪，香飘十里村。
近日，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三道岭村，

一棵有着541年树龄的流苏树进入盛花期。流
苏树约有五层楼高，粗可环抱、虬枝如铁、繁花
胜雪。流苏树下，游人如织。

这是蓟州区全面加强生态保护成效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蓟州区立足京津冀生态涵养发展
区定位，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加强监测巡护
古树保护措施更实

“这棵树美得令人心醉”“今天真是不虚此
行”……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赞叹声此起彼伏。

“这棵流苏树可是村里的宝贝。每天都有
很多人在树下打卡，今年‘五一’假期每天能来
四五千人。”今年55岁的三道岭村党支部书记
丁春立是这棵树的“树长”。每天早上7点，他会
准时到树下巡视。

“我们不打药，也不过度人为干预。”丁春
立自豪地说，“我们不剪伐这棵树的任何一根
小枝条。以前因为其他原因剪伐过，谁知导致
小枝条所在的枝干枯萎。后来为保护流苏树，
村里再也不动这棵树的一枝一叶，现在这棵树
每年都花繁叶茂、茁壮成长。”

为避免游客对古树造成伤害，三道岭村村
委会在其周围设置围栏，定期清理周边环境。
每逢花期或者旅游旺季，村干部每天巡护。

“我们村子不大，宝贝不少，还有一棵树龄
619年的香柏树。”丁春立说。跟着他沿陡峭的
山路攀爬，一棵挺拔高耸的香柏树映入眼帘。

扶着树边的石头围栏，丁春立说，区生态
环境局等部门也会定期查看树木生长情况，全
方位确保古树安全。

罗庄子镇党委书记李鹏岳介绍，罗庄子镇
为镇内18棵古树都安装了护栏、定位器进行
保护和监测，并安排专人对全域林地进行巡
护，严格落实林长制。

目前，蓟州区3831棵古树名木全部由区
直单位、村（社区）和区直站所三级树长包保，
同时因树制宜、一树一策。目前所有古树名木
都已纳入天津市智慧林长平台，实现古树名木
的信息化、可视化和精细化管理。

守山、护水、净气
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窥一村而知全貌。在蓟州区，生态环境持
续好转。如今的蓟州区，是国家级重点生态功
能区，也是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和天津市重要水
源地。好生态，已然成为蓟州区的“金字招牌”。

“蓟州曾是天津市的建材基地，粗放的发
展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说起过去，蓟州
区生态环境局污控科科长田红霞很是痛心，

“后来，我们下定决心，对标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典范城市建设目标，不遗余力‘守山、护水、净
气’，治理效果显著。”

近年来，蓟州区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守山，

实施国家生态储备林基地、矿山创面治理等一
批重点生态工程，蓟州区完成封山育林8万亩。
护水，蓟州区完成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加强京津冀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做好水源地
保护工作，于桥水库平均水质达到地表Ⅲ类水
标准。净气，蓟州区强化PM2.5治理，严格控制

“两高”行业新增产能，组织实施臭氧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削减臭氧污染。

今年“五一”假期开始，国网天津蓟州公司
应用全地域无人机智能巡检车，对跨越林区的
输配电线路开展无人机协同自主巡检，为山区
用电和林区树木提供安全保障。“我们在山区
重点点位部署固定机巢和智能巡检移动机巢，
利用无人机红外镜头增强线路本体故障精准
检测能力，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架起一
座绿色能源基础设施的桥梁。”国网天津蓟州
公司总经理刘井军说。

目前，蓟州区林木绿化率达53.5%，其中北
部山区达81%。蓟州区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获得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在 2018 至
2022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评价与考核中，蓟州区连续5年被评定
为“变好”等次。

发展绿色农业、文旅产业
生态产业化步入快车道

生态兴，产业旺。“尝尝我们这儿的西瓜，
清脆沙甜。”蓟州区桑梓镇桑梓村的大棚中，西

瓜藤沿铁丝攀援而上，35岁的崔兴旺正在西瓜
大棚里忙碌。

“我们这儿不仅有山有水生态好，而且土
壤是半沙土，适合种西瓜。”崔兴旺笑着说。

“现在我们桑梓镇西瓜远近闻名，甜度高，
瓜皮薄，特别受市场欢迎。”桑梓镇有关负责人
介绍，这里的西瓜批发价达6元一斤，好生态带
来了富民瓜。

依托好山好水，蓟州区积极打造“蓟州农
品”区域共用品牌。目前，全区有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6个、绿色标志产品32个，绿色农产品生
产基地达到30万亩。

蓟州区还在东后子峪矿区开展了“春山里”
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项目。昔日坑洼不平
的废弃矿山，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良好生态促进文旅产业发展。据蓟州区文
化和旅游局局长宋伟龙介绍，蓟州全区已建成
各类景区23个，其中国家4A级及以上景区就
有6个；旅游业辐射14个乡镇、旅游特色村达
到120个，其中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村就有20
个；发展农家院2362家，其中精品民宿达到
271家，生态产业化步入快车道。

“现在全区常年旅游接待保持在2000万
人次以上，旅游直接收入在30亿元以上。”蓟
州区委书记贺亦农说，“蓟州区将依托好山好
水好空气资源禀赋，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产业
融合发展、人居环境与自然生态融合发展，着
力提升全域旅游环境，实现‘城区秩序化’‘农
村清洁化’‘景区品质化’，推动文旅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武少民）

天津市蓟州区保护古树、治理环境、振兴产业

好生态带来好生活

海南海口
美舍河、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
生态家底出炉
更多珍稀动植物被发现记录

本报讯（龙易强）近日，海南省海口市湿地
保护管理中心发布消息，海口美舍河、五源河
国家湿地公园2022年度资源调查监测报告日
前出炉，报告显示更多珍稀动植物被发现记
录，其中美舍河国家湿地公园2022年度新增
植物记录44种、鸟类5种；五源河国家湿地公
园2022年度新增植物51种、鸟类9种、两栖爬
行动物4种、蜻蜓10种。

美舍河国家湿地公园此次新增植物种类主
要分布在美舍河上游，其中海岛木、纽子花、八
脉臭黄荆、日本羊蹄甲都是海口少见的物种。

2022年度，监测团队对美舍河红树林的生
长情况也做了重点监测。公园栽种的多种红树
林植物多已经开花结果，无瓣海桑、木榄、尖瓣
海莲、海莲株高增长较快，卤蕨长势喜人，单丛
冠幅可达1平方米。

在鸟类方面，2022年度共发现鸟类新记录种
5种，美舍河国家湿地公园记录到的鸟类由112种
增加到117种，鸟类群落结构一直较为稳定。

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2022年度新增植物
种类51种，至此公园内共记录维管束植物544
种。珍稀濒危植物生长稳定，目前有国家二级
保护植物3种，分别是水蕨、野生稻、火焰兰。

监测数据显示，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鸟
类物种数和数量持续增加。与上年度的鸟类
名录比较，2022年度五源河发现鸟类新记录
种 9 种，为丘鹬、褐冠鹃隼、松雀鹰、斑头鸺
鹠、仙八色鸫、灰燕鵙、发冠卷尾、虎斑地鸫、
铜蓝鹟。五源河鸟类记录由144种增加到153
种，占海口市鸟类物种数的51%。

水生动物方面，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在连
续4年的监测中均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花鳗鲡，其数量、分布点位均有所增加。

“共筑安全网络，喜迎大运盛会”
2023年成都百万职工劳动
和技能竞赛网络安全技能赛
今日报名

本报讯（网蓉）成都大运会即将开幕，坚实的
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对确保大运会的顺利举行尤
为重要。为推动全社会不断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
技能，以“共筑安全网络，喜迎大运盛会”为主题
的2023年成都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网络安
全技能赛于6月19日正式启动报名通道。

大赛以个人竞赛为主，分为初赛、复赛、决
赛三个阶段。竞赛分为理论知识和实操考核两
大板块，涉及网络安全基本概念、法律法规、相
关应用与标准、应急处置流程、攻防技术能力
等多个方面，综合考察参赛选手的网络安全基
础知识、网络安全防护水平和技术对抗能力。
其中，实操考核将采用CTF夺旗赛形式，让选
手一展攻防实战功力。大赛秉持“以赛促学”为
选手们创造切磋技艺、展示水平的舞台，也让
大家能够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营造“以学赶超”氛围，激励广大职工崇尚
技能、勤学苦练、争创一流、求实奉献，进一步
激发和调动网络安全从业人员积极性，加强新
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保障成都大运会
网络安全提前“练兵备战”。

据介绍，大赛面向成都市范围内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不含各类院校教
师）。选手以个人形式报名，在指定时间在线提
交报名信息。报名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9 日
09：00—26日 12：00。初赛时间为6月27日。
报名者可通过登陆赛事官网，点击进入“2023
年成都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网络安全技
能赛”专题页，填报基本信息。

大赛奖项设置为：第一名，奖励15000元，经
申报核准后，由市总工会授予“成都市五一劳动
奖章”荣誉称号；第二名，奖励12000元；第三名，
奖励10000元；第四至六名，奖励每人8000元；
第七至十名，奖励每人1000元；第十一至三十
名，奖励每人800元，获奖者都将获颁荣誉证书。

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举办纪念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史迹展。展览分为“正义担当、决策出兵”“运动歼敌、稳定战线”“以打促谈、愈战愈强”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实现停战、胜利归国”五个单元，展出200余件文物，纪念英雄的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
人们。图为6月16日，秦皇岛市海港区委办公室机关党员干部在观展。 曹建雄 摄

广东中山市
将全面建设绿色建筑

近日，广东省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
布了中山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22-
2035）（下称规划）的公示稿，提出到2025年全
面建设绿色建筑、为城乡建设领域2030年前
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的发展目标。

绿色建筑，是指在全寿命期内，能够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
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月，中山共申报
了792万平方米的绿色建筑，中山市的城镇绿
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超60%。

基于这样的基础，中山提出了打造“广东
省绿色建筑发展重点城市”的发展定位，并制
定了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的目标。
至2025年，中山城镇绿色建筑占当年新建建
筑比例将达100%。

在规划中，装配式建筑被特别提到：“到
2025年，全面建设绿色建筑，以装配式建筑为
代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
标准化水平和建造质量进一步提高，为城乡建
设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

不同于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建筑将大量
现场作业工作转移至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
作好如楼板、板墙、楼体、阳台等建筑用构件和
配件，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像拼积木一样在
现场装配安装。这样的建筑方式能够减少建筑
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有效节能减损、降
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需要注意的是，中山存在大量既有建筑，
因此，加快既有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成为中山
的一项重点任务。

一方面，中山需要摸清既有建筑现状，尤
其是调查能耗水平，完善改造路径；另一方面，
支持有条件地区开展学校、医院节能改造试
点，建设一批既有民用建筑节能改造示范项
目。此外，可以结合当下正“热”的城市更新、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推进居住建筑的绿色化改
造。根据规划，至2025年，中山将对200万平
方米的既有建筑进行节能绿色化改造。

根据规划，引领绿色建筑高品质发展、加
快既有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提升工业建筑绿
色低碳水平、建设绿色城市人居环境、建立绿
色建筑技术体系、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等均被列
为重点任务。 （南方+ 陈少宏）

2023年甘肃武威市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启动

本报讯（邹承光 白瀚岷）近日，2023年甘
肃省武威市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启动仪式
暨武威市、凉州区及天祝县农村电影公益放映
工作站揭牌仪式举行。

现场举行了武威市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
作站、凉州区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站、天
祝县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站以及武威市
凉州区四十里堡战役纪念馆农村电影公益
放映固定放映点揭牌仪式。

据介绍，武威市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将
以服务农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为着力点，把
优秀影片送到群众家门口。

揭牌仪式结束后，现场还进行了放映员映
前培训会。

（上接1版）
“这是天然水域自然繁殖的长江鲟鱼苗，是

我和队友的心头宝，等它们长大了，会在合适的
条件下将它们放归长江。”6月7日下午，当记者
在长江边的江安长江协助巡护队基地见到周涛
时，他兴奋地介绍起养在鱼缸里的鱼苗。

周涛告诉记者，巡护工作主要分为日常
巡护和机动巡护两个板块，一般他们会两三
人一组开车沿着江边公路巡查，打击非法捕
捞、救助误捕珍稀鱼类、宣传鱼类保护知识
等，也会开船在非法捕捞比较严重的江段进
行巡查。“守护好一江碧水，为子孙后代多留
些鱼”，是周涛追逐的绿色生态梦，也是这支
巡护队10名队员、12名志愿者的一致初衷。

江安长江协助巡护队是江安县“1+12+N”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体系中的一支
队伍。近年来，江安县紧扣“凝聚群众、引导群
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建立以县委书记、县
长担任总队长的志愿服务总队，整合部门资源
组建理论宣讲、文明践行等12支行业志愿服务
队，发挥社会组织优势组建N支特色社会志愿
服务队，构建起“1+12+N”志愿服务队伍体系。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伍1200余支，注册志愿者64729名。

在建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的
同时，江安还有序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建设，建成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15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同时，整合全县红色阵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等资源，延伸打造了30余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基地、25个“文明花园”，不断拓展文
明实践阵地，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接地
气、有活力。

位于两江公园内的“文明花园”，《江安市

民公约》《江安文明行为“十二条”》以及道德模
范、“最美”江安人先进事迹等展板一一呈现，
络绎不绝的市民或细细品读，或轻声将典型故
事讲给身旁的孩童听，或在展示区域旁的“书
香江安·文明里”书吧内享受阅读的乐趣。

“于细微处浸润市民心灵，提升市民文明
素质。”江安县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刘菊告诉记
者，江安正通过在这些老百姓生活中随处可
见的文明实践阵地开展热情专业的服务，润
物无声地传播文明理念，倡树文明新风。

环境益民
匠心推进城市更新

“地面平整了，院落环境整洁了，车辆摆
放整齐了，楼道扶手也更新了……”6月8日
上午，当记者来到江安镇淯江社区老羽绒厂
宿舍时，78岁的小区居民廖先齐滔滔不绝地
说起了老旧小区的“大变化”。

老羽绒厂宿舍建于1996年，共有4栋楼
76户居民。随着时代变迁，和其他老旧小区一
样，设施老化、道路破损、垃圾乱堆、车辆乱停
乱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这里的居民。在文明
城市创建的过程中，该小区被纳入江安县
2020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于2021
年底开工改造。

“主要对小区内雨污管网、绿化、楼梯间、外
立面进行了改造，规整了线路，增设了绿化带，
更换了楼梯间扶手，楼栋外立面也进行了重新
粉刷。”江安县住建局工作人员单丕良介绍，为
了给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生活环境，小区还铺
设了沥青路面，划定了停车位，新建了居民活动
中心和物业用房，并安装了门禁、监控、路灯、非
机动车充电停车棚、健身器材等配套设施。

改造后的老羽绒厂宿舍面貌焕然一新，软
硬件设施更加完善。茶余饭后，小区居民或来
到健身区锻炼，或坐在石椅上下棋，或沿着小
区道路散步，小区内呈现出幸福生活新图景。

老旧小区改造是文明城市创建中的“民
生大事”。在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推进城市更
新的过程中，江安县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坚持

“一区一策”的改造理念，补齐老旧小区基础
设施不足等短板，实现从“忧居”到“优居”的
蜕变。目前，江安已有219个老旧小区完成改
造，正在稳步推进64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江安县作为全国新
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始终将“人民城市”重
要理念融入城市建设全过程，匠心打造有温
度的城市。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的同时，竹都
大道、南屏大道、迎宾大道等一条条宽敞整洁
的街道不断延伸扩展，长江竹岛、天堂湖公
园、小坝湿地公园等绿地相继建设完工，农贸
市场、背街小巷、棚户区改造有序推进……城
市人居环境明显提升，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切实增强。

离开江安时，回望江水，浩浩奔流。江畔
这边，长江竹岛上，市民结伴散步，赏孔雀开
屏，闻鸟语花香；江畔那边，高楼林立，“红马
甲”在大街小巷传播文明，市民在日常生活间
培树新风……正如一位在长江竹岛上散步的
市民所言：“如今的江安，天更蓝，水更清，路
更宽，灯更亮，景更美。一言一行，一街一景，
让人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文明的气
息与温度。”这是文明城市创建给江安市民带
来的切身感受，也是江安在文明城市创建中
写下的“文明故事”。

江安，好一座文化厚重的文明之城，好一
座人民满意的幸福之城！

湖北宜昌市
将举办首届端午文化月活动

6月16日，“我在宜昌过端午”首届“宜昌
端午文化月”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湖北省宜
昌市将举办首届“宜昌端午文化月”活动。活动
以“我在宜昌过端午”为主题，按照文化惠民、
促进发展、节俭办节的原则，突显传统味浓、时
代感强、参与性足等特点，集中在6月20日至
7月12日期间举办。

官方活动场场是精品。6月21日，屈原故里
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端午祭在秭归县屈原祠广
场举办。6月22日黄金时间档，央视直播2023
端午节晚会，这是一台全程全景在宜昌取景拍
摄，以宜昌端午文化为创作源泉，具有宜昌端午
文化特色的文艺晚会。6月22日至24日，2023
中国·宜昌屈原故里端午论坛暨屈原文化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年会召开。6月22日至25
日，新编历史话剧《屈原》在宜昌剧院上演。

群众活动处处是国潮。6月22日，举行人
人可参与的“端午之夜”。在解放路步行街商
圈、中南路商圈等地，打造一批网红打卡点、设
立端午特色产品展示展销等场景、组织开展文
艺展演等，吸引市民和游客打卡。

（《三峡日报》杨婧刘浛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