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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以前，衡量贵州交通发展变化的标

志，就拿黔东南为例子。人们不会忘
记，全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区、乡都
在黔东南。勤劳智慧的黔东南人民“敢
教日月换新天”，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

设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贵广高铁、沪
昆高铁穿境而过，通车里程达 280 多公
里，占全省一半。县县通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达 814 公里，占全省六分之一。
黎平机场、凯里黄平机场先后通航，成
为全国拥有两个支线机场的几个市州

之一。
过 去 75 年 ，是 黔 东 南 城 乡 面 貌

大 变 化 的 75 年 。“ 十 四 五 ”以 来 ，全
州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由 45.55% 提 高
到 48.25% ，提 升 2.7 个 百 分 点 ，全 州
建 成 区 面 积 由 228.31 平 方 公 里 提 高

到 246.38 平 方 公 里 。 建 州 初 期 只 有
几 百 户 人 家 的 凯 里 苗 寨 ，已 经 发 展
成为 50 万人口的现代都市。黔东南
的城市变大了、道路变宽了，走出了
一条山地民族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路子。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从 2015
年起陆续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
2021 年 10 月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
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第一
批 5 个国家公园，我国已基本构建起国
家公园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实行国
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
贵的自然资产。”

全新的体制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意
识，带来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明显转
变：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
步提升；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民生持
续改善，曾经靠山吃山的群众，如今富山
养山，绿水青山成了他们的幸福“靠山”。

守护好最美的生态
傍晚的秋风拂过黄河源地区，扎陵

湖泛起点点星光。漫步草原，37 岁的生
态管护员德却加总会思考：如何持久地
守护好家乡的美好风光？

德却加的家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
自治州玛多县。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
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青藏高原重
要生态屏障，有“千湖之县”之称，丰茂
的水草滋养着世代草原儿女。

然而，受全球气候变暖和过度放牧
等影响，到 21 世纪初，草原严重沙化，
湖泊面积缩小，野生动物锐减……生态
持续恶化。

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工作启动，黄河源园区全面落实生态管
护“一户一岗”政策，让牧民逐步转变为
生态管护者。德却加有了新身份——

“家乡守护人”：“我们每周至少巡护草
场 3 次，捡拾垃圾、记录监测野生动物，
还相互交流草原保护知识。”

如今，有超过 1.7 万名和德却加一
样的生态管护员，分布在三江源头的角
角落落，用实际行动守护家乡。“能用自
己的力量让家园变得越来越美，是每一
个牧民的心愿。”德却加说。

2021 年 10 月，包括三江源在内的
我国首批 5 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以来，我们
在自然保护体系建设上不断探索，统筹
实施黑土滩治理、有害生物防治、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着
力构建系统完备、保护有力、运行有效、

监管精准的管理体系。”三江源国家公
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说。

如今，黄河源头雪山巍然耸立、湖
泊星罗棋布、黑颈鹤和野牦牛等珍稀野
生动物不时“亮相”……最新统计显示：
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水体
与湿地生态系统面积净增 309 平方公
里，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在 6%以上，生
物多样性不断提高。

保护最美生态的故事还发生在海
南的热带雨林——

古木树藤相伴而生，氤氲雾气曲流
蜿蜒。看着眼前的莽莽雨林，全程见证
了工矿企业退出的洪小江时常感慨：“这
座‘宝库’现在被真正严格保护起来了！”

海南热带雨林蕴藏着丰富的热带生
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过去由于经济发
展需要，地方一度对自然资源无序开采。

2019 年 7 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印发，明确要求国
家公园内不符合保护和规划要求的工
矿企业逐步关停、搬离，建立已设矿业
权退出机制。

“国家公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 为 什 么 要 把 好 好 的‘ 摇 钱 树 ’撤 出
来？”……时任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办公室负责人的洪小江还记得，
当时的抱怨声、反对声不绝于耳。

对此，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劝说、与企
业面对面座谈、到矿业开采一线协调，终
于让“硬茬”企业松口。截至 2021 年 12
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10个矿业
权全部废止退出，雨林迎来久违的宁静。

如今，退出矿企基本完成采矿区域
的生态修复，坑洞遍布的矿山重新披上
了新绿。茂密的林木、多彩的霞光、倾
泻的瀑布、各色珍稀动物越来越清晰的
脚印……曾经梦里才有的雨林秘境，已
经变成现实。

构建守护生态的全新体制
吉林的秋日，凉风阵阵。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深处，正在做秋季调查的冯利
民被一串脚印吸引，一个箭步冲上前。

“这是野生东北虎的脚印，成年雌虎，带
着两只幼崽！”他兴奋地说。

冯利民是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
测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据他介绍，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为活动的增加，
野生东北虎栖息地消失和退化，种群急
速萎缩。1998 年，我国境内仅存 12 到
16 只野生东北虎。

为此，国家相继采取设立自然保护
区、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清山清套
等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难题依然存
在：保护工作涉及多部门、多行政区管
辖，生态系统被条块化分割，东北虎豹
保护地的碎片化问题严重。

2017 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工
作启动，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涉及国
土、林业等 7 部门的行政职能移交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森林植被修复、
核心区生产生活退出、虎豹迁移扩散廊
道建设持续进行……种种举措，都是为
了让老虎重新“掌管”森林。

如今，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
统”，能实时看到东北虎豹的一举一动。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稳定生活在公
园范围内的野生东北虎数量约70只、野
生东北豹数量约80只，活动范围超过1.1
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公园面积的80%。

不止东北虎豹，“国宝”大熊猫的生
存环境也得到系统性保护。

“看，那片一环一环的竹林，就是公
园专为大熊猫及其伴生动物开辟的‘猫
道’。”站在海拔 2400 多米的大熊猫国
家公园荥经片区马草河保护站，生态管
护员胡太伦指着眼前布满山头的竹林
和阔叶林说。

曾经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我
国大熊猫种群被割裂成多个小种群，好
似生活在一个个“孤岛”中，对其繁衍生
息造成阻碍。截至 2013 年底，全国野
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为 1864 只，被分散
为 33 个局域种群，其中 24 个种群因大
熊猫数量少，存在灭绝风险。

2021 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为提高大熊猫基因交流的能力，包
括荥经片区在内的四川片区共规划了
拖乌山、泥巴山、二郎山等 10 条大熊猫
生态廊道。

“四川片区聚焦大熊猫重要栖息地
和重点生态廊道，共计实施生态修复近
54 平方公里，有效保护了全国 64.8%的
野生大熊猫。”四川省林草局副局长陈
宗迁说。

赖以生存的环境得到改善和保护，不
同种群的大熊猫又可以互相“串门”了。

人与青山两不相负
世代居住在福建武夷山桐木村的

李万松，没想到自己的三份工作能融合
得这么好——茶园园主、生态护林员和
民宿老板。这一切都是武夷山国家公

园建设后带来的变化。
武夷山国家公园总面积 1280 平方

公里，横跨福建、江西两省，以生物资源
丰富、生物多样性富集而闻名，还是世
界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源地。茶产业是
这里的支柱产业之一，李万松经营茶园
已有 20 多年。

“前些年受经济利益驱使，时常有
人毁林种茶，山上的生态环境都给破坏
了，物种的多样性减少，固土、净化空气
等功能也弱了。”李万松说，国家公园设
立以来，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毁林种茶
现象被管住了。

近些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自己的家园”成了武夷山人的共识。武
夷山国家公园设立后，李万松和村民成
为生态护林员。“现在应用的都是‘天空
地’全方位、全天候监测管理，生态保护
能力强大。”李万松说。

公园里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持续向
好：公园福建片区森林植被加快恢复，
森林覆盖率达 96.72%；地表水、大气各
项指标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累计发现
并公布武夷林蛙、武夷山对叶兰等 30
多个新物种。

在守护美好生态的同时，公园积极
促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
统一，引导茶农建设生态茶园，推动茶
文化、茶产业和茶科技相融合，让群众
进一步享受生态红利。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村 9000
多亩茶山都不施肥、不打药，茶叶的品
质越来越好，很多头回客都成了回头
客。”李万松说。

守护好绿水青山，也换来金山银
山。在管护茶园、巡山护林之余，李万松
还将自家的房子改造成了民宿，游客一
年比一年多，节假日客房几乎天天爆满。

国家公园的建设重在保护，也需要
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和共享。目前第一批
国家公园根据自身独特的自然和文化禀
赋，向公众开放了丰富的线路和区域，
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置了 10 条
生态游憩精品路线和科普廊道，大熊猫
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规划了广元唐家河园
区、雅安喇叭河园区等 3 条独具特色的
游憩线路以及11处成熟的游憩区域。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新时代的田园牧歌全面奏响，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正徐徐展开。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
○ 新华社记者 黄豁 汪伟 王金金

这里是延安，一座精神永恒与信仰澎湃的城
市。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并写入党章。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
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

今年秋天，记者再访延安，这里瓜果飘香，山乡
巨变。群众从一棵棵果树上“种出”幸福光景，在一
项项改革中尝到民生甜头，深切体会到，我们党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矢志不渝、奋斗不
止，兑现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庄严承诺。

“幸福果”里映照初心
秋日延安，云淡天高。当地一座苹果科技示范

基地里，红色的“富士”、黄色的“秦玉”、青色的“王
林”……各色品种的苹果挂满枝头。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市安塞区高
桥镇南沟村考察时指出，“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
途”，强调“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当地加快建设全国苹
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推广节水技术，实施品牌战
略，推动三产融合……如今，延安苹果产量已占全国
九分之一，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六成来自苹果。

“山峁绿来苹果红，老汉高兴地唱起来……”正
是丰收时节，南沟村农民赵永东的信天游曲调悠
悠。“每亩防雹网补助 2000 元，防冻剂免费发放，技
术员上门指导……”他说，一项项惠民政策里，有党
对群众的牵挂。

百姓冷暖，系于心间。每年春天一遇倒春寒，安
塞区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刚就带领干部冲进果
园，在防冻坑里生火升温，防止苹果花期受冻。

防寒关键在夜间。饿了啃口馍，困了打个盹，守
在坑边彻夜不眠更是平常。张刚说，唯有踏踏实实
做事，才对得起乡亲们的期待。

一颗小苹果，映出好光景。党员的“辛苦指数”，
正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在一些苹果主产区，“精准防冻作战图”“雹灾防御
作战图”等防灾地图大显身手。果农路红珍说，图上的
很多细节，是干部带着老乡“用脚底板踏出来”的。

在宝塔区电商直播融合孵化服务中心，果树认
养、主题文创、电商直播，苹果的营销方式五花八
门。中心负责人曹海洋说，我们一有空就往果园里
钻，问计于民，金点子便层出不穷。

去年全市苹果产量 464 万吨，优果率达 82%，近
百万人从事相关工作……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路树
国说，这是一幅党带领群众致富的美好画卷。

扎根群众 矢志不渝
晨光熹微，延安枣园。宝塔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来到张思德纪念广

场诵读名篇，缅怀先烈。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的……”青山为伴，诵读声意韵悠长。这支赴汤蹈火的队伍，队员们每年
超过 300 天住在单位枕戈待旦，保万家安宁。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全党同志
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

这是穿越时空的回响——
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

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今日延安，山梁沟峁间，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将
一片赤诚写在黄土地上。

3 年前，解贺宏调任洛川县槐柏镇党委书记时，这个果业大镇正遭遇风
波：果园普遍老化，县里的树种改造计划难以推行。群众缺资金，也怕改造
后的头几年没收益。

顶着重重压力，他挨家挨户走访，组织群众外出观摩，协调银行提供贷
款。磨破嘴、跑断腿，片片新园终于建起。随着果树进入盛果期，“80 后”的
他也由青丝变白发。

扎根乡镇工作 20 多年，解贺宏多次放弃调回县城的机会，“对人民的感
情有多深，为人民服务的舞台就有多大，基层也是广阔天地”。

延河水滋养的人，总有股不一样的精神。
走进中国（延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电商产业园，满眼尽是年

轻的身影。31 岁的左程飞去年从西安返乡开起工作室，披星戴月、几经起
落，如今终于把延安小米、安塞腰鼓卖到了中亚。

“有了跨境电商和中欧班列，延安也是开放的前沿。”抿了口咖啡，小伙
目光坚定，“创业虽苦，但拼搏不就是青春的样子？”

再回首，接续奋斗之下，老区已是新颜——
告别绝对贫困 5 年来，延安发展驶入快车道：13 个县市区中，经济总量

过百亿元的已达 9 个；全市植被覆盖度提高到 81.3%，陕北高原绿意盎然；科
技创新研发平台达 450 家，数字经济蓬勃兴起……

在路上，信仰感召之下，更多奋进者前赴后继——
969 名第一书记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一批批名校毕业选调生从各地奔

赴延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涛说，为人民服务，字字千钧，激励着
一代代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初衷不改。

发展为民 奋进新篇
国庆假期，南泥湾再迎旅游热潮。村头的广场中央，鲜红的党徽雕塑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无论我们

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
时光流转，精神永恒。昔日《南泥湾》的曲调仍传唱不息，但生活早已翻

开新篇：植被覆盖度达 85%，湿地公园花海如波，老乡的民宿生意火爆，南泥
湾迎来又一次蝶变。

“当年，革命先辈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把这里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今
天，我们为了群众的幸福再出发，创建了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和乡村振兴示
范镇。”南泥湾镇党委书记纪爱雄说。

清晨，延安市政务服务中心内熙熙攘攘。47 岁的拓红梅刚刚拿到“小餐
饮经营许可证”，她说：“我不识字，是这儿的‘张思德为民服务队’队员帮忙
代办，非常方便。”

大厅墙壁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醒目异常。在这里，过去归属 28 个
部门的 108 项行政审批事项被整合，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

水滴石穿，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在已有基础上，延安正全力推进“高效
办成一件事”，一些重点项目可比过去提前两个月开工。今年上半年，延安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在陕西名列前茅。

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原主任石和平说，时代不同，面临的发展课题
或有不同，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步入宝塔区高家园则沟道，淡黄色的窑洞错落有致，口袋公园点缀其
间，俨然一道风景。但一年前，这里还是坑洼狭窄、垃圾遍地。

“谁有个急病，救护车都进不来！”居民邝继民说。而眼下，他已把自家
窑洞做成民宿迎接游客。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人口拥挤的老城区，改水、铺路、插绿，牵一发而动
全身，改造谈何容易？

“心里装着群众，办法总比困难多。”事过之后，宝塔区住建局副局长庞
振强仍在感慨。从危房改造入手，探索多元筹资模式……蓝图渐成现实，市
区 32 条沟道持续治理，2.1 万户居民受益。

从实施沟道治理，到关爱少年视力健康，再到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延
安已连续四年以“人大代表票决制”决定民生实事项目。延安市委改革办专
职副主任张玉飞说，去年以来，延安又陆续建立企业生产经营周“解难”、服
务群众周“解忧”等制度，已分别为群众、企业解决困难 104 项和 944 项。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初心永照，换来圣地沧桑巨变。”延安市委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晓梅说，这座红色之城，正阔步走在新时代奋进路上。

（新华社西安10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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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记者
高蕾）我国法律援助机构贯彻落实法律
援助法，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老年人申
请法律援助，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
2023年共组织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
9.72万件，同比增长4%。这是民政部、全
国老龄办在11日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
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披露的信息。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3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9697 万人，占
总人口的 21.1%；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
年 人 口 21676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5.4%。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
养比 22.5%。

此次公报从顶层设计、老年民生保
障、养老服务体系、老年健康服务、银发
经济、老年友好型社会 6 个方面介绍我
国老龄事业发展情况。

公报显示，我国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继续扩大。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06643 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 1336 万人。企业年金稳步发
展。截至 2023 年末，全国有 14.17 万户
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 3144 万
人。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36 个城市（地
区）先行实施，截至 2023 年末，参加人
数超过 5000 万人。

公报指出，我国加强城市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截至 2023 年末，全国 150 个试点地
区累计建设便民生活圈 3476 个，涉及
养老、社区餐饮等商业网点 78.8 万个，
服务居民约 6455 万人。截至 2023 年
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40.4
万个，养老床位合计 823 万张。

公报还介绍了医养结合有关情况。
截至2023年末，全国共有具备医疗卫生
机构资质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的医养结
合机构7881家，比上年增长12.8%；医疗
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建立签约合作
关系超过8.7万对，比上年增长3.6%。

2023年我国共组织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9.72万件

地处渤海之滨的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海防办事处，
拥有 3 万余亩盐田。一块块盐田，色彩斑斓，美不胜
收。眼下，当地秋盐逐渐进入收获期，工人们抢抓晴好
天气忙碌收获。海防办事处所产原盐粒大方正、晶莹剔

透，深受市场青睐。
图为 10 月 10 日拍摄的滨州市沾化区海防办事处万

亩盐田。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万亩盐田丰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