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要保
持加強生態文
明建設的戰略
定力

二、要探索
以生態優先、
綠色發展為導向
的高質量發展

新路子

總書記四個總書記四個「「要要」」推生態文明建設推生態文明建設

三 、 要加
大生態系統保
護力度

四 、 要打
好污染防治攻
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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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護生態 總書記點讚
內蒙古代表：落實好習近平要求 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譚鐵牛：抓住灣區重大機遇 成就香港更美好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全
國政協常委、中聯
辦副主任譚鐵牛昨
日在全國政協分組
會討論政府工作報
告發言時表示，完
全贊同和擁護李克
強總理在十三屆全
國人大二次會議開
幕大會上所作的
《 政 府 工 作 報
告》。報告充滿了

為民意識、發展意識、機遇意識、憂患意識、擔當
意識，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一個「實」字，非常務
實、非常樸實、非常真實。報告講成績實事求是，
講問題坦誠直率，講前景振奮人心，講政策「乾

貨」滿滿，彰顯了制度優勢與「四個自
信」，體現了中

央對香港的真情關懷，指明了香港發展的機遇和方
向。
譚鐵牛指出，過去一年，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外

部壓力持續加大。但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我們黨
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依然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重大成
就，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堅強有力的，是符合
中國國情、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這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有包
括740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共
同奮鬥，就沒有我們戰勝不了的困難、克服不了的
艱難險阻，也沒有我們爬不過去的山、邁不過去的
坎。

香港一直「被關懷」
譚鐵牛表示，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多次提及香港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表明中央
政府確實是高度關心和支持香港的發展。韓正副總
理在港澳委員聯組會上也多次強調要「支持港澳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並特別提到目前

已經推出了8項、今年一共將持續推出30項支持大
灣區建設的具體政策措施。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滿
足港澳發展的現實需要和回應港澳同胞的關切訴
求。大灣區建設規劃從醞釀、起草直到出台、實
施，中央一直高度重視聽取香港各界的聲音和反映
並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有識
之士也始終在有序參與這一過程，香港不是某些別
有用心的人士罔顧事實所妄稱的「被規劃」，而是
一直「被關懷」。

灣區發展助「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譚鐵牛認為，《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支持港澳

抓住大灣區發展的重大機遇，全面落實大灣區建設
規劃。當前各方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共識越來越
強，中央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大灣區內三地的參
與程度和熱情前所未有，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前所
未有。推動大灣區發展首先是國家戰略，是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的標杆戰略，更是推進「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重要戰略，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
「兩個建設好」，豐

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的重要戰略。香港要
拓展發展新空間、培育發展新動能、帶來發展新希
望，應該緊緊抓住大灣區建設這個發展新機遇，更
加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成就香港更加美好的未
來。希望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要真正當好大灣區建設
的宣傳者、推廣者、參與者、促成者。

推動國家及香港發展無分「兩制」
另外，譚鐵牛日前在審議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

報告時指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要強化政治引
領，發揮好雙重積極作用，不僅要為國家改革發
展添磚加瓦，也要為香港繁榮穩定貢獻力量，在
這方面沒有「兩制」之分。主要在五個方面加強
履職盡責，體現擔當作為：一是積極參政議政、
建言獻策；二是持續傳遞中央聲音、國家議題；
三是大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四
是加快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五是不
斷推動愛國愛港力量發展壯
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聯播報道，前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他所在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內蒙

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探索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新路

子，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守護好祖國北疆這道亮麗風景線。

代表們說，草原兒女一定落實好總書記
要求，擔負起守護祖國北疆這道亮麗

風景線的重大責任，共同書寫出新時代高質
量發展新答卷。
總書記走進會場時，全場起立熱烈鼓

掌。鄂溫克族代表梅花向總書記獻上哈
達，表達內蒙古各族群眾對黨中央和總書
記的敬意。

生態文明見微知著
「總書記提問了我們村民的收入，還有我

們現在廁所革命，水怎麼處理，我覺得要建
設好美麗農村，必須以保護好生態環境為基
本前提。」巴彥淖爾市中南渠村黨總支書記
張繼新在發言時，總書記一次次詢問，「養
牛是圈養還是散養」、「水沖廁所是怎麼建
的」，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卻是事關生
態文明的大事。
中南渠村是一個正在摸索種養殖產業循環
發展的小村莊，現在全村一多半人家都用上
了水沖廁所。在村裡，得知總書記的關切，

大家也想給總書記匯報一下新生活。在500
畝的溫室大棚前，村民自豪地向記者介紹，
去年新修了12條柏油路，村舍乾乾淨淨。
「2019 年我們要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指引
下，擼起袖子加油幹，我們2019年又是一
個豐收年！加油！」

劃區輪牧保護草場
吳雲波代表也是個村幹部，他向總書記匯

報說，以前村裡散養牛，大家盲目擴大規模，
草場生態也破壞了。現在，村裡成立了合作
社，每年劃區輪牧。「總書記說了，你這個模
式好，一定要把這個模式發展起來。」
通遼的東薩拉居民們說，總書記對村裡發

展模式的認可讓大家很高興，在鏡頭前，他
們用蒙古語熱情邀請：「歡迎總書記到我們
東薩拉來做客！」
守護好祖國北疆這道亮麗風景線是總書記

給內蒙古佈置的重要任務。總書記說，內蒙
古生態狀況如何，不僅關係全區各族群眾生
存和發展，而且關係華北、東北、西北乃至

全國生態安全。

污染防治不進則退
全國人大代表龔明珠說：「我們生態文明

建設這個基礎還不穩固，我們稍微鬆懈，它
就開始反覆，就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
對我們來講，污染防治、生態治理沒有別的
捷徑，只能是按照總書記強調的，咬緊牙
關，邁過這個坎。」
污染防治這樣的坎，必須邁。總書記叮囑

內蒙古，要抓好呼倫湖、烏梁素海、岱海的
生態綜合治理。「過去我們在生態治理上，
往往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沒有根本
解決問題，我們要徹底轉變治理的理念、治
理的方式，由過去單純地治理湖泊轉向治理
流域。」全國人大代表張曉兵說。
內蒙古烏梁素海是黃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

泊，曾被譽為「塞外明珠」，但隨着上游來水
減少和城市污水、工業廢水的肆意排放，湖區
面積急劇萎縮。眼下，烏梁素海正在進行生態
補水。內蒙古河套灌區管理總局供水處理處處

長付國義介紹說，當地已經利用凌汛期，向烏
梁素海補水1,500萬立方米，全年計劃補水
5.65億立方米。同時，要在兩年時間裡實施
57個項目，確保黃河的水生態安全。
全國人大代表陳良談到，珍惜生命一樣珍

惜生態，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總書記的
每一句話對內蒙古的2,500萬人民是一個囑

託，是一個要求，也是一種指示。
全國人大代表馮玉臻說，生態文明建設對

內蒙古自治區來講，既是承擔着重要責任，
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出路 ，「我們
一定要按照總書記的要求，抓好生態文明建
設，把我們的高質量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
段。」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隨着草原
保護與建設工作的持續開展，2016年以來
內蒙古草原平均植被蓋度連續3年穩定在
44%，草原生態退化趨勢得到整體遏制。
據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廳廳長孫振雲介紹，

內蒙古像保護基本農田一樣保護基本草原，
在全國率先完成8.8億畝基本草原劃定工
作，實施禁牧4.05億畝、草畜平衡6.15億
畝，實施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工程164萬
畝，人工種草面積連續3年穩定在3,000萬
畝以上，草原平均植被蓋度達到44%，恢復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水平。

生態工程顯效 草原修復力升
在中央專項資金支持下，內蒙古實施退牧

還草、京津風沙源治理、退耕還林還草等生
態保護工程，草原生態環境顯著改善，草原
自我更新修復能力明顯提升，草原平均植被
蓋度比2010年的37.08%提高近7個百分點，
比2000年的30%提高14個百分點。

內蒙古全面落實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
勵政策，將草原補獎資金兌現與農牧
民禁牧、執行草畜平衡制度等履行
職責情況相掛鈎，合理劃分禁牧
區和草畜平衡區，明確規定5年為
一個禁牧周期，草畜平衡區不得
超載放牧。
內蒙古建立健全草原保護法律法

規體系，加大破壞草原案件整改力
度，清理整頓違規徵佔用草原項目，
有力促進草原生態保護。

遏草原退化
植被覆蓋率3年皆達44%

■■習近平前日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習近平前日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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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共治合力共治 頑疾斷尾頑疾斷尾
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

地處河套平原腹地，農
業人口20多萬，主要依
靠黃河水灌溉，過去農

業水費收繳難是困擾一些鄉村管理發展
的頑症。

同時，投工投勞不積極、公益事業集資
難、村莊管理無人問、無人管等問題在一
些地方比較突出。鄉鎮政府、村委會對農
民的教育管理沒有抓手，硬辦法不敢用、
軟辦法不管用，社會治理難以有效開展。

據五原縣委組織部部長任維君介紹，
全縣117個行政村管轄782個村民小組，
村兩委普遍只有4至5名幹部，基層服務
力量薄弱。為增強村民凝聚力，五原縣
決定將每個村民小組確定為「微組

織」，黨支部建在村民小組，有3名以
上黨員的村民小組成立黨支部，黨支部
書記由黨員村民小組長兼任，推動黨組
織向下延伸，築牢村民小組戰鬥堡壘。

居民共商村規民約
「前兩年家裡用錢的地方多，就沒交

水費。村裡實行『微治理』後，我差點
兒上了『黑名單』，去年早早把水費交
了。」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套海鎮向陽
村農民劉倉說。

向陽村黨總支書記賈俊明介紹，村裡組
織大夥兒商定村規民約，出台誠信村民的
管理辦法後，全村沒有一戶拒交水費，沒
有一人對村裡的大事兒不投工投勞了。

據了解，為推動共治、聯動，村民小組

成立村民理事會，理事長由村民小組長兼
任，並組建黨員先鋒隊、巾幗服務隊、紅
白理事會、治安聯防隊、青年志願者等志
願組織，將群眾信得過、有威望的農村黨
員、村民代表、種養大戶等農村先進力量
團結起來，形成共治合力。

五原縣目前已建立縣、鎮、村、組四
級便民服務網，117個行政村全部設置便
民服務代辦點，所有村民小組全部配備
代辦員，實現便民服務「全覆蓋」，為
群眾辦理服務事項2萬餘項。

發揚鄰里互助傳統
隆興昌鎮義豐村黨支部書記羅玉龍說，

全村按照「劃片定責」的原則，將村民小
組裡每10到15戶居民劃分為一個網格，

村民理事會成員兼任網格長，黨員或村民
代表兼任網格員，協助村民理事會開展社
情民意調研、村務財務監督、矛盾糾紛調
解等工作，發揚鄰里間相互照應、幫助的
優良傳統，力爭做到以身邊的事感動身邊
的人、教育身邊的人。

據了解，實行「微管理」的關鍵是事
前立規矩，組織村民商定村規民約，建
立信用評價體系，將道德品行、投工投
勞、水費繳納等列入評價內容；事中講
規矩，逐戶建立村民誠信檔案，指定專
人記錄村民日常表現，及時提醒；事後
懂規矩，統一匯總評定結果，對誠信缺
失、屢教不改的村民，列入「黑名
單」，在政策扶持等方面受限，倒逼村
民服從管理。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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