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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刘健、郭远明、郭强、吴锺昊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千余年前，初唐才子
王勃在鄱阳湖畔、赣江之滨留下了千古名句。

历经时空变迁，江西秀美本色未改。
2016 年，江西被列为我国首批三大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

最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获批。7 月 19 日
至 20 日召开的中共江西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江
西省研究了生态文明试验区实施方案的落实意见。

坐拥整个鄱阳湖流域、正处工业化发展中期的江西，将在这
次试验中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寻找答案，给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摸索标准，探索一条通向美丽中国的绿色崛起之路。

“好风景”何以“养”成

盛夏雨季，鄱阳湖水天一色。
湖畔的南昌市新建区象山森林公园，树木汇成林海，20 多

万羽鹭鸟自由嬉戏。

不过，这些美丽的鸟儿也给周边的村民们带来不少烦恼。
“靠近湖堤的那片低洼田，年年会被鸟儿吃掉不少稻谷。但

我们不能伤害它们。”村民陶学水说，从去年开始，国家和省里下
发了农作物受损生态补偿，湖区农民不再“吃亏”了。

“一亩田补偿 56 元，全村 9000 多亩水田可补偿 50 余万
元。”昌北村党支部书记陶文革说，有了农作物受损补偿，村
民们护鸟爱鸟的积极性更高了。

不让“人鸟争食”，是江西 30 多年推动绿色发展的生动
诠释。

江西以高度的生态自觉，将绿色发展融入经济社会的每个
角落。

1983 年，着眼整个鄱阳湖流域的综合治理，江西创造性提
出：“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系统性治
理理念，推动建设“山江湖”工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西先后提出生态立省、绿色发展战略以
及绿色崛起工作方针，并始终将其贯穿于全省各项工作。

2014 年底，六部委将江西列入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
表团上提出，江西要走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的路子，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西样板。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绿色生态是
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一定要保护好，做好治

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
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
板”。 （下转 7 版）

探索通向美丽中国的绿色崛起之路
来自鄱阳湖畔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报告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生态环境保护。祁
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是黄
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
地，是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域，国
家早在 1988 年就批
准设立了甘肃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长期以来，祁连山局
部生态破坏问题十分
突出。对此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作出批示，
要求抓紧整改，在中
央有关部门督促下，
甘肃省虽然做了一些
工作，但情况没有明
显改善。2017 年 2 月
12 日至 3 月 3 日，由
党中央、国务院有关
部门组成中央督查组
就此开展专项督查。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听取督查情
况汇报，对甘肃祁连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环境破坏典型案
例进行了深刻剖析，
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
严肃处理。

通过调查核实，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
坏问题突出。主要有：

一是违法违规开
发矿产资源问题严
重。保护区设置的
144 宗探矿权、采矿
权中，有 1 4 宗是在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
明确保护区划界后违
法违规审批延续的，

涉及保护区核心区 3 宗、缓冲区 4 宗。长期以来大规模的探矿、
采矿活动，造成保护区局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塌陷。

二是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行。当地在祁连山区域
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域高强度开发水电项目，共建有水电
站 150 余座，其中 42 座位于保护区内，存在违规审批、未批先
建、手续不全等问题。由于在设计、建设、运行中对生态流量考虑
不足，导致下游河段出现减水甚至断流现象，水生态系统遭到严
重破坏。

三是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环保投入严重
不足，污染治理设施缺乏，偷排偷放现象屡禁不止。巨龙铁合金
公司毗邻保护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长期无法稳定达标，当地环保
部门多次对其执法，但均未得到执行。石庙二级水电站将废机
油、污泥等污染物倾倒河道，造成河道水环境污染。

四是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2015 年 9 月，环境保护
部会同国家林业局就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对甘肃省林业厅、张
掖市政府进行公开约谈。甘肃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约谈整治方
案瞒报、漏报 31 个探采矿项目，生态修复和整治工作进展缓慢，
截至 2016 年底仍有 72 处生产设施未按要求清理到位。

上述问题的产生，虽然有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
根子上还是甘肃省及有关市县思想认识有偏差，不作为、不担
当、不碰硬，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没有真正抓好落实。

一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甘肃省委和省政
府没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的
极端重要性，在工作中没有做到真抓真管、一抓到底。 2016
年 5 月，甘肃省曾经组织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情况开展
督查，但未查处典型违法违规项目，形成督查报告后就不了了
之。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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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望 相 助 七 十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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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严守生态底线 推动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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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诺

进入 2017 年，安徽省政协委员何宗文更忙了。
2016 年“两会”期间，何宗文列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

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时发言，“我是群众身边的‘草根’委
员。比起绞尽脑汁赚大钱，我更喜欢帮助群众们解决问题。”
其发言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当年，他接待处理来信来访 279 批次、 469 人，同比增加
50% ；协调、化解、帮助解决问题的信访案件达 68 件。

这一方面说明这位被冠之以“最有温度的政协委员”在人
民大会堂“亮相”后的确名气更大了，但更让何宗文开心的
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自己所在的池州市信访评议团正收获着
越来越多老百姓的信赖。

时光回到 2003 年 9 月，池州市连续发生两件影响较大的
信访案件，传统模式下的信访工作遭遇着老方法不管用、新办
法不会用的尴尬境地，由于缺乏缓冲层，群众容易与直接处理
问题的政府部门产生对立情绪，信访部门成了“烫手山芋”，
许多人碰都不敢碰。

“解决信访问题，只靠党委、政府部门‘单打独斗’效果
有限，发扬民主、让群众来为群众问题‘评评理’或许有
用。”当时已是省政协委员的何宗文提出这样的设想。

2004 年 1 月初，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一支信访工
作的第三方力量——— 池州市信访评议团应运而生。 25 名信访
评议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律师、记者，还有老师、
社区居委会干部、私营企业主等，“都是老百姓，最高级别干
部也不过就是个正科。”

这支群众队伍刚“亮相”就遇到了一起久拖不决的疑难案
件：池州城区一栋商住楼 13 户居民房屋拆迁，但开发商故意
拖延还房达 35 个月之久，居民无数次上访都“无功而返”，
于是他们向评议团申请公开评议听证。

评议团接下了这块“硬骨头”，听证会上，13 户居民代表和
开发商首先各自陈词，然后评议员进行质询，并作评议，最后通
过“合议”，当场作出裁决：开发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还房给拆迁
户。最终，开发商按期将新房钥匙交到 13 户居民手中。

如今信访评议团成员已经换了三届，依旧不改“民间”本色，
成为池州人尽皆知的能“说理”的地方。只找政府借了办公室，从
来不拿一分钱工资，何宗文说，这个官方色调再淡不过的民间组

织从群众中来，用起情理法，自然可以轻松地融入群众中去。
其实，像这样动员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的做法在江淮大地

比比皆是。
芜湖市组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基层矛盾

纠纷化解，形成了“两代表一委员”工作机制。在镜湖区弋
矶山综治中心，参与调解工作的代表委员说，接待群众来
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不仅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也是他们联系群众、了解民生的过
程，使他们在履职尽责、建言献策时更接地气。

在泗县屏山镇彭鲍村，村民张长治曾经有些烦恼，自家
原与隔壁留有一条 3 米宽的巷子供人通行，然而两家却在扩
建房屋中产生了矛盾，谁“让路”一直争执不下。这时，同
村 63 岁的张长生走进两家门，三番五次语重心长劝解后双
方各让一步，成就了彭鲍村“六尺巷”的邻里佳话。

“没啥窍门，就是用老百姓的法解老百姓的事。”在村
中，张长生常被称作“大老执”，皖北土地上这一般是对红
白事操办人的称呼，衍生为群众对乡贤的别称。 2014 年以
来，在这个拥有 95 万人口的皖北农业大县， 171 个行政村
成立起乡贤志愿者工作站， 1056 名古道热肠、德高望重的
老党员、老干部、老族长、老教师等“现代乡贤”被组织起
来，调解大事小情，让村干部腾出手，也给村民解了难题。

根据地方的先进经验， 2012 年 8 月，安徽省出台《信
访事项依法终结暂行办法》，在全国率先创建信访事项依法
终结评议制度。安徽省成立信访事项复核委员会，聘请 150
位专家、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组成土地
征收征用、城乡建设、社会管理、劳动社保、教育文化、医
患纠纷、民政事务等 7 个评议团。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的话正在如
今的安徽成为现实。安徽省信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6
年全年县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群众信访 208845 件(人)
次，同比下降 7 . 1% ， 2959 件信访积案全部化解。更有大
量的矛盾纠纷被排查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初信初访按期
办结率 98 . 7% 。

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民间调解组织，如今的何宗文虽然
更忙了，却乐在其中，“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纠纷‘大民
调’机制，正在为社会自愈机能的成长提供最坚实的土
壤。” 新华社合肥 7 月 20 日电

群众问题让群众“评理”
安徽：“大民调”打造社会自愈机能

新华社记者李仁虎、
殷耀、任会斌、于嘉

一马当先七十载，万
马奔腾谱新篇。我国首个
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
古成立 70 年来，坚持和完
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
区 2500 多万各族群众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同心共筑中国梦，共创
美好生活。

草原这边花正艳，北
疆风景更亮丽！

民族团结

繁荣发展生命线

乌兰浩特市三合村是
一个以朝鲜族为主，朝鲜
族、汉族、满族、蒙古族
4 个民族和睦共处的多民
族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
中， 4 个民族的村民互帮
互助，相敬相融：朝鲜族
把多年种植水稻的经验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满、汉、
蒙古族兄弟；蒙古族、满
族把养殖技术传授给朝鲜
族兄弟；汉族村民同样把
做买卖的“绝活”教给其
他民族弟兄。

70 年来，内蒙古坚
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引导各族群众守护民
族团结生命线，守望相助
的意识深入民心，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日
益巩固。各族群众各展才
智，自治区不断焕发新光
彩。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劳
动，内蒙古汉族接受了许
多少数民族习俗、文化，
蒙古族元素服饰成为出席
隆重场合的首选服饰；无
论城市还是乡村，蒙古族
美食都非常受欢迎。

内蒙古广泛开展党的
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打牢民族团结基础。
注重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从安代舞、顶碗舞、筷
子舞到长调、马头琴，从服
饰、毛毡、皮艺等制作技艺
到蒙医药，4400 多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保
护……悠久的草原文化在新时期延续，构筑起少数
民族的美好精神家园。

从独自抚养 28 名汉族孤儿的“草原母亲”都
贵玛，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惦念“给老百姓的承诺还
没兑现”的蒙古族干部牛玉儒……一个又一个感人
的故事让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守望相助，风雨同
舟，历经 70 年，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在内蒙古愈
加牢固，为自治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沛的阳光和
雨露。

经济发展 紧握发展总钥匙

发展是一个地区繁荣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
各种民族问题的总钥匙。70 年来，自治区始终把发
展作为第一要务，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率领各族
群众弘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实现
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跨越。

自治区成立之初，国家就安排一批重点项目，帮
助内蒙古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西部大开
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政策的支持下，内蒙古经
济实现了腾飞。

今天的内蒙古，已是我国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产自内蒙古的羊绒衫温暖着全
世界，伊利和蒙牛的乳制品行销海内外；今天的内
蒙古已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新型化工、有色金
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煤化
工基地。“现在，全区已初步形成多元发展、多极
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正朝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
产业规模化和支柱产业多元化前进。”内蒙古经信
委主任王秉军说。

发达地区和兄弟省份的大力支持，为内蒙古经
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制度优势。内蒙古也不忘回报国家，从上世纪
60 年代收养 3000 孤儿，困难时期支援其他省市粮
食，到南方冰雪灾害时开足马力提供煤电产品。在国
家的支持下，内蒙古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坚持改革
开放，推动经济步入快速发展和全面转型升级。

作为我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在
经济发展中坚守生态底线，建设生态文明，坚持美丽
与发展双赢。内蒙古通过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退牧
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
程，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矿区生态修复等制
度，率先启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
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努力构筑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

发展筑牢民族团结的基础。 70 年来内蒙古生
产总值增长 642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10 倍。发展前景引导各民族同心同德，共建家
园。 （下转 7 版）

牛群在闪电河国家湿地公园内吃草（7 月 15 日
摄）。夏季，河北坝上沽源县境内的闪电河国家湿地
公园风光绮丽、气候宜人。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坝上好风光
这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郭莽湿

地。近年来，甘南州通过多种措施逐步恢复黄河
上游重要湿地的生态功能。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甘南湿地美

▲建设中的北京新机场航站楼(7 月 20 日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和河北省廊坊市交界处的北京新机场建设顺利，目前
新机场航站楼钢结构已经封顶，航站楼玻璃幕墙、二次结构及机电设备安装工作陆续展开。据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介绍，新
机场将于 2019 年建成投入使用。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北京新机场紧张建设中

▲在鄱阳湖畔的南昌象山森林公园，两只白鹭在嬉戏（4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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