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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芒种至，仲夏始。昨天是我

国重要的农耕节令芒种，恰逢一

年一度的六五环境日。今年环

境日的主题是“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有效保

护超过30%的陆域国土面积；实

施 52 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修复治理

面积超过 1 亿亩；设立首批 5 个

国家公园，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

调查、监测和评估……近年来，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持

续深入，美丽中国的生态底色日

渐深厚。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稳中向

好，但还远未到松劲歇脚之时。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

提高站位，长远谋划。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功在当下、利在千

秋。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严守生态红

线，主动谋划绿色转型发展之

路，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踩着红

线求发展、丢了底线发大财。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

坚持严厉打击生态环境污染破

坏行为。生态保护既然是红线，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就不能

姑息纵容。第三轮第二批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已曝光的案例表

明，对那些破坏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加大打

击力度，让违法违规者真正付出

代价，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

全社会共同参与。在推动美丽

中国建设中，每个人都是绿色的

建设者和分享者。推动全社会

共同参与，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

众的经验和智慧，将绿色理念贯

穿到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点滴

积累、聚沙成塔，必将使美丽中

国建设深入持久，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人与

自然是不可分离的生命共同体。

生态保护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

方能在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道路

上，更好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乐章。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昨天下午，2024年
六五环境日上海市主场活动在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举
行。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是“全
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上海主
场活动以“美丽上海”为主线，
以“无废城市”建设为亮点，通
过多种形式展示新时代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突出成就，积极培
育弘扬生态文化，广泛动员社
会各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践
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全面
推进美丽上海建设奠定良好的
社会基础。

活动中，《2023年上海市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公报数
据显示，上海生态环境的“颜值”
更高了。2023年，上海市环境空
气 质 量 指 数（AQI）优 良 率 为
87.7%，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
度为28微克/立方米，重污染天
数比例为0.3%；273个地表水断
面优Ⅲ类占比为97.8%，其中40
个国控断面优Ⅲ类占比为97.5%，
无Ⅴ类和劣Ⅴ类断面；主要污染
物重点工程减排量完成国家下
达的年度目标任务；受污染耕地
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持
续保持100%；公园数量增长到了

832座，更多公园实行24小时开
放……广大市民对优美生态环
境的获得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为广泛深入宣传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培育弘扬生态文
化，生态环境部、中央社会工作
部组织开展了 2024 年“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先进典型宣传
推选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上海首次实现了3个先进
典型名单全部入选：上海市虹口
区嘉兴路街道安丘居民区居民
雷国兴获得“十佳生态环境志愿
者”称号，“貉口普查”城市野生
哺乳动物调查项目入选“十佳公
众参与案例名单”，上海天马再
生能源有限公司获“十佳环保设
施开放单位”称号。

“无废城市”是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的崭新理念，引领我们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
低。今年3月27日，上海市人大
审议通过《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
条例》，这是我国首部无废城市
建设地方立法。昨天，条例正式
施行。主场活动中，首次发布了
上海“无废城市”建设宣传标识
和品牌形象。对首批市级示范

“无废细胞”进行了授牌，对优秀
生态文学作品获得者进行了表

彰，为第一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十大典型案例颁奖。

除内场活动外，在馆外的广
场上还设置了前八轮环保三年
行动计划成果展和青少年环保
创意作品展，“美丽上海”企业嘉
年华集市活动也同步进行，为六
五活动增添节日氛围。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
记唐家富表示，上个月，市委市
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上
海建设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丽
上海建设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
务书，提出了空间、发展、环境、
人居、生态、韧性、人文、科技、和
合、善治等“十美”共建，吹响了
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的冲锋
号。接下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将会同各区、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着
力打造国际精品美丽中心城区，
加快建设美丽街镇、美丽乡村，
推动不同区域美丽模式创新，以
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以
高效能治理创造高品质生活，将
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
画，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努力打造
美丽中国上海典范。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青春护江，生态放
流！昨天是第 53 个世界环境
日，长江航务管理局“青春长
江”青年志愿服务联盟在重庆、
宜昌、南京、上海四个片区同时
开展“长江大保护 青年当先
锋”首次志愿服务联盟活动。
在上海长兴渔港码头，“青春长
江”青年志愿服务联盟在行动！

青年志愿者放流鱼苗
放流现场，青年志愿者们

登上海洋渔业综合科考船“蓝
海201”轮，前往放流水域。

到达预定放流地点后，船
上工作人员搭设放流滑道，在
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长吻鮠、暗
纹东方魨、翘嘴鲌等各品种鱼
苗分批次被青年志愿者放流进
入长江口水域。

“增殖放流实际上就是我
们通过人工放流的方式，把鱼
虾蟹贝等苗种或者成体投放到
天然的水域当中去，目的是为
了恢复种群的数量，改善生物
群落的结构，进一步推动改善
生态的平衡。”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史永富博
士介绍说，东海水产研究所在
过去的增殖放流过程中，一共
放流了20余种物种。

那么，什么样的物种可以
往长江里放？选择的依据或原
则又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依据生态安
全、科学放流的原则，不能什么
样的物种都往江里放，一些外
来物种投放进去，可能会对生
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史
博士向青年志愿者们科普道，

“我们今天放流的6个物种均是
在 2023 到 2025 年上海市自然
水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名录当
中的，这些苗种的提供厂家都
有生产许可证，苗种在提供给
我们之前，也都经过了疫病检
测、药物残留检测，保证它们对
生态的安全性。”

史博士介绍了当天放流的
6个物种，像翘嘴鲌就放流了12
万尾，暗纹东方魨有3.5万尾。

“我们今天来了将近40名
团员青年，他们大多都是第一
次参加放流活动，能用实际行
动保护长江生态，大家都觉得
特别有意义。”长江航道工程局
团委书记王小娅说。

长江口生态修复见成效
“增殖放流作为水生生物

资源养护的重要举措之一，对
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水域生
态环境、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都
具有重要意义。”长江口航道管
理局副局长许贵斌介绍说，长
江口航道治理20多年来，长江
口增殖放流共22次，放流中华
鲟等保护鱼类10万余尾、螯蟹
20万余只、虾类9吨、主要经济
鱼类320万余尾、各类底栖动物
320余吨，长江口生态进一步改
善，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长江大
保护和长三角区域生态绿色一
体化的历史使命。

20多年来，长江口航道管
理局始终自觉践行“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谋划
和顶层设计，注重环保经费投
入，开展了多次有针对性的长
江口水生生态“生态修复”工
程，持续性开展水文泥沙测验、
河床地形测量、生态环境及渔
业资源监测、增殖放流和疏浚
土综合利用等一系列工作，积
极探索航道资源保护利用与河
口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发展
之路，塑造了我国水运工程建
设领域具有鲜明特色的“河口
环保品牌”。

当天，“长江大保护 青年
当先锋”首次志愿服务联盟活
动，还在重庆片区开展了环保
宣讲、水域巡查、增殖放流等活
动；在宜昌片区多点联动开展
了志愿服务、环保普法宣传和
长江清堤行动等；在南京片区
围绕堤岸清理、普法宣传等主
题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

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乐章

上海生态环境的“颜值”更高了
空气质量优良率近9成 公园数量增长到了832座

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摄

世界环境日，青年志愿者
在长江口放流鱼苗

■长江大保护 青年当先锋

上海青年志愿者在长江口放流鱼苗。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