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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博物馆作为城市重要
的文化体验场所和文旅地标，吸引
着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如今的文
博游不再是简单地在博物馆里隔
着玻璃看文物，而是越来越注重游
客的互动体验以及文化体验，引领
着文旅新潮流。 （A3版）

艺术体验游寻找身边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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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
美好新生活

志愿服务是推动绿色发展、绿色
生活的重要力量。

6月 5日，在 2022年六五环境日
国家主场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中央
文明办共同揭晓了2022年“‘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
识行动计划”先进典型名单，其中评选
出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104位。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
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成为提升
全民环保意识、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的
重要社会推动力。截至目前，全国累计
注册环保志愿者超300万人。

他们，用点滴践行着绿色低碳
生活。

辽宁省沈阳市的退休职工姜艳
华，带领祖孙三代一家8口建立了低碳
家庭绿色档案，对家庭节水、节电、节
能情况做了详细记录，每月分析节约
情况并及时改进。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她和家人在
网上开设专栏，跟网友分享垃圾分类、
旧物利用等知识，倡导节约意识、宣传
绿色生活。

“希望用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人
参与环保，支持环保，做生态文明理念
的倡导者，做清洁美丽世界的贡献
者。”姜艳华说。

他们，用行动守护着一江碧水。
在陕西省旬阳市双河镇，有一支

特殊的护河队。
护河队的发起人朱先萍从小在汉

江边长大。前几年，看到河道常有垃
圾出现，她就萌生了组建“护河队”的
想法。

行动之初，常有人对捡垃圾嗤之
以鼻。凭着一股倔劲儿，朱先萍带着队
员们把河道清理得一天比一天干净。

护河队最初只是个“十朵金花”的
小团队，如今已发展成覆盖全镇19个

村和社区、2000多人参与的大队伍。
护河队坚持每月1日、15日按时清理
河道垃圾，让爱水、护水、亲水、惜水理
念深入人心。

他们，用爱心守望着万千生灵。
鄱阳湖是亚洲重要水鸟越冬地。

江西都昌县的村民李春如，40年如一
日地义务护鸟和救治候鸟，被人们称
为“候鸟医生”。

为保护救治受伤的候鸟，李春如
建起了候鸟医院。他认真为每只入院
治疗的候鸟建立档案，详细记录入院
候鸟的种类名称、鸟龄、外形外貌等体
征，以及治疗方法、用药品类、药量，并
记下候鸟出院时的体征。

李春如的爱鸟护鸟行动影响了更
多人，鄱阳湖区群众护鸟意识提升，如今
越来越多群众自发加入候鸟保护队伍。

他们，用双手为祖国添上一抹
绿色。

在青海省互助县，李洪占老人几
十年坚持植树，用脚步和铁锹丈量着
家乡的山涧沟壑。

育苗、挖窝、培土，挖渠、引水……
在家人眼里，这就是他每天上的“班”。
而这个“班”，一上就是60多年。

从种下第一棵树开始，一天天一
年年，绿色浸染了曾经光秃秃的大山。

汇涓滴以成海，聚微光以成炬。
这些志愿者中，有学校老师，将绿

色的种子播种在孩子们心里；有干部
职工，利用节假日积极参与环保志愿
活动；有在校学生，从自身做起逐渐感
染周围人一起参与环保。

当天活动中，有志愿者提出，保护
生态环境“时时可为、人人可为、事事
可为”，我们每个人应当增强节约意
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从点滴小事
做起，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美好。

（新华社高敬崔师豪）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地球是全人类赖
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
的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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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人民的节约
意识、环保意识、生态
意识持续提升，简约
适度、绿色低碳、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渐成
新风尚。

众 人 植 树 树 成
林。10年来，全国森林
覆盖率提高 2.68 个百
分 点 ，达 23.04% 。去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增至87.5%；全
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
面比例增至84.9%。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美丽中国建设迈
出重大步伐，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成为全球生态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参 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

这和亿万人民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是密不可分的。

回顾世界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
自 50 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
人类环境会议举行以来，人们的意识
觉醒和有效行动一直是重要推动力
量。如今，全球范围内，不可持续的消
费和生产，不断加剧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以及环境污染，严重危及地
球的未来，2/3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与
人类的生活方式有关。而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已进入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由量
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砥砺前行，攻坚
克难，需要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
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通过日积月累
的全民行动，汇集磅礴之力。

新征程上，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鼓励社
会组织、环保志愿者等开展法律法规
和知识宣传，营造保护生态环境的良
好风气。企业须认识到，健康的生态
系统和稳定的气候支撑着地球上几
乎每一个行业，应把可持续发展放在
决策的核心位置，在不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的前提下实现绿色发展、满足社
会需求。 （下转A2版）

美好生活，人人所盼。以社区、村
落为代表的生活单元是人类活动、交
流的重要场所。

不久前，浙江省委召开会议强调，
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要有

“浙江味”。
“浙江味”到底是种什么味？文化

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挥了
怎样的作用？

文化击碎同质化

不可否认，部分城乡风貌文化气
质不足、乡村缺少地标等现象仍然存
在。问题主要在于生活单元建设同质
化导致“浙江味”不足。

这不仅是现存问题。
几百个社区、乡村、样板区同时打

造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未来，最
容易出现也最应避免的就是同质化。

而文化作为“浙江味”中最具辨识
度、最有特色、最吸引人的一种味道，
最能刺激人们的“味蕾”，是破题的关
键所在。

走进一座城市、一个乡村、一个社
区，最容易打动人的是什么？

是西湖边、良渚里的文化印记，丽
水古堰画乡的人文山水；又或是杭州
打铁关社区的历史壁画、文三路马塍
路口的牵马雕像……

历史文化是社区、乡村最有辨识
度的地标，也是人们最敏感的记忆点，
更是“浙江味”中最浓重的组成部分。

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彰显历
史厚度，能从文脉根源上解决共同富裕
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的同质化问题。

此外，让更多居民享受到优质文
化服务，拉伸文化服务广度，也能提升

“浙江味”。
通过未来社区多跨文化场景落

地，社区的文娱活动更加丰富，居民的
社区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能得到
明显提升，精神世界更加富有。

早在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建设初
期，文化就是关键要素。

此前印发的《关于高质量加快推
进未来社区试点建设工作的意见》曾

对文化建设提出明确要求：突出自然
资源禀赋、城市特色风貌和历史文化
传承；优先配置文化教育等优质公共
服务资源。

参照未来社区，未来乡村规划明
确地将未来文化写入九大场景。

位于衢州市柯城区的余东村，就
通过深挖乡土文化内涵，以农民画为
支点，支撑起未来乡村建设。

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只有不
断强化文化味，才能当好串联起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载体。 （下转A2版）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市坚持生态优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
和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积极推进公益林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为建设“秀美黔西”筑起一道绿色生态屏障。图为6月6日，鸟瞰贵州省黔西
市钟山镇牛角村，青山苍翠，美景如画。 周训超 摄

本报讯（方彦蘅）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两者如何协同发展？
近日，《生态文明绿皮书：中国特色生
态文明建设报告（2022）》发布会暨生
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林业
大学举行。

《生态文明绿皮书：中国特色生
态文明建设报告（2022）》由南京林业
大学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智库和中国
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与林业发展研究
院编写，该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正式出版。该书分为总报告、评价
篇、碳达峰碳中和篇和政策布局四个
篇章，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特色生态文
明建设展开研究，还从“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出发，
首次创新构建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
建设评价模型”，以期为国家和地方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
政策参考。

数据显示，从各省区市来看，绿
色生活指数超过60的省区市分别是

上海、北京、江苏和宁夏。
绿色生活指数反映的是人类生

活方式对生态文明的影响程度，重
点反映了城乡居民衣食住行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旨在引导人类构建绿
色生活方式，缓解环境压力。从我国
整体情况看，2011—2019年绿色生
活指标总数有所上升，表明随着生
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推进，我国居民
绿色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环保理念
逐渐深入人心。

本报讯 (记 者 李林晅）6 月 5
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公布《2021
年四川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以
下简称《公报》）。《公报》显示，
2021年，四川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圆满完成了2021

年国家下达的生态环境保护约束
性指标目标任务。

《公报》显示，2021年，四川空气
质量依然持续向好，21个市（州）优
良天数率为89.5%；四川开展了150
个土壤基础点和478个土壤风险监
控点监测，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

体稳定；四川地表水水质总体优，国
考断面水质优良率96.1%，通过狠抓
重点领域攻坚，持续打好碧水保卫
战；四川生态环境状况为“良”，生态
环境状况指数为71.7，同比上升0.4，
21个市（州）生态环境状况均为“优”
和“良”。

本报讯（余锋 蓝皓璟）在今年6
月5日第51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
际，根据生态环境部和自治区党委、
政府统一部署，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联合全区各设区市政府及相
关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共建清洁
美丽世界”主题活动，旨在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全社
会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投身生态
文明建设。

6月5日，2022年六五环境日广
西分场活动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现场设置漓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
生物多样性保护、碧水蓝天净土保卫
战等工作成果展区和科普区，旨在以

漓江为大舞台，传递绿色发展新理念，
团结广大群众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活
动现场，自治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相关领导为2021年、2022年广西最
美生态环境志愿者进行颁奖。

当天，在柳州市城中区体育公园
举行的环境日活动现场，柳州市政府
及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为全市生态
文明建设成就摄影大赛获奖者进行
颁奖。在现场体验互动环节，市民群
众可以在新能源汽车展区、生物多样
性+海洋保护主题展示、“亲清柳江
河”志愿服务巡河打卡区参与互动。

近日，全区其他设区市也相继开
展了相关主题活动。6月2日，在南宁

市南湖公园滨湖广场，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南宁市政府向生态环保先锋营
代表授旗，现场还有中国生态环境保
护吉祥人偶与群众互动，向群众发放
环保科普知识手册；在梧州西堤公
园，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代表引导参
加活动的市民开展“拾荒慢跑”活动，
大家边跑边将周边垃圾捡起塞进随
身携带的垃圾袋中，共同维护美好环
境；贵港市通过发布环保倡议、开展
环保志愿服务、向“2022年贵港最美
环保人”颁奖等，展示全市生态环境
保护成果，鼓舞市民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的奋斗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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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绿皮书：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报告（2022）》发布

《2021年四川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广西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日主题活动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
“铸魂”。近年来，甘肃省定西市不
断创新工作方式，精心设计活动载
体，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不断
提升乡风文明建设水平，积极探索
以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的“定西
模式”。 （A4版）

定西：文明乡风亦成景

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有
一群暖心的志愿者随时给居民提
供“定制”志愿服务，“群众动嘴、
志愿跑腿”已成为全区志愿服务
的新常态，这一切得益于新时代
文明实践“六单制”建立。

（B3版）

“定制服务”更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