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1日，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幼儿园内，小朋友
和家长展示用旧材料制作的创意服装。让低碳生活、变废为
宝的理念深入幼儿心灵。 新华社发 杨尚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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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

者 高敬）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 11 月 21 日全面启动。第一批
组建 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分别对福建、河南、海南、甘肃、
青海5个省开展为期约1个月的督
察进驻工作。

这是记者当天从生态环境部
获悉的。

据介绍，督察组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
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

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重点督察
省级党委、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署情况，
省级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落实和担当作为情况，地市级党
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落
实情况。

在督察中，督察组将重点关
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
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情况；加快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坚

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
和淘汰落后产能情况；区域重大
战略实施中的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重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生
态环境风险及处理情况；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此前督
察发现问题整改情况；人民群众
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落实情况等。

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
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
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
电举报。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
者 21日获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将于近期陆续进驻福建、河
南、海南、甘肃、青海 5个省，开展
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专门致函
被督察对象，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
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和“滥问
责”，并简化督察接待安排，切实减
轻基层负担。

文件要求，有关省在督察进驻
期间，应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
改。对于督察组受理转办的群众
信访举报问题，既要认真核实、坚
决整改，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
生态环境问题；也要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不搞“运动式”整改。对于
督察中发现的企业生态环境问题，
既要督促有关企业严格整改要求，
确保整改到位；也要注重精细化管
理，分类施策，加强指导帮扶。对
于历史遗留生态环境问题，既要坚

持底线思维，严控环境风险，保障
群众利益；也要统筹兼顾，合理安
排，因地制宜采取措施。

文件强调，严禁为应付督察采
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
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
等敷衍应对做法。对于问题的整
改，要做到依法依规，统筹推进，按
照问题的轻重缓急和解决的难易
程度，能马上解决的，要马上解决；
一时解决不了的，要明确整改的目
标、措施、时限和责任单位，督促各
责任主体抓好落实。要给直接负
责整改工作的单位和人员留足时
间，禁止层层加码、级级提速。特
别是对涉及民生的产业或领域，更
应当妥善处理、有序推进，坚决杜
绝“一刀切”行为，确保群众温暖
过冬。

文件要求，有关省要严格按照
“严肃、精准、有效”的原则，通过必要
的问责切实传导压力、落实责任，建
立长效机制。同时，要严格贯彻落实
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避免以问责代替
整改以及乱问责、滥问责、简单化问
责等行为。对发现涉嫌以问责代替
整改，或问责走过场，以及问责泛化、
简单化的，督察组将及时予以提醒，
情节比较严重的，还将按有关程序报
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严禁“一刀切”“滥问责”

寒潮天气避风寒
增温保暖保健康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 顾天成）我国北方及长江
中下游等地气温将大幅下降。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健康提
示，提醒寒潮来临，公众要加强保暖防护，谨防气温骤降带来
的健康危害。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公布的信息显示，老年人、孕产妇、
婴幼儿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长
时间在户外工作或活动的人群，容易受到寒冷天气影响，需要
格外留神健康隐患。

其中，老年慢性病患者代谢功能降低，产热相对减少，体
温调节系统难以适应外界温度变化；长时间处于寒冷环境中
会引起冻伤，容易对孕妇和胎儿造成不良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防寒保暖”健康提示明确，敏
感人群应重点做到以下几点：添加棉衣棉裤保暖的同时，
尤其要注意头胸、脖子和四肢的保暖；尽量减少外出，必须
外出时做好保暖措施；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疲劳；适度增加
体育锻炼，增强抵抗力；采用煤炉取暖的家庭要提防煤气
中毒；关注天气预报及寒潮消息，以便及时采取必要的防
护措施。

如果人体长时间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出现寒战、虚脱、记
忆丧失、睡意等迹象，这种情况可能是“身体失温”。中国疾控
中心环境所有关专家表示，遇到这些迹象，要及时测体温，若
体温低于 35摄氏度应立即就医。当不能马上获得医疗救治
时，要尽快使失温者进入温暖的房间或住所；及时脱掉潮湿的
衣服；服用热饮料，采取相关措施温暖其身体核心区域。情况
缓解后，需尽快就医。

云南大象表演公益
诉讼案一审宣判

驳回原告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诉讼请求

新华社昆明11月21日电（记者 王研）21日，昆明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依法对北京市昌平区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诉西双版
纳野象谷景区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一审公
开宣判：驳回原告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

昆铁中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是于2015
年2月4日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被告野象谷景区系于2003年
10月27日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亚洲象驯养、
繁殖、表演并取得亚洲象驯养繁殖许可证。因原告认为被告从事
大象表演是虐待亚洲象、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向法院提起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被告停止大象表演、赔礼道歉等。

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昆铁中院围绕野象谷景区大象展演及驯
养大象的行为是否破坏生态环境、是否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的焦点问题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违反国家规
定”是环境公益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不禁止
利用野生动物进行公众展示展演，野象谷景区取得的驯养繁殖许
可证及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表明，其具备利用大象进行展演的资
质，组织展演不违反国家规定，系合法经营。驯养繁殖是指在人
为控制条件下，为保护、研究、科学实验、展览及其他经济目的而
进行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需要采
用与其生理特点、身体条件相适应的方式、手段进行约束、规制，
合理的驯养不是虐待。野象谷景区大象表演是在工作人员指引
下进行，并未给大象身体带来伤害，原告关于“表演即虐待”的观
点既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又缺乏事实依据。野象谷景区用于展
演的大象及展演区域仅限于野象谷且独立于野外生态环境，未破
坏生态，亦未给不特定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带来重大
风险。昆铁中院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判决同时指出，适度的人象互动，既是特定地域传统文化的
传承方式，又可以增进人们对大象的了解，培育人们保护大象的
意识。本案原告关于被告的行为构成环境民事公益侵权的主张
虽不成立，但社会公众对本案的广泛关注说明人们关于动物保护
的理念在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允许野
生动物展演的同时也强调不得虐待野生动物。与此同时，伴随人
类社会文明程度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动物的保
护，采用更加文明的理念和方法驯养动物。只有当人类和动物和
谐共生，人类和动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精彩与祥和。

新新时代时代新新征程征程新新伟业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从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江都水利枢纽
起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11月迎来通
水10周年，千年运河焕新颜。

纵贯南北5大水系、流经8个省市的大运
河，曾是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至今仍发挥
着运输、灌溉、防汛、南水北调等重要功能。

今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
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
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
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
代新风貌。

水脉连着文脉，大河润泽百姓。新华社
记者近期采访看到，运河两岸“织密”绿色生
态、“唤醒”璀璨文化，沿线城镇加快发展，让
大运河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激活文化遗产

【总书记嘱托】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
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
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实践案例】古镇里的文化“焕新”

“货船拉着盐粮来，货船拉着金银走。
九河下梢天津卫，风水都在船上头……”大

运河的水波载着民谣，诉说着天津漕运繁盛

的历史。

明清时期，因漕运发达，大运河的水路

变成“画路”，南方画师、纸张与水彩北上，笔

法细腻、寓意吉祥的杨柳青木版年画远销全

国。清末，天津漕运中断，杨柳青木版年画

开始走向衰落。连绵战火中，一些珍贵的雕

版散失，年画艺术濒临消亡。

生在大运河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霍庆顺

记得老一辈年画匠人的苦闷，也见证着天津

杨柳青古镇迎来的文化“焕新”。

随着天津大力挖掘、传承、弘扬大运河

文化，“杨柳青年画振兴工程”启动。古镇里

的年画匠人也在政府引导下，与天津师范大

学师生携手，探索年画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和

非遗文化传承推广途径，一批应用型、复合

型、创新型非遗人才正在成长。
霍庆顺近年与当地的年画匠人们合作

创新，让年画与时俱进。如今，杨柳青木版
年画成为文化新“IP”、新产业，年画制作体
验馆等新机构吸引着不少青少年前来参观、
研学、体验。

不仅仅是杨柳青，大运河沿线孕育出了
繁盛的运河文化，集聚了许许多多的文化
资源。

在江苏扬州，首座“国字号”运河主题博
物馆，成为运河新的文化载体。这座博物馆
运用 5G、VR等科技手段，全流域、全时段、
全方位展现大运河历史文化。纵览这本中
国大运河的“百科全书”，触摸古老运河的河
道剖面、“身临”古色古香的运河街肆，参观
者站在数字化沉浸式体验的运河展厅里穿
越古今、畅想未来，感受千年运河文化在岁
月中静静流淌……“要让越来越多人看到这
些‘珍宝’，使运河文化‘活’起来。”霍庆顺说。

重塑运河生态

【总书记嘱托】2017 年 2 月，北京通
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察
看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时
深刻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
有地区的共同责任。

【实践案例】化工厂变身绿心公园

登上观景平台远眺，京杭大运河北京通

州段如一条绿色飘带。眼下寒意渐浓，不远

处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仍景色宜人。

二十多年前，当北京航拍摄影师马文晓

第一次坐上轻型直升机飞抵这里时，目之所

及多是黑压压的化工厂房与林立的烟囱。

坐落在大运河畔的北京东方化工厂始

建于 1978年，投产了我国第一套丙烯酸及

其酯类装置。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企业生产

带来的污染长期存在。

随着北京产业升级，重污染企业逐步退

出，2012 年东方化工厂停产，2017 年完成

设施拆除。在未来城市规划中，北京城市副

中心锚定“两带、一环、一心”的发展格局，其

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这“一心”，正位于通州
区的工厂原址。

化工厂上怎么建公园？“用生态的办法
解决生态问题。”北京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
司生态环境事业部部长康日峰回忆，建设者
决定在东方化工厂旧址区域规划建设生态
保育核，种植适应性强的灌木草种、蔓生植
物，形成荒草、灌草等多层风貌。

2020年绿心公园开园以来，红外相机
监测到几十种野生动物。扑面的绿意，3年
吸引了超640万人次游客打卡。

建设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是大运河沿线
“织密”运河绿色生态的缩影。

扬州为了保护大运河生态，关停“每年
能够交税 2个多亿”的化工厂，并投资超 6
亿元进行江都南区水生态环境整治，完善市
政排水管网、治理河道、重塑景观。

浙江杭州出台《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通过地方立法探索让大运
河水清河净造福一方的新路径；河南建立遗
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及时掌握大运河水质、
水量、环境等情况……2019年，《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印发，掀开了大
运河历史的崭新篇章。

重现大运河的绝美风光，离不开严守生
态红线并持续改善沿线生态环境质量。

马文晓镜头下的运河，已换了一幅光
景。不久前，他再次从空中俯瞰运河，被如
卷轴般铺展开的“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生态
画卷深深触动。

奔向美好生活

【总书记嘱托】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
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
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
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实践案例】百年工业区的华丽转身

流淌千年的古运河，绘就了商贾辐辏的

盛景。杭州拱宸桥一带曾是有百年历史的

工业区。
运河岸边，有一处锯齿形外观的苏式厂

房，引人注目。建成于 20世纪 50年代的国
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曾有一段辉煌的历
史，而今，已成为工业遗存。

老员工许恒见证了这里的变迁。当时，
这里是东南亚最大的丝绸制作厂房。随着
时代变迁，国有丝绸企业逐渐退出，“杭丝
联”遂成为记忆。

看着人去楼空的老厂房，当地人萌生
了让工业厂区与文创产业融合的念头。
2007年起，“杭丝联”逐渐转型发展。许恒
亲历了从“杭丝联”蝶变为“丝联 166”的全
过程。

如今已是“丝联 166”文化创意产业园
负责人的许恒说，通过修缮、改造，工业遗存
华丽转身，曾经的“杭丝联”已成为艺术范十
足的文化创意产业园。走进创意园，摄影工
作室、设计公司、画廊等文创企业，在老旧工
业厂房里快速生长，灰暗的水泥、粗糙的水
叶轮、铁锈斑驳的电机，都成为这里别具一
格的艺术元素。

在运河沿岸附近，类似“丝联 166”的
文创园区还有很多，它们的蓬勃发展推动
运河沿岸文创产业迅速崛起。目前，大运
河杭州段拱墅区 14处工业遗存保护、改造
的文创园区已入驻 220 余家创意设计业、
数字内容业、现代传媒业、文化休闲业等上
规模企业，近两年主营业务收入年均保持
5.9％的增幅。

随着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道今年 7月

正式通航，千吨级船舶可满载货物直达杭州

进入钱塘江，全长 26.4公里的年轻新河道，

重点发展水上客运、旅游及城市生活物资运

输等，为运河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

可能。

如今，千年大运河进入新的生命周期，

不断催生新的产业形态，不断拓展新的发展

空间，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继续为沿岸人民

造福。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刘奕湛 白佳丽

宋瑞 张骁 段菁菁

千年大运河，流动新生机
——大运河保护发展新故事

我国水生生物资源
养护取得明显成效

新华社上海11月21日电（记者 王辰阳 岑志连）农业农
村部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推进会 21
日在上海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我国近海
重要渔业品种产量保持总体稳定，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提升
2个等级，斑海豹、绿海龟、中华白海豚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
稳中有升，长江江豚种群数量首次止跌回升，重要渔业水域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向好。

据介绍，“十四五”以来，各级渔业渔政管理部门不断完
善制度措施、健全支撑体系、强化执法监管，长江“十年禁渔”
取得阶段性成效，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能力明显提升，水生生
物资源养护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当前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
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统筹资源环境保护和渔业产业
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刘新中表示，各地在开
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渔业资源养护
与合理利用的关系，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推进渔
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与高
水平保护相得益彰。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门将从八个方面加强水生生物资源
养护工作：一是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二是不断完善休
禁渔期等渔业资源养护制度；三是加强增殖放流科学规范管
理；四是高标准建设现代海洋牧场；五是加强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管理；六是强化渔业资源调查和环境监测活动；七是
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八是加大渔政执法监管力度。

聚焦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严禁“一刀切”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