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春宇、沈阳维尔兄弟地毯有限公
司、大石桥市富凯制衣有限公司、鑫宇针
织品有限公司、辽宁森燃生物质能源有限
公司、辽宁云霄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辽宁
省新维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王晓明、沈
阳正大管业科技有限公司、沈阳显恒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李华、王兴丰、王大鹏、王
松岩、沈阳中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沈阳
市青龙食品粮油有限公司。

您或贵公司于此前与辽宁康平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一份《投资建
厂合同》。按该合同约定，您或贵公司早
应完成投资、建设和投产。但时至今日

该项目已搁置数年，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对管委会日常的招商引资工作带来负面
影响。为盘活项目资产，现正式通知您
或贵公司限期（2024 年 2 月 26 日）全面按
双方约定履行合同，并提交必要的施工
方案计划及资金证明。该期既不履行又
不作答复者将视为贵公司无意履行合
同，于本通知限期满三日起，依据《民法
典》563 条之规定，解除与贵公司签署的

《投资建厂合同》，其后引发的法律后果
由贵公司承担。

辽宁康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2月20日

限期履行合同通知书

广告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眼下，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万安
镇万安村的油桃基地春意盎然，万朵
粉红桃花中穿行的金色蜜蜂成为设施
水果大棚里一道耀眼的风景。

万安镇是“油桃之乡”，华北最大
的油桃产销集散地、山西省水果出口
示范基地，大田和设施油桃种植面积
达7万亩，总产量1.54亿公斤。

2018 年，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设
施授粉岗位专家、山西农业大学园艺
学院研究员马卫华的到来，彻底改变
了万安镇周边蜜蜂授粉不精准、人工
授粉成本高的局面。

5年来，在桃农和小蜜蜂的辛勤耕
耘下，以万安镇为核心产区的油桃通
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进一步夯实了
出口基地的建设，并且蜜蜂授粉成为
油桃产业又一“新蓝海”。

油桃棚里别样“蜂”光

“万安仙油桃已经陆续出口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越南5个国家。”万安仙果业
合作社理事长崔振虎说，该合作社种
植油桃 1800 余亩，其中高标准的日光
温室大棚 80 座，年产油桃 600 万公斤，
产值1600万元。

作为马卫华的朋友，5 年的时间
里，崔振虎陆续向乡亲们介绍马卫华
的技术，成为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推广设施水果授粉技术的一个窗口。

“别看今年比往年冷，前两天还下
了大雪，可是今年咱村起的棚多，花一
点不耽误开，第一批蜂箱 18 号就进棚
授粉了，春桃上市又会早，又能卖个好
价钱。”在油桃大棚里，桃农李海奎一
边看着给桃花授粉的蜜蜂一边说。

李海奎是万安村的大棚油桃种植

户，家里种着 4 个大棚的油桃，年收入
可达 20 余万元。他是第一批积极使
用马卫华设施水果蜜蜂授粉技术的受
益者。

“以前老是用鸡毛掸子辅助授粉，
累人又不见成果，后来按马老师教的
技术，放了一箱蜂，没想到坐果率一下
就上来了，果品的外形和口感都更好，
价格也能卖上去了。”李海奎说。

“从2018年进村入户试验示范，技
术模式已经和当地的实际匹配，基本
上得到了桃农的认可，走上了一条可
持续的推广之路。”马卫华说。

由此，万安镇乃至新绛县的设施
油桃种植走向了绿色优质高产发展
之路。

科技入户“蜂”赢增收

随着设施水果产业的崛起，授粉
问题成为制约设施规模化和产业化的
因素之一。

“以油桃为例，设施大棚是一个
相对封闭、独立的小环境，解决了温
度湿度的同时，无风、缺少传粉昆虫
成为制约花期授粉的关键要素，会出
现结果率低、果实质量差等问题。”马
卫华说。

据介绍，利用蜜蜂授粉可以提高
设施油桃商品果率，省工、节约人工成
本、降低劳动强度，因而蜜蜂授粉技术
成为设施油桃优质高效生产的重要支
撑技术。

“通过在万安镇田间地头的试验，
我们团队确定了最优的蜂群配置和摆
放方式。新的技术标准改变了该镇原
有两箱两脾的蜂群，授粉只够用一次
的用蜂习惯，实现了一箱蜂4脾就可以
满足一个大棚的授粉需求，该镇的大
棚基本规模都在 1.2 亩左右。”马卫华
说，“总蜂量虽然看起来一样，但群势

大了，出勤早，工作时间长；另外通过
一些技术措施，减少蜜蜂撞棚和损耗，
蜂群使用时间增长，实现了‘温室+大
棚’轮换授粉，可以充分利用蜂群，降
低授粉成本 50%以上，相比于人工授
粉，一个大棚成本可降低600元。”

在马卫华的带领下，国家蜂产业
技术体系设施授粉岗位团队自2018年
以来，在试验示范和推广实践中总结
出了一套适合油桃的蜂群释放核心
技术。

“是个好办法，完美解决了设施油
桃授粉问题，提高了油桃坐果率、果实
商品率，降低了畸形果率，我们的油桃
变得好看又好吃。”崔振虎说。

2021 年，该技术成为山西省农业
农村厅的主推技术之一，马卫华和她
的团队与新绛县农业农村局、万安镇
政府进行了设施油桃授粉工作对接，
深入开展了设施油桃蜜蜂授粉技术示
范，并多次对桃农进行技术培训和现
场指导。

几年下来，马卫华的农民朋友越
来越多。最近，她发现一名叫武明明
的桃农今年没有申请要蜜蜂，就想去
他的大棚看看是什么情况。

“去年的蜂用完损失不多，我自己
琢磨着尝试一下，结果育出了两窝蜂，
今年 3 箱蜂足够我用了。”武明明也是
万安村村民，他一共种了 3 个大棚油
桃，每年的收入都很可观，面对马老师
的疑问，他笑着回应。

“我们做推广和科普的意义也正
在于此，教会农户自己动手解决技术
问题，成为当地实用人才，才能更好地
实现油桃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马
卫华高兴地对记者说。

创新业态“蜂”景正好

宋浩峰是临汾市襄汾县人，出身

于养蜂世家，在该县永固乡经营浩峰
蜂场。2010 年，他从售卖第一箱蜂开
始接触蜜蜂授粉行业。

8年后，马卫华的出现改变了他养
蜂的方向。从 2018 年起，宋浩峰抱着
试试的态度，开始配合国家蜂产业技
术体系设施授粉岗位科学家项目开展
蜜蜂授粉技术示范，这一试，就在万安
镇常驻下来。

“万安油桃大棚里的温度基本上
是在 23-26 摄氏度左右，对蜜蜂来说
是一个适合的生存环境。即便是完成
了一个花期的授粉之后，蜂箱里的蜜
蜂损耗并不太大，回收整群之后，还可
以再进行采蜜操作。”这些天，宋浩峰
正 在 万 安 镇 对 设 施 油 桃 进 行 蜜 蜂
授粉。

宋浩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采集
蜂产品和授粉可以并行。一般蜂农春
繁 50 群，开繁最多 100 群，采完枣花开
始繁授粉群，一个人可繁到 250 群，授
粉收入占50%，每年可额外增加四五万
元的授粉收入。

由此，大棚油桃蜜蜂授粉技术的
大面积推广，还催生了一个蜜蜂授粉
新业态。并且，随着万安当地设施油
桃规模不断发展升级，大棚油桃对授
粉的需求更加旺盛。

“以前自己还要出去联系客户，现
在每天要蜂的电话根本接不过来，这
几天忙得我啥也顾不上了。再加上现
在冷暖棚可以交替使用蜂群，我觉得
以后这个授粉的市场空间还很大。”宋
浩峰说，他要继续做大授粉产业，带动
周围的蜂农一起发展。

“推广应用蜜蜂授粉技术，不仅
果农经济效益非常显著，蜂农通过租
蜂或卖蜂进行授粉，也可以得到收
益，实现果农和蜂农都增收。”马卫
华说。

设施水果绿色生产有“蜜”方
——山西“油桃之乡”见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随着“十四冬”拉开帷幕，这个冬天，“冰雪”
“运动”成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热搜词，作为
主赛区的呼伦贝尔也“十四冬”氛围感“拉满”。

在呼伦贝尔古城旅游休闲街区，与“十四
冬”相关的主题冰雕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熠熠
生辉；海拉尔区楼体景观照明调整为“十四冬”
主题灯光秀；扎兰屯市一街一景、昼夜皆景，打
造出多个让市民、游客拍照留念的网红打卡
点……从大街小巷到公园广场，从商场社区到
运动场馆，一驻足、一抬头，“十四冬”元素随处
可见。各种文旅活动百花齐放，全民参与冰雪
运动热情高涨，群众性冰雪活动丰富多彩。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聚力打造“冰雪运动名
城”，不断完善冰雪运动基础设施，大力推广普
及冰雪运动，夯实冰雪人才培养培训基础。自
2020年起，呼伦贝尔市每年拿出1000万元专项
经费，用于推动校园冰雪运动发展，市区内所有
冰雪运动场馆场地向呼伦贝尔市户籍 16周岁
以下青少年免费开放。

截至目前，全市有各级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88 所，170 多所学校开设了冰雪体育课，10 余
万学生参与其中；中小学校浇筑冰场达到 213

块，313 所中小学校冰雪运动普
及率达到 100%。同时，充分利
用中心城区公园、广场、学校、河
面等空闲地带，打造多个大众冰

雪场地，并以“相约呼伦贝尔共享精彩冬运”为
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环城徒步赛、全民篮球挑
战赛、中俄青少年文化体育冰雪研学等系列全
民健身活动，营造“天天能体验、周周有比赛、
全民皆参与、持续近百天”的冬季运动氛围，为
全民健身增添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元素。

成绩的背后，是呼伦贝尔推动冬季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气势磅礴
的莽莽草原、银光闪烁的桦林雾凇、晶莹剔透
的冰湖……长达 7个月的冰雪期，赋予了呼伦
贝尔得天独厚的冰雪旅游资源。近年来，呼伦
贝尔充分挖掘冰雪资源优势，借助“十四冬”契
机，积极打造“冰雪+美食”“冰雪+酒店”“冰
雪+文化”“冰雪+研学”等业态产品，培育文旅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着力把冬季旅游培育成
旅游产业的新引擎，让“冷”资源释放“热”效
应，做活做火冬季冰雪旅游。

2023年冬季，呼伦贝尔市精心推出10条冬
季旅游精品线路和两条跨境旅游线路，并陆续举
办呼伦贝尔（海拉尔）冬季英雄会、冷极马拉松、
界河冰钓等161项文旅活动。各旗、市、区也将
广泛组织开展冰雪嘉年华、四季冰雪赛、社区冰
雪运动会等大众冰雪赛事和趣味冰雪活动，激发
全民冰雪运动热情，助力冰雪旅游长足发展。

借势“十四冬”呼伦贝尔冰雪旅游火起来

（上接第一版）
厦门古时是白鹭栖息之地，故称“鹭岛”。爱鹭

的厦门人不曾想，上世纪 80 年代末野生白鹭几乎绝
迹。虽为市鸟，却不得一见；唤作鹭岛，却难觅
一鹭。

“以前这儿可臭了，没人过来玩！”沿湖散步的庞
大爷道出了筼筜湖的不堪往事。筼筜湖曾是天然避
风港，与海相通。上世纪 70 年代初，为解决生计问
题，厦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围海造田行动，筼筜港
西侧建起一道堤坝，湖面水域从 10 平方公里缩小到
2.2平方公里，筼筜港从此成为筼筜湖。

紧接着，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筼筜湖南
北两岸快速发展，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长年累月直
排入湖。昔日厦门著名“老八景”之一的“筼筜渔火”
不再，只剩垃圾成堆、污水四溢、水体黑臭、鱼虾绝
迹，成为百姓苦不堪言的“筼筜之殇”。

事实上，从1984年起，厦门便拉开了筼筜湖治理
帷幕，但由于经费不足、治理难度大等因素推进缓
慢。筼筜湖污染问题，成了民众之盼，更成为摆在厦
门面前的一道课题：是否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发展
经济？

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一路调研，一路思
考，关于这一问题他抱有清晰的认知：

——“我来自北方，对厦门的一草一石都感到是
很珍贵的。”

——“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
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
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

1988年3月30日，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的习近平主持召开“综合治理筼筜湖”专题会议，
以充满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创造性地提出“依法治
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 20
字方针，筼筜湖综合治理硬仗就此打响。

经过 3 年攻坚，筼筜湖完成第一期综合治理，实
现“湖水基本不臭”的目标。如今筼筜湖秀丽旖旎，
白鹭翩跹，已经成为厦门一张亮丽名片和最美“城
市会客厅”，印证了当时治理理念的先进性与正
确性。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对于筼筜
湖综合治理资金短缺难题，专题会议明确“市财政今
明两年每年拨 1000 万元”。1000 万元什么概念？对
于刚刚成立的厦门经济特区来说，这相当于当时全
市基本建设支出的1/10，力度不可谓不大！

而对于“九龙治水”难题，会议则提出“市长亲自
抓治湖”，高位推动，综合治理。专题会议后，厦门市
成立了筼筜湖治理领导小组。

时间，是最忠实的书写者、最清醒的见证者。筼
筜湖综合治理是厦门开启“美颜”模式的第一场硬
仗，由此厦门完成了一次深层次、全方位、整体性的
生态治理理念的变革和重塑，厦门生态文明建设“顶
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结合也就此开启。更重要
的是，筼筜湖综合治理成为厦门生态文明建设的范
本，如同白鹭从筼筜湖划过湖面荡出涟漪，进而向全
市荡漾开来，由重点治理向全域保护铺开。透过筼
筜湖这扇窗口，一个城市的生态价值观念逐渐觉醒，
彰显了知行合一的魄力。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主持编制了《1985
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生态文明建
设绘制路线图，这也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
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规划首次将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纳入特区发展战略重要目
标，更设置“厦门市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专章，推动厦
门从永续发展的角度深度思考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
的关系。

一纲举万目张。“得天独厚”又“得海独厚”的厦
门，将“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优美、清洁、文明
的海港风景城市”作为目标，逐渐明确了“生态立市”
的宗旨，生态文明理念深深刻入厦门城市发展的
基因。

2017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出席金砖国家
工商论坛期间，盛赞厦门“抬头仰望是清新的蓝，环
顾四周是怡人的绿”“今天的厦门也是一座高颜值的
生态花园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保持战略定力是厦门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法宝。守护绿水青山注定是
一场持久战，污染防治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厦门在发展中始终坚持一以贯
之的生态文明理念不曾动摇

“厦门让居民在健康的环境中拥有体面的家。”
2004 年，联合国人居署在授予厦门“联合国人居奖”
时这样评价。

从满目疮痍，到获得全球人居领域最高规格的
奖项，厦门仅仅用了 16 年。而在此后的近 20 年间，
厦门从未停止生态文明建设的脚步。从筼筜湖综合
治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被动修复，再到“海域、
流域、全域”主动的生态保护修复，厦门树牢“生态立
市”之志，绘就了一幅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的

“厦门画卷”。
保持战略定力是厦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法宝。守护绿水青山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污染防治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厦门在发展中始终坚持一
以贯之的生态文明理念不曾动摇。

在习近平同志的战略擘画、指导推动下，每届市
委、市政府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担当，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
张蓝图绘到底。

厦门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生态文明建设领导
小组”等；在全国率先划定水系生态蓝线并纳入“多
规合一”协同平台管理，实现河湖水系“一张蓝图”；
率先全国建立“三线一单”即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制度建设是厦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
重。保护好生态环境，防止过度索取、肆意破坏，就
要有明确的边界、严格的制度，做到取用有节、行止
有度。厦门筑牢生态文明建设的硬框框、硬约束，推
动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为美丽厦门建设
保驾护航。

近年来，厦门先后制定或修订出台《厦门经济特
区生态文明建设条例》《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厦门
经济特区筼筜湖区保护办法》等多部生态领域法规
规章，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综合治理提
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制定实施比国家、福建省更
加严格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生态环境治理提

供制度保障。
谁污染，谁就得买单。以同安区作为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试点，厦门积极构建“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主动磋商、司法保障，信息共享、公众监督”的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工作体系。

改革创新是厦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不竭动
力。生态文明建设堵点多、痛感强，要想有所突破，
就要用足用好改革创新这关键一招。厦门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项项革故之举推行，一项项鼎
新之措展开，在披荆斩棘中先行先试，在攻坚克难中
敢闯敢试。

厦门实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六大行动”，推动
36 项改革任务、56 项改革成果落地实施，“多规合
一”、筼筜湖治理、“海上环卫”等多项改革经验在全
国复制推广；率先在全国实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三合
一”考核；实施污水全地域治理，构建农村污水治理
新格局；率先全国探索构建碳汇交易机制，搭建全
国首个农业碳汇交易平台和首个海洋碳汇交易平
台等。

一次次改革突破、一项项创新举措有力提升了
厦门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海漂垃圾治理队伍对 230 平方公里近岸海域日
常保洁全覆盖；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2022年为87.6%，集中
处理率100%，农村地区2021年以来完成全市1216个
自然村污水提升治理，覆盖182.36万人；

下潭尾红树林助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首次实
现“零碳排放”……

厦门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生态文明指
数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名列第一，一套管长远、利
全局、能操作、可复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正在
形成。

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改
变着厦门城市与乡村的“容貌”，更由内
而外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气质，涵养城市
发展的精神源泉

站在位于厦门湖里区五缘湾的高层建筑里远
眺，以“天地日月人”命名的寓意“天人合一”的5座大
桥横跨湾区，一艘艘帆船、游艇从码头相继出发。

厦门人看重“风水格局”，五缘湾片区如今是厦
门经济最活跃的片区之一，高端商务、海上运动、商
业中心在这里齐聚，然而本世纪初却是厦门人不愿
居住的“风头水尾”。

“淤泥一直伸到海中间，晒盐场变养鱼池，就是
一片黑色烂泥滩！”厦门市政协原副主席潘世建回
忆。由于过度养殖、倾倒生活垃圾、填筑海堤阻断
海水自然交换等原因，内湾水环境污染严重，外湾
海岸线长期被腐蚀，一度被认为是不适合居住的
地方。

潘世建坦言，当时不是没想过填平这片烂泥滩，
然后卖地、盖楼、卖房。“清淤泥沙、引水入岸要花很
多钱，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把海湾填成陆地，
纳潮量减少，台湾海峡的海水每天 2次涌入五缘湾，

城市的未来将面临危险。不仅是为了改善海洋生态
环境，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明天！”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对干净水质、绿色食品、清
新空气、优美环境等生态的需求更为迫切，推进生态
文明之路，已成为共同愿望和追求。在中国共产党
人的字典里，“为人民谋幸福”是矢志不渝的奋斗目
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
人民福祉，成为厦门生态治理道路上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我家就住在湿地公园边上，每天空闲时间都会
来公园走走。”湖里区金林社区的黄晓红曾是附近农
民，随着五缘湾片区生态修复与综合开发工作推进，
她作为原住民被安置到新房中，曾经买东西、看病只
有一趟 6路汽车能到市区，如今家门口就有超市，医
院也开了许多家，“幸福感简直爆棚了！”

生活在厦门的老百姓幸福看得见、摸得到——
每万人拥有城市建成区绿道长度 1.66 公里，处于全
国领先水平；全长 52.6 公里的环东浪漫线依托海岸
天然优势打造出黄金沙滩、彩虹跑道等，成为网红打
卡地；群众身心更加健康，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全国重
点城市前列。

高山之上，同安区军营村的茶园里，茶香氤
氲，风景怡人。军营村原村委会主任高泉国念念不
忘：“1986年和 1997年，习近平同志先后两次来到军
营村。”

然而，当年村里的场景显得特别扎眼。“当时家
家户户的家禽全部都是放养，环境卫生非常差，交通
靠走、通信靠吼、治安靠狗是真实情况。军营村与厦
门经济特区格格不入。”军营村村民、高山党校初心
使命馆馆长苏银坂介绍。

习近平殷殷嘱托：“种茶种果，也别忘了森林绿
化，要做到‘山上戴帽，山下开发’。”一个小山村如同
一扇窗，映射出习近平同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
思考。

30多年过去了，高泉国的老房子还保留着习近平
同志来访时的样子：青瓦片、水泥墙、木房梁，仿佛时
间静止了一样，而军营村山上山下，却经历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

军营村山上修复森林植被，山下种植茶叶，发展
生态旅游，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生态村”“文明村”，
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书写了生动的注释。

用高泉国的话说：“军营村很富，家家住别墅！
你看现在，多幸福啊！”

幸福，如今脱口而出的简单，却凝聚着一代又一
代人持之以恒的坚守。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建设不
仅改变着厦门城市与乡村的“容貌”，更由内而外塑
造着这座城市的气质，涵养城市发展的精神源泉。

生态文明思想逐渐融入了厦门人的
血液，内化为全民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社会治理格局在这里生出新的“骨
骼”，“厦门实践”从“要我治”向“我要治”
转变

今天，厦门已将城市建设完美融入自然山水格

局，“山、海、产、城、人”相融共生，从历史的山巅回
望，人们会更清晰地看到：厦门坚定不移建设生态文
明，坚定不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树立
起新的文明标杆 —— 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相互和谐、相互促进的精彩范例。

五缘湾片区土地价值比生态修复前增长8倍多；
杏林湾打造 AAAA 级旅游风景区园博苑，附近的软
件园三期构建了千亿产业链……厦门的生态画卷既
外显于绿水青山之上，又浸润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进程之中。

更重要的是，当厦门把土地留给人民，留给文
化，厦门人心无旁骛从改善人居环境入手，整治河
湖、治理湾区、修复沙滩、保护生物时，这片土地上
生产生活生态的变化，正成为提振人们精气神的
源泉。

厦门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紧紧围绕“人民”这
个核心，人民群众可以共享发展成果，自然拥有获
得感、幸福感。人民的幸福感增强了，“主人翁意
识”开始觉醒，生态自觉、文化自觉得到积淀，生态
文明思想逐渐融入了厦门人的血液，内化为全民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社会治理格局在这里生出新
的“骨骼”，“厦门实践”从“要我治”向“我要治”
转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没有旁观者，也没有局
外人。

高校院所踊跃提供科研力量——
“厦门各个湾区情况不一样，搞活水体存在技术

差别，关键在论证。”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所
长蔡锋说。为此，海洋三所、厦门大学等高校院所，
积极组织开展生态系统调查、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科
技攻关等，凝结成更加科学的治理手段。

城市居民主动参与城市建设——
海沧中学退休教师陈亚进竞聘了筼筜湖“市民

湖长”和白鹭洲公园“市民园长”，巡视环境隐患，宣
传生态文明理念，他说：“只要在厦门，天天都会来，
心里踏实一点。”

农村农民探寻共管共治良方——
翔安区大宅村是缺水地区，2017年起，村庄实施

农村污水提升治理，实现污水收集全覆盖。结合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项目，家家接入排水管网，户户
争相归置自家门口，家园扮靓了，返乡创业青年回来
了，村庄火龙果产业、旅游产业日渐红火。

36年来，从筼筜湖综合治理开始，厦门市秉持全
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保护理念，如今绿色生活
蔚然成风，生态自觉成为全民习惯，百姓正用自己手
中的生态画笔，描绘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刚刚过去的寒冬腊月，厦门市花三角梅姹紫嫣
红，将一条条街巷装点得赏心悦目。三角梅形状可
塑性强，具有坚韧不拔、顽强奋进的象征。都说市花
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品格，36年来，厦门市如同三角
梅一样，坚定不移、久久为功，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理念，构建保护治理大格局，从城市到农
村，从山顶到海洋，每一寸“肌肤”、每一根“血管”都
被绿色浸润，发生着深刻改变。

采访中，五缘湾中一座渔民起锚的雕塑吸引了
记者注意，雕塑矗立在海中，渔民面朝广阔大海，任
由海浪拍打而岿然不动。湖里区委常委、副区长王
达告诉记者，雕塑命名《启航》，彰显着厦门人勇立潮
头敢打敢拼的精神，也昭示着：“厦门把最好的海洋
等资源留给了生态，留给文化和百姓。”

生 态 文 明 的 厦 门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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