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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起 帆包 起 帆 :: 扬 起 创 新 的 征 帆扬 起 创 新 的 征 帆

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记
者 高敬） 大山从荒凉苍茫变为绿
意盎然，江河重新成为鱼儿嬉戏的家
园，一度灰霾的头顶重现碧空如洗……
亿万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在神州大
地上描绘出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
卷。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正在渐行渐近。

国土绿化让荒山变绿、家园变
美

行走在山西右玉，一片片整齐排
列的树木宛如画卷一般。

右玉县位于晋蒙交界、毛乌素沙
漠边缘，向来是大风口。70 多年前，
林木绿化率不到 0.3%，一年到头，黄
风肆虐，粮食产量极低，严重威胁当
地群众生存。

70 多年来，右玉干部群众持续不
断植树造林，创造了将“不毛之地”变
成“塞上绿洲”的生态奇迹。如今，右
玉林木绿化率提高到 56%，还成为远
近闻名的育苗基地。

缺林少绿，不仅是右玉，也曾是
中国面临的最大生态问题。

1979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 3 月 12 日设
为植树节。从此至今，中国持续开展
了一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
动。

种下绿色，就种下了希望。
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

林建设和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试点
等重点生态工程实施，我国生态保护

和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土地沙化总体
实现了从扩展到缩减的历史性转变。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几十
年来，多少曾像右玉一样在沙漠边缘
挣扎的地方披上绿装，重现生机。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我国森林
覆盖率由 12%提高到 23.04%，森林蓄
积量由 90.28 亿立方米提高到 175.6
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
全 国 城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由
10.1%提高到 41.11%，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由 3.45 平方米提高到 14.8 平方
米，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中华大
地上的绿色越来越多，城乡环境越来
越美。

治理空气污染解决“呼吸之痛”

PM2.5，这种还不到头发丝粗细
二十分之一的细颗粒物，在 2013 年
成为全中国最关注的环境和健康问
题。那一年的新年刚过，多地空气质
量数据纷纷爆表。中国东部平均雾
霾天数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

一场雾霾遮住了人们的视线，却
暴露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经
济列车高速飞奔、城镇不断扩张，粗
放的发展方式带来了沉重的环境代
价。

2013 年，“大气十条”——《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
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 PM2.5 治
理的发展中国家。

几年来，在与雾霾交锋的战场
上，我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

原累计完成散煤治理约 2500 万户，
全国淘汰 2400 多万辆黄标车、老旧
车，229 家钢铁企业 6.2 亿吨粗钢产
能完成或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及集群，许多
地方的钢铁、煤炭等落后产能被淘
汰……

蓝天保卫战成效持续显现，各地
环境“颜值”普遍提升。

2020 年，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中，202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
同比增加 45 个。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 PM2.5 年均浓度为 33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8.3%；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达到 87%。

人们普遍感受到身边的环境美
了，空气好了。前些年还常听到的
空气质量指数“爆表”这个词儿，似
乎也已经好久没再出现，蓝天白云
的好天气正在成为常态。

河湖已然悄悄变了模样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 10 年禁渔。

长江曾是渔民的生计来源，也是
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和珍稀水生生物
的天然宝库。近些年来，长江生物多
样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特有物种资
源衰退。禁渔是保护长江生灵的关
键之举。

如今，20 多万渔民告别了在水里
讨生活，退捕上岸后不少人还自愿成
为母亲河的“守护者”，护卫着万里长
江的生灵。

“十年禁渔”只是我国全力打好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的任务之一。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省市落实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经济保持持续健
康发展，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

2020 年，长江干流首次全线达到
Ⅱ类水质。水质改善，江豚腾跃，长
江母亲河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珠江流域水质由良好改善为优，
黄河、松花江和淮河流域水质改善……
近年来，大江大河水质有了明显提升。
2020年，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
断面比例为83.4%，同比上升8.5个百分
点；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6%，同比下降
2.8个百分点。

广西南宁市那考河湿地公园里，绿
植、鲜花组成的层层“梯田”吸引了许多
游客。

几年前，那考河还是一条臭水
沟，河道沿岸有几十个污水直排口。
2015 年，南宁市在那考河实施流域
综合治理项目，通过截污改造，那考
河蜕变成绿树环绕、风景秀丽的湿地
公园。

城市黑臭水体是老百姓身边的
水环境问题。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 2914 个黑臭水体消
除比例达到 98.2%，各地环境部门接
到群众关于黑臭水体的投诉也越来
越少。很多人发现家门口的那条小
河沟也悄悄变换了模样。

站在新起点上，一个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正
在向我们走来。

美 丽 中 国 ，渐 行 渐 近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

新华社上海6月9日电 （记者
贾远琨） 在位于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校区内的包起帆创新之路陈列
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有高校的师
生，有工厂的员工……他们来到这
里，都为寻找一个答案：创新的持续
动力来自什么？

包起帆，从码头工人，到技术骨
干、企业带头人、物流专家、国际标
准的领衔制定者……在众人眼中，
包起帆的人生充满惊叹号，而包起
帆自己认为，他只是从未在平凡的
岗位上画上创新的句号。

1987 年 4 月 9 日，包起帆凭借
“15 吨滑块式单索多瓣抓斗”项目获
第 15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
览会金奖。2015 年，同一个授奖台
上，他再次获得 3 枚国际金奖。时隔
28 年，港口生产实现了由人力化向
机械化，由机械化到数字化，再到自
动化、智能化的数次跨越，他的持续
创新和卓越贡献，令主办方都惊诧
不已！

而他的发明远远不止于抓斗。
他参与开辟我国港口首条内贸标准
集装箱航线，参与建设我国首座集

装箱自动化无人堆场，积极推进国
际首套全自动散矿装卸设备系统的
研发，领衔制定了集装箱—RFID 货
运标签系统国际标准。

上海港是中国航运经济扬帆起
航的见证者，而包起帆就是港口生
产自动化创新的践行者。40 多年
来，包起帆连续五届荣获全国劳动
模范称号，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第一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
号。他带领团队技术创新，获国家
发明奖 3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
项，获巴黎、日内瓦等国际发明展金
奖 36 项。如今，他带领团队仍奋战
在创新一线。

创新就在脚下，但创新之路并
不平坦，唯有孜孜以求、不断探索。

包起帆的老同事王伟平讲述了
一个“三上圆珠笔厂”的故事。包
起帆无意中发现圆珠笔的启闭结
构正是抓斗所需要的，但如何将这
个原理应用到抓斗中呢？包起帆
找到圆珠笔厂希望能够看看图纸，
但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推脱，最终
他三上圆珠笔厂，见到了图纸解开
了谜团，抓斗新的启闭结构得到实

现。
“如果浅尝辄止，知难而退，就

没有创新的成功。其实，所有的技
术革新都有一个破题、解题的艰难
过程。”王伟平说，“关键是面对困
难时，你是选择迎难而上，还是退
避三舍，包起帆总是选择前者。”

哪里不安全，哪里效率低，哪
里成本高，哪里质量要提升，包起
帆就在哪里动脑筋。从业 40 多年
中，围绕码头自动化、信息化、智能
化和节能减排的需求，他的创新版
图不断扩大。

2006 年 5 月，在巴黎国际发明
博览会上，包起帆发明的诸多应用
获得 4 枚金奖，成为 105 年来在该
展会上一次获得金奖最多的人。

包起帆提出的公共码头与大型
钢铁企业间无缝隙物流配送新模
式，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码头建设的优秀典范，为此，2009
年他获得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阿
西布·萨巴格优秀工程建设奖”。

进入 21 世纪，我国成为世界集
装箱港口吞吐量第一大国，但在这
一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却鲜有

中国的声音，更难有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中国发明进入国际标准。

经过数年攻坚，包起帆团队制
定的中国集装箱电子标签相关国
际 标 准 ——ISO 18186（2011）终 于
在 日 内 瓦 ISO 中 央 秘 书 处 正 式 发
布。这成为我国自 1978 年开始参
与 ISO 活动以来，在物流、物联网领
域首个由中国发起、起草和主导的
国际标准。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
是谋未来。包起帆在岗位上播下创
新的种子，更让团队的创新之树根
深叶茂。分享成果、共同成长，是包
起帆十分注重的团队发展理念。他
认为，扎实的团队是创新的基础，对
团队的技能培训是关键。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包起
帆践行生命不止，创新不竭。他在
工作中坚持创新，就是因为发展的
道路上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需要
破除瓶颈，释放活力。包起帆说：

“我们艰苦创业需要付出汗水更需
要奉献智慧，要以创造性劳动为国
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要在创新
路上继续前行。”

新华社南京6月9日电 (记者
刘巍巍) 这里，是苏南地区规模最
大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镌刻下一个
个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

这里，是渡江战役最东端，谱写
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这里，是20世纪90年代率先提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理念，并六度蝉
联全国文明城市的唯一县级市……江
苏省张家港市坚持党建引领，赓续红
色精神，以文明塑造城市品格，涵养百
姓精神原乡。

双山岛渡江战役纪念碑前，89
岁高龄的亲历者陈品如向港区中
学的学生们讲述渡江战役的故事；
暨阳湖公园湖畔书房公共空间内，
烈士后人谢步时分享张家港第一
位革命烈士谢恺的事迹；“农民讲
习师”倪平华不仅义务为身边村民
上党课，还实时开通网络直播……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张家
港市 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9 个区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65 个
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及各
类文明实践示范点聚焦发力，形成
全域覆盖的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矩
阵”。

“将红色基因嵌入城市肌理，
让红色沃土开出‘文明之花’。”张
家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家
港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
组长朱艳说。

行走张家港，常会见到志愿者
们穿梭在大街小巷。2500 多人的
南丰镇建农村，将 53 个“和美乡风
志愿岗”建到村民家里。“帮扶岗”
志愿者张桂玉告诉记者，“在我家
设立‘帮扶岗’，我平时带着周围的
退休妇女一起做志愿者，到残疾
人、困难老人家里帮忙打扫卫生、
陪他们聊天，他们开心了，我们自
己也很充实。”截至 2021 年 5 月，张
家港注册志愿者达 21 万多人，总志
愿服务时长 560 多万小时。

文明如同血液，流淌在每一个
张家港人的身体中，无形中引领着
城市前行的方向。

夜幕降临，永联图书馆内灯火
通明，村民们正在安静地阅读。作
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村级 24 小时自
助图书馆，阅读拉近了村民与外部
世界的时空距离。永联村党委书
记吴惠芳说：“耳濡目染，永联人在
日常生活中提升着自己的文明高
度。”

一道道文化大餐，丰富了村民
的业余生活，提升了村民的文化品
位，一幅由小镇水乡、花园工厂、现
代农庄、文明风尚构成的乡村振兴
画卷在永联徐徐展开。

文明建设的过程，也是百姓提
高生活质量、转变生活方式、增强
实现自我价值能力的过程。在张
家港保税港区某企业务工的安徽
籍青年陈强，最近报考了网络远程
教育本科班，现在他的生活忙碌而
快乐。“在这样的城市工作生活，好
像每个细胞都呼吸着新鲜空气，活
得越来越有尊严。”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
明，张家港文明的内涵在深化。张
家港湾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道
大湾，曾经的“散乱污”围江让“江
海交汇第一湾”不堪重负。2019 年
以来，张家港将占湾区 3/4 的生产
岸线全面调整为生态岸线，数十家
码头和低效企业逐一退，160 多户
养殖场挨个清。

2020 年 6 月，张家港湾 140 万
平方米滨江绿色廊道建成，当地政
府在生态修复基础上，引导居民开
发农家乐、采摘园、特色民宿，助力
群众直接从保护生态中获利。

测一测你的微笑指数，神奇的
情绪识别系统……步入张家港市社
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社会心理科
普馆、全民健心云平台、心理志愿服
务孵化中心等一整套妙趣横生、寓
教于乐的心理服务生态系统让记者
大开眼界。“由心理咨询师、精神科
医生等 300 多人组成的心理关爱志
愿服务队，把心理健康精准送到百
姓身边。”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黄艳
说，健康心理是城市文明的底色，从

“健身”到“健心”，张家港文明不断
“进化”。

对文明的孜孜以求，引领张家
港人书写了一部有关文化的恢宏诗
篇。通过广泛开展文化活动，张家
港培育了一批富有代表性的文化品
牌——一年一度的长江文化艺术节
已连续举办 17 届，为推进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村
村演”“周周唱”每年在乡村、社区、
企业、学校演出近千场，被百姓誉为
家门口的“同一首歌”；“幸福港城”
网格文化系列活动接地气、聚人气，
让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倾心
打造“一镇一品”特色文化格局，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凤凰镇每年举
办河阳山歌非遗主题活动，锦丰镇

“沙洲新城美 网格群英会”活动培
育特色文艺团队超 30 支。

“文明，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张家港市委书
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
长潘国强说，文明是一种发展底蕴、
一种生活品质。文明托起了张家港
人心中温暖、灿烂的幸福之光。文
明，是张家港人的精神原乡。

我国首台海上风电主控系我国首台海上风电主控系
统 国 产 化 风 机 成 功 投 运统 国 产 化 风 机 成 功 投 运

5 月 28 日，在华电福清海坛海峡
海上风电项目现场，工作人员在海上
风电主控系统国产化机组上进行电
路施工。

5 月 29 日，“华电睿风”首台 6.2
兆瓦主控系统国产化风机在华电福
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成功投运，
这是国产风电主控系统在海上风电

机组的首次应用，标志着我国海上风
电机组实现了主控系统的自主可控。

此次投运的海上风电主控系统
以国产 CPU 处理器和自主研发的编
程软件为基础，掌握了海上风电机组
主控系统的自主设计、仿真测试、工
程应用等全过程关键技术。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新华社兰州6月 9日电 （记者
崔翰超） 刘蕾目送孩子走进高考
考场，转身又走进了自己的“考场”：
街道内群众拆迁安置事宜和疫苗接
种工作。孩子的高考只有两天，但作
为基层干部，刘蕾的“考试”永不完
结。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街道
党工委书记刘蕾一头短发，说话干
练，年龄 42 岁，党龄 17 岁，她的考
场在基层，考官是群众。

这场考试绝不简单。雁北街道
面 积 约 4.7 平 方 公 里 ，总 人 口 9.42
万余人，下辖 5 个（村）社区，属于
城 乡 接 合 部 ，其 中 既 有 社 区 也 有
村，情况比较复杂。

刘蕾回忆，2015 年自己刚来该
街道工作的时候，因为有的社区涉
及拆迁，群众时常会与基层工作人
员发生矛盾。群众不理解干部，工
作无从下手。

“当时基层工作人员处于青黄
不接之时，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
不强。”刘蕾说，那时候雁北街道下
辖社区的办公面积加起来不到 500
平方米，工作“阵地”小得可怜。

党员就要迎难而上。刘蕾带领
其他党员一步一个脚印，从抓基层
党组织建设入手，循序渐进开展工
作。

近年来，甘肃省坚持以党支部
建设标准化促全面规范，以“四抓
两整治”（抓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
伍、抓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抓基
层党组织政治生活、抓基层基础保
障 、大 力 整 治 软 弱 涣 散 基 层 党 组
织、大力整治党员信教和涉黑涉恶
问题）促重点提升，以党建工作信
息化促落实落细，推动基层党组织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这为刘蕾的
工作“划出了重点”。

“每月一训”“微党课”“书记课
堂 ”调 动 基 层 党 员 干 部 学 习 积 极
性；社区办公场所平均面积达 500
平方米，让基层活动有了阵地和场
所；通过“学习强国”“甘肃党建信
息化平台”等，督促街道 14 个党支
部 1200 余名党员线上线下同时开
展工作，组织学习……

“ 我 刚 来 这 里 参 加 工 作 的 时
候，有的党员连‘三会一课’是什么
都说不全，大家现在都是争先恐后

地学习。”雁滩路大桥社区党委书
记黄雪飞说。

“ 现 在 基 层 党 组 织 凝 聚 力 强
大，就像骨架一样，支撑起了基层
工 作 的 方 方 面 面 ，让 我 们 的 工 作

‘由虚入实’。”雁滩路社区党委书
记张萍说。

通过“四抓两整治”，曾经基层
治理的“老大难”——小雁滩村社
区“蝶变”重生。

2019 年 7 月，小雁滩村社区党
委书记、主任李锡辉第一个实现书
记主任“一肩挑”，他告诉记者，过
去这里存在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情
况，群众对党员干部不信任、不理
解，甚至破口大骂。

“那时候工作不好做，选出来
的村民代表不认识所代表的村民，
我们工作上的确存在不足。”李锡
辉表示，目前村里落实十五个村民
选出一名代表的制度，同时在确保

“四议两公开”的基础上，预先入户
了解群众诉求，让工作公开、透明、
深入人心。

淡蓝色衬衫配上深色长裤，党
徽在胸前闪耀，记者在小雁滩村社

区 看 到 ，这 里 的 工 作 人 员 着 装 统
一，让来访的群众放心办事。

31 岁的刘培在小雁滩村长大，
见证了这里的改变，“过去村里感
觉乌烟瘴气，乡亲跟干部关系也不
太好。这两年他们的工作我们都
看在眼里。”刘培告诉记者，村里现
在 干 净 整 洁 ，党 群 干 群 关 系 也 融
洽，村民大事小事都愿意找村干部
帮忙。

记 者 从 甘 肃 省 委 组 织 部 了 解
到，通过“四抓两整治”，甘肃省村
党 组 织 书 记 和 村 委 会 主 任“ 一 肩
挑”比例达 91.2%、社区党组织书记
和 居 委 会 主 任“ 一 肩 挑 ”比 例 达
93.8% ，改造提升村级党群服务中
心 2265 个，整治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4222 个。

“不断向党旗靠拢，就是最好
的答案。”刘蕾认为，“四抓两整治”
关键在于提升了基层党组织、党员
的凝聚力，明确了规矩意识，“有战
斗力的基层党组织才能牢固与群
众的血肉联系。”

刘蕾们的“考试”远未结束，党
旗在“考场”迎风飘扬。

这 场 考 试这 场 考 试 永 不 完 结永 不 完 结

江苏张家港

传承红色基因 激发文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