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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4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代世和 编辑：雷黎丽 校对：曹江帆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时事·广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我队将对2022
年3月31日前因交通事故扣留的车辆及2022年8月12日前因交通违法
扣留车辆依法进行处置。请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自本通告见报
之日起三个月内持被扣留机动车合法证明并补办相应手续后及时到乐
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辖区中队办理车辆返还事宜。通
告后超过三个月仍未处理的，我队将对扣留车辆依法处置。

《处理交通违法车辆清单》详见乐山交警官方微信、微博。
特此通告

乐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2022年9月22日

广告

乐山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关于对暂扣车辆依法处理的通告

尊敬的海天假日半岛业主：
现将该小区公共配套设施：

公 告

以上物管用房兼门卫、配套用房（含消防水池水泵房、发电机房、配电房等）、架空层、游乐设施、绿地、游泳池、道路等全部移交全体业主。乐山同诚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海天分公司管理，以保证公共产权部分设施设备正常使用。
广告 20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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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用房（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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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层（m2）

280.15

193.02

2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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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16

389.90

2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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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7.78

1003.81

638.52

配套用房（m2） 门卫室（m2）

6.72

消防控制室（m2）

53.63

地下非机动车库（m2）

6271.98

1156.37

地下设施设备房等（m2）

2180.46

1294.9

其它用房等（m2）

9.85

27.20

77.32

“今年，我们克服去年北方罕见秋雨
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地发生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应对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
旱挑战，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粮食生产有
望再获丰收。”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
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放眼广袤田
野，东北黑土地上玉米、水稻逐渐成熟，长
江流域稻菽飘香，黄土高原上苹果长势喜
人，西南地区特色蔬菜迎来新的收获……
金秋的五彩画卷，是对耕耘的致敬，对收
获的礼赞。

天道酬勤迎来丰收

秋分节气即将到来，东北平原天高云
淡，密密层层的玉米一眼望不到边。

在黑龙江省望奎县东郊镇，厢兰五村
村民周春生今年种了400亩玉米。他在
地头剥开一穗玉米，开心地笑了：“看看这
玉米棒多大，籽粒多饱满！”

周春生告诉记者，去年秋天村里用大
农机进行整地，今年春播和夏管期间都有
农业技术人员指导，气候条件总体不错。

“目前来看，预计我家亩产至少1600斤，
比去年多300斤。”

今年的粮食丰收来之不易，疫情影响
给春耕备耕和田间管理带来挑战，农资价
格持续高位运行，夏季南方部分地区高温
干旱给水稻生产带来困难。

面对挑战，相关地区和部门全力以
赴，多措并举。中央财政3次向实际种粮
农民合计发放400亿元一次性补贴，安排
100亿元支持秋粮抗高温干旱；农业农村
部设立农资保供专班、热线电话和微信公
众号，投放322万公斤国家储备种子，积
极协调有关部门解决春耕钾肥缺口。

“龙口夺粮”“虫口夺粮”，科技是关
键。

夏粮生产中，面对因秋汛造成大面积
冬小麦晚播，农业科技人员指导农民落实
关键技术，突出抓好抗涝保播、促弱转壮、
防病治虫、“一喷三防”、机械化抢收。

秋粮生产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制定
印发南方水稻抗高温热害、玉米抗高温干
旱、蔬菜茶叶抗旱减灾等6个技术指导意
见，派出25个包省包片联系指导工作组、
10个专家指导组和12个科技小分队，南
方相关地区农业农村部门制定技术指导意
见，动员基层农技人员扎根一线指导服务。

前段时间，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洋淘
湖镇冲天村，镇水利站站长曹湘文调集了
十多台水泵，经过10多天奋战，帮助种粮
大户肖金良完成了灌溉。为了加强病虫
害防控，汉寿县农技部门工作人员每隔5
天就下田提取虫害样本。截至9月中旬，
全镇3万多亩稻田已完成了3轮病虫害统
防统治。

“由于遭遇了高温干旱天气，一个月
前我特别担心种的 2000 亩水稻收成不
行。现在看来，除了因灾损失的20亩外，
其他稻田都度过了危险期，产量有保障，
终于放心了。”肖金良说。

辛勤的汗水，迎来沉甸甸的收获。今
年夏粮、早稻实现增产，目前除南方双季
晚稻正抽穗扬花外，其他大部分秋粮作物
进入完熟期。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9月22
日，秋粮已收获20.3%。西南地区收获过
六成，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过三成，西
北地区过两成，黄淮海和东北地区开始收
获。

质量兴农点亮希望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优质、
特色、健康的农产品需求增加，农业生产
向高效、生态、多样化发展。今年的中国

农民丰收节，洋溢着更加缤纷的
色彩。

秦岭脚下，陕西省西安市长
安区王莽街道清水头村，不少农
民已经背着背篓忙碌起来。

“再忙也开心啊！”村民孟建

朝说，在区政府支持和农业专家指导下，
乡亲们修好了稻田渠系，引进小龙虾养
殖，9月上旬已经进入了稻田小龙虾成熟
收获期。

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军表示，“稻虾共
生”实现了“一水两用”，还增加了效益。
每亩地出产的小龙虾能达到300斤左右，
收入约1.8万元，出产的有机稻米价格也
很可观。

数千里外，山东省高密市胶河社区李
家屯村千亩梨园种植区，在这个金秋迎来
了累累硕果。“酥梨大丰收，多亏了供电所
的电工师傅。春季花期授粉的关键时候，
灌溉及时才有了好收成。”正忙着采摘的
种植户李丹好说。

抽水灌溉需要供电保障。在梨园管
理的关键时期，国网高密市供电公司柏城
供电所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主动上门走
访，了解用电需求，及时更换老化电力线
路等，确保配电线路及设备“零缺陷”运
行，解决了农户关心的大问题。

为了“米袋子”“菜篮子”产品生产供
给充足、质优价稳，今年有关部门和各地
突出抓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完善
基础设施短板，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是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面积推广的第一
年，从田间调查看，大豆玉米长势良好，有
望实现“玉米基本不减、增加一季大豆”的
预期目标；目前各地秋菜定植接近尾声，
蔬菜上市量将逐步增加；生猪生产发展和
市场供应总体平稳，禽蛋奶水产品等产量
同比均保持增长。

为了加快补齐产地冷链物流设施短
板，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连续3年共安
排中央财政资金100多亿元，撬动社会资
金投入400多亿元，全面推进农产品产地
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新增冷藏保鲜能力
1200万吨以上，有效降低产后损失，实现
择期错季销售，增强主体议价能力和产业
抗风险能力，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联农带农效果显著。

同心协力共建家园

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
丽，这是亿万农民的期待，也是人们对美
好田园生活的向往。

眼下，云南哈尼梯田水稻正陆续收
获。远远望去，一块块金色的梯田，尽显
秋色美好。农民忙着收割稻谷时，“梯田
兰子”正和团队制作丰收的短视频。

“梯田兰子”名叫丁继楠，是元阳县本
地人，自2019年在短视频平台上传了哈尼
族美食的制作过程，得到网友广泛点赞后，
便积极为大地代言、传播哈尼农耕文化。

“哈尼梯田是我们的根，我们要保护
好梯田，传承好农耕文化。”丁继楠说，近
年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村庄环境和道路
得到改善，曾经撂荒的田地种上了水稻，
原生态的哈尼梯田得到了大家的守护。

乡村承载着乡愁，传承着优秀农耕文
化。近年来，各地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
资源，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打造
特色农业产业品牌，展示农耕智慧、弘扬
优秀农耕文化。同时，各地持续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倡导孝老爱亲、勤俭持家等文
明新风尚。

为了让乡村更美丽，我国扎实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目前全国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0%，农村生活垃圾进
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在90%以
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28%左右，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村容村
貌明显改善。

笑容展现在越来越多农民群众的脸
庞。乡村富民产业稳定发展，让农民就业
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87元，实际增长4.2%。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在希望的田野
上，每一滴汗水都见证着农民的辛劳，每
一个季节都在为新的收获筑牢基础。扎
实推进乡村振兴，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
活更上一层楼，这是亿万农民群众的期
盼，也是广袤中华大地越来越美的风景。

（记者胡璐、黄腾、周勉、杨静）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致敬耕耘 礼赞收获
——写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 新华社记者 高敬 黄垚

“环境就是民生，青
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

远眺山峦叠翠，近看碧波荡漾
……秋日的苍山洱海，让人流连忘
返。洱海是云南大理人的“母亲
湖”，也曾因长期污染导致湖水富
营养化。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洱海边，仔细察看生态保护湿地，
听取洱海保护情况介绍，强调一定
要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
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
景永驻人间。

经过系统治理，今年上半年，
洱海水体透明度达到近10年最好
水平。“当洱海在眼前一天天清澈
起来，才理解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大理古生村村民何利成的客
栈一度被关停进行整改提升，恢复
营业后迎来八方游客。

生态兴则文明兴。新的赶考
之路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道必
答题。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远景目标。党的
十九大把“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
坚战之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
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各
部门通过一系列切实举措，助力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产业提升，全面整治散乱污企
业及集群，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补
上短板，城市污水管网建设快速推
进，不断提升污水处理能力；能源
转型，清洁取暖改造减少散煤污
染，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曾被雾霾笼罩的天空逐渐被
擦亮。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
粒物平均浓度从 2015 年的 46微
克/立方米降到2021年的30微克/

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到87.5%。

水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
化。2021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
良断面比例达到84.9%，已接近发
达国家水平。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
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
复是十分必要的”。之后，总书记
又将“草”和“沙”纳入其中：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如今，我国超过25%的国土面
积划为生态保护红线，建立了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设立了三江源等第一批5个国家
公园，为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种群提供有效保护。全国森林
覆盖率提升至24.02%，荒漠化、沙
化土地面积减少，绿意装点着山川
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生动展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竹海绵延，荷香清幽，处处皆
景……这是游客在浙江省安吉县
余村看到的风景。

“绿水青山，在我们这里已经
变成金山银山，也变成我们实实在
在的幸福。”农家乐春林山庄的主
人潘春林说。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
也曾是困扰余村人的难题。2005
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同志来到余村考察，首次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大论
断。

余村复绿整治矿山，治理污水
垃圾，发展乡村旅游，发展白茶等
特色农产品，实现了从“卖石头”到

“卖风景”的华丽转身。
2020 年 3月 30日，习近平总

书记再访余村。总书记强调：“实
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
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
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一个小山村如此，一个国家亦

如此。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

觉，失之难存。党的十八大以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
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各地坚持绿色发展，探索发展和保
护协同共生的路径。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美丽的
桂林山水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
的一块宝地。

2021年4月，漓江岸边。正在
广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地
负责同志说：“这次来，我最关注的
就是你们甲天下的山水。什么能
比得上这里的生态好？保护好桂
林山水，是你们的首要责任。”

桂林山水也曾面临非法采石
采砂等带来的生态危机。近年来，
桂林市大力治理漓江，生态环境得
到改善。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
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如何激发绿水青山的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

河南省就尝到了保护绿水青
山的“甜头”——今年7月初，山东
省财政厅宣布向河南省支付1.26
亿元生态补偿金。鲁豫两省去年
建立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以来，
黄河由豫入鲁的水质始终保持在
Ⅱ类以上。山东省作为受益方，向
上游的河南省兑现了这笔生态补
偿资金。

近年来，安徽、浙江等18个省
份探索开展了跨省流域上下游的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人们认识到，
好山水、好生态也是“有价之宝”。

守住绿水青山，还要明确底线
红线。

对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
事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
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松手。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的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秦岭北麓由“无序开发”到

“有序退出”；祁连山由曾经的“千
疮百孔”变为满山苍绿；黄河第二
大支流汾河从严重污染到再现“汾
河晚渡”美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
亿万人民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绿色成为美丽中国更加
坚实、更加厚重、更加亮丽的底色。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地球家园”

今年 4 月 21 日，英国弗朗西
斯·霍兰德学校的小学生们收到一
份珍贵礼物——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给他们的回信。

习近平主席在信中说：“地球
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气
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人类要合作应对。”

共建地球家园，有主动作为的
中国贡献、中国担当。

“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

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
家园。”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
话，引起了与会各方的广泛共鸣。

这10年，全国单位GDP二氧
化碳排放下降了34.4%，煤炭在一
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也从 68.5%
下降到了56%。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规模、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稳
居世界第一。

我国是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
国家之一，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
多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执
行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深入开
展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帮助发展
中国家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近
年来，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
者。

2020 年 9月 22日，中国向世
界庄严宣告：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双
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
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
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
用时间，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我国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陆续发布

“双碳”目标下的“1+N”政策，加快
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努力推动
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社
会的自觉追求。

近年来，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
心。以公交、地铁为主的城市公共
交通日出行量超过2亿人次，297
个地级以上城市实行垃圾分类，覆
盖1.5亿户居民。从“光盘行动”、
节水节纸、节电节能，到环保装修、
拒绝过度包装、告别一次性用品，

“绿色低碳节俭风”吹进千家万户，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新风尚。

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十四五”时期，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
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
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2022年 1月17日，在2022年
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习近
平主席用 3 个“全力以赴”，再次
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
行动：

“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以赴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力以赴加强
污染防治，全力以赴改善人民生产
生活环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新征程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引下，我们携手同心、不懈
奋斗，定能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绚丽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
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
步伐，中华大地正展现出天蓝地绿水清的亮丽新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