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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洪瑛

7月的南昌像个大火炉，冒着 39摄氏
度高温，记者驱车来到位于江西省南昌市
东部的进贤县钟陵乡，从三里乡下了德昌
高速，沿着弯弯曲曲的省道，大约开了 30
分钟，眼前豁然开朗：道路两旁的民居整
齐排列，青砖白墙，一袭江南水乡特色。

进贤县县委书记钟益民告诉记者，钟陵
乡将以富硒产业园为依托，以三岸村委会中
心村建设为突破，大力推进富硒特色小镇建
设。该项目建成后，将主动对接、服务富硒
产业园，着力打造成产业园客流、物流，生
活、商业，旅游、休闲的集聚地，为一二三产
融合、农文旅结合提供积极的尝试与探索。

钟陵乡在富硒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
聚焦当前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
题与矛盾，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与尝试，也
形成了一些成功的做法，为有效解决相关
问题提供了不同思路。

特色产业与特色小镇相得益彰

进贤县县长叶修堂告诉记者，2019年
进贤县制定出台了富硒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和扶持政策等文件，着力夯实农业基础，
补齐农村短板，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在钟陵富硒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地，钟
陵乡乡长付秀金一边指着规划图，一边给
记者介绍：“钟陵乡背靠军山湖，紧邻富硒
产业园，进里线穿境而过，离昌景黄高铁
军山湖站也仅 25分钟路程，环境优美、交

通便利。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富硒特色小
镇的第一步建设，即在三岸文家村的村基
老宅，按照‘规划、建筑、景观、环境、功能’
五位一体的目标，进行三岸文家中心村改
造提升。”

钟陵乡综治办副主任梁珍珍看起来还
像个大学生，但她在这里已经工作很多年
了。她说，文家村现有的24户农户将全部
进行拆迁，待初步建成后，三岸村其他10个
自然村426户、1849人也将全部拆迁合并至
文家中心村。同时，按照远景规划，富硒特
色小镇项目（文家中心村）规划区域总面积
近2000亩，建设区域总面积300亩，不仅可
以容纳三岸村委会现有 11个自然村的村
民，还预留了充足的远期拓展区域，将吸引
全乡范围内的村民来这里安家兴业。

乡镇经济和乡镇建设相机而行

钟陵乡党委书记胡鹏跃说：“富硒特
色小镇紧靠富硒产业园，是产业园客流、
物流，生活、商业，旅游、休闲的集聚地。
在项目规划建设当中，已为三岸村委会预
留了部分集体发展用地，今后可根据需要
发展民宿、餐饮、康养等产业，再加上外地
村民迁入缴纳的耕地资源占用费等各项
收入，三岸村委会每年收入将至少达到50
万元，为消灭空壳村、解决集体经济缺少
收入来源等难题提供了有效思路。”

钟陵乡党委副书记洪略是个“90后”博
士，谈到农村改革，他颇有思考：“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大规模的撤点并村，三

岸村委会11个自然村将全都集中安置于文
家中心村，原宅基地或用于复垦，或用于民
宿、康养等项目的开发与建设。现有宅基
地退出后，不管是用于复垦进行土地增减
挂钩，还是用于发展民宿、康养等项目，都
将为当地村集体和地方财政带来可观的收
益。另外，特色小镇还预留了充足的远期
拓展区域，外村村民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
件，都可以来这里安家兴业：一是一户一
宅，在富硒小镇安家后，原宅基地自然收
回；二是交纳一定的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
用；三是向三岸村委会交纳一定的耕地资
源占用费。这又将节约大量的土地资源。”

在撤点并村的基础上，钟陵乡党委、政
府逐步引导村民将现有土地进行流转，解决
现有土地小而散的问题，让土地活起来，吸
引大型农业产业化企业前来投资兴业。大
力发展设施农业、高效农业和品牌农业，从
而有效推动全乡农业生产由小散弱向规模
化、集约化、现代化转变，形成“一二三产融
合、农文旅结合”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格局。

人居环境与乡风文明相映成趣

富硒特色小镇项目改变了过去不顾
实际、撒胡椒粉式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实
施自然村撤并整合。同时，在建设过程中
始终坚持“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
理、精美呈现”原则，以打造景区的标准
来打造小镇，以管理景区的标准来管理小
镇，坚决杜绝脏乱差，严厉整治乱搭乱
建、乱堆乱放等现象，并率先探索垃圾分

类，做到既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还要
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努力打造出与绿水
青山交相辉映的优美动人环境。

按照农业生产进园区、生活休闲进社
区、购物消费进街区的建设理念，并结合市
委对社区“1＋5+X”规划布局的要求，特色
小镇不但规划了商业街、酒店、餐饮等商业
设施，还建设了邻里中心、休闲广场、游客
集散中心等公共设施，同时配备了学校、医
院、居家养老中心等相关衍生业态，既形成
了精品社区生活圈，又能够满足当地居民
和外来游客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有效提升
小镇公共服务水平。

脱贫攻坚与农民增收相辅相成

“目前，钟陵乡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方
面仅限于光伏扶贫、农业生产领域。富
硒特色小镇建成后，将紧紧依托富硒产
业园的优势，大力发展商贸业、服务业和
旅游业等新型业态。一方面，可以为产
业扶贫提供原动力；另一方面，将带来大
量的就业岗位，从而有效吸纳贫困户、夹
心层人员参与其中，解决就业扶贫的难
题。”付秀金说，农民主要依靠农业种植
业产生收入，收入渠道单一。通过富硒特
色小镇，紧紧依托钟陵富硒产业园，凝聚
人气，发展休闲旅游农业、体验式农垦文
化创意产业，建设区域品牌农产品展销
中心，引导农民就地兼业经营，切实通过
产业融合，拓宽本地农民增收渠道，实现
生活富裕。

特色小镇建设的钟陵探索

□□新华社记者 高皓亮 徐海涛 陈弘毅

紧扣群众关切、基层一线期盼，以实
打实的决心和态度，推动主题教育走实
走深。记者近期在江西、福建、安徽走访
了解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三地着眼于解决群众关心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群众需求就是整改要求，问题出
在哪里，群众最有发言权，三地主题教
育中关注百姓身边事，力求做到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

在主题教育中，为积极应对儿童和
孕妇就诊高峰，江西省卫健委指导江西
省儿童医院实行“弹性排班”制，保证门
诊从早上 7点半至晚上 11点持续开放；
指导省妇幼保健院实行错时延时服务；
设立重症医学科，无缝对接基层转诊高
危孕产妇救治……

在主题教育中，安徽省委常委会坚
持上级点与群众提、请上来与走下去、小
型座谈与个别访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 1300多条，原
汁原味梳理、归纳、反馈，逐条分析研究，
在源头上找问题抓落实。

整改聚焦百姓身边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经过分
门别类梳理，全省细
化列出专项整治具体

问题 1614个，结合福建实际查找出各类
难题积案 1086 件，为整改提供了‘精准
靶向’。”福建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有
关负责人说。

三地在主题教育过程中，坚持从人
民群众最期待的问题改起，坚持到基层
一线查找问题。

针对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
结构不优、能力不强等问题，江西省扎实
推进县域综合医改试点，全省县级公立
医院服务能力稳步提升，群众就近看病
就医的医疗服务圈逐步形成。

“ 以 案 示 警 ，以 案 为 戒 ，以 案 促
改”。安徽省通过开展警示教育，增强
主题教育的针对性，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真正把思想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对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切实改彻底、改
到位。

把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作为检验主题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
依据。福建省坚持边检测、边改进、边
提升，对检测中的 153 例典型做法，予
以总结推广，责令 20 多个单位改进整
改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贴近群众、靠近一线、检验实效
——江西、福建、安徽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抓落实显成效

为了美丽的绿水青山

（上接第一版）
回望 70 年，辽宁走过极不平凡的历

程。面对体制机制转型阵痛，辽宁不等不
靠、不畏艰难、负重前行，深入实施辽宁老工
业基地振兴战略，推动辽宁经济社会各个领
域迈上新台阶。

2019 年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5486.2亿元，同比增长 6.1%，这是 17个季度
以来辽宁经济首次重返 6%以上增速，标志
着辽宁振兴发展进入新阶段。

农业产业，振兴力量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健说：“辽宁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短缺实现自给，农民人
均收入大幅度增加，是新中国成立 70年来
辽宁农业发生的最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辽宁成为我国最重要的
重工业基地之一，由于非农业人口多，农业
生产一直徘徊不前，粮食及主要副食品长期
靠外省调入或进口。

1978年以后，辽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
现新跨越，粮食产能迈上 400 亿斤台阶。
2018年农业再获丰收，粮食产量达到 438.4
亿斤。“工业大省”昂首跨入“农业大省”行
列，不仅为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了
坚实基础，也为全国作出重要贡献。

中央提出东北振兴的规划中要建设五
大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是其中之一。在
全面振兴的进程中，辽宁农业产业化得到快
速发展。2018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达1521家，实现总产值2483.7亿元。

从 2016 年开始，辽宁把推进农产品加

工项目建设作为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
重要任务来抓，每年都要建立一批超 1000
万元农产品加工项目库。2018年，在全国民
营经济500强助推辽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
新希望六和、广州温氏、正邦集团等7家500
强企业项目落户辽宁，总投资额 53.9亿元；
调兵山国投 12亿元年产 30万吨乙醇、涪陵
集团投资 13亿元年产 5万吨泡菜等项目相
继开工建设，进展顺利。全年农产品加工项
目达到268个。

今年上半年，在 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辽宁省日”举办的农产品加工集
聚区招商引资推介会上，辽宁省共签约投资
1000万元以上农业项目 66个，累计签约额
291.59亿元。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不断推
进，1-6月份全省实施投资超1000万元以上
项目242个，项目总投资395亿元。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烟囱林立曾经是现代工业发达的象征，
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辽宁历史
欠账多。近年来，辽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深入实施蓝天、碧水、青山、净土和农村环
保五大工程，美丽辽宁建设取得新成效。

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紧紧扭住拆
除燃煤小锅炉、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辆、秸秆
禁烧等重点任务不放松，辽宁实行“三管齐
下”，强力推进雾霾治理。去年，全省大气优
良天数达到296天。“河长制”全面建立，辽河

流域综合治理全面实施、渤海综合治理扎实
推进，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成效显著，完成农村改厕15.6万座。

据辽宁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 2000 年国家实行占补平衡制度以来，到
2018年连续18年实现了占补平衡。大力推
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建成高标准农田1352
万亩，直接受益人口 414.12万人，保障了粮
食安全，建设了美丽乡村，促进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去年，辽宁组建省自然资源厅，
实现了从分散的多头管理，到统一行使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
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的历史性转变，逐步构建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海”综合治理的管理体系。

“垃圾分类”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新宾县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出“五指分类法”，
具有形象、好记、易操作的特点：“能烂的沤
肥，能烧的当柴火烧，可卖的卖钱，建筑垃圾
垫道，不能处理的交村里统一处理。”辽宁在
全省推广新宾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处
理做法，促进全省农村生产垃圾有效治理。

五大区域，三年攻坚

区域协调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
振兴提出的具体要求。近年来，辽宁省以

“五大区域发展战略”为抓手，推动构建区域
发展新格局。沈阳经济区、沿海经济带、辽
西北、县域经济、沈抚新区等五大区域深入

贯彻落实各领域三年攻坚计划，牢牢把握各
自的目标定位，共同推动辽宁在高质量发展
的路上稳步前进。

沈阳经济区以沈阳为核心，充分发挥其辐
射带动作用，一体化发展呈现出新局面。东北
创新中心、东北区域金融中心、东北人才中心、
东北亚物流中心“四个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新
型工业化示范区建设扎实开展，在多项重点
领域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辽宁沿海经济带是辽宁省对外开放的
前沿，今年一季度，沿海六市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6.8%，增速高于全省0.7个百分点，
占全省比重50.7%。

辽西北作为辽宁省相对欠发达地区，近
年来在突破辽西北三年攻坚计划的指引下，
各项工作正在逐步提速。辽宁安排专项资
金对辽西北三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人才
引进等给予支持，建立了辽西北地区重点工
业项目库。

辽宁把县域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的主战场，纳入“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集中攻坚。选派 1.2万名干部到乡村工作，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大力发展“飞地
经济”，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产
业转移，引进一批新项目落地建设，为部分
不具备发展工业园区条件的县提供了平台。

沈抚新区是辽宁集全省之力打造的高
质量发展新高地，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
方案获国务院批复。经过两年的发展建设，
新区顶层设计不断优化、管理体制逐步健
全，2018年以来，共签约项目202个，协议投
资总额1212亿元。

辽宁：实干自强促振兴

众旺兴农合作社农业采摘扶贫产业园坐落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朝伦
敖包嘎查，产业园总面积130亩，总投资45.5万元，是集蔬菜基地建设、旅游观光、农产
品销售、扶贫增收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新型扶贫产业园。图为合作社社员正在探讨
暴雨过后农作物减灾技术措施。 本报记者 戴军 摄

（上接第一版）
“这两年多来，《岳阳楼记》中的壮阔美景正在重

现！”陈建湘感慨说，江水越来越清，有时还能看到江
豚可爱的身影。

【回响】

长江好不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始终牵念的
一件大事儿。2016年1月、2018年4月两次召开的座
谈会，议题都绕不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一泓清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态之源。
如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经成为长江

经济带沿线省市的共识。

林：从护绿到增绿，“中国绿”赢得世
界赞誉

8月，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中南部的马鞍
山林场铺满绿色，油松挺拔，白桦亭亭，一派生机盎
然。在林间空地上，林场工人们正忙得火热，提着割
灌机清除杂草，并监测病虫害防治效果。

今年 7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顶着烈日，沿着崎
岖的护林小道，来到这里。他走进林区，察看林木长
势，同正在劳作的护林员们交流，了解他们的工作、
生活、家庭情况。

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林场与大家交流的场景，
喀喇沁旗林草局局长赵连奎记忆犹新：“我们告诉总书
记，现在生态好了，在上山巡护的时候，时常碰到狍子、
野兔、山鸡、野猪等野生动物，来旅游的人也多了，山野
菜不愁卖了，山货也特别多，老百姓切切实实得到了好
处，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马鞍山林场只是赤峰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小
小缩影。地处蒙冀辽三省区交界处的赤峰市，森林
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82万亩增加到4540万亩，
森林覆盖率由 5.2%提高到 35.7%，实现了由“沙进人
退”向“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成为祖国北疆一颗
璀璨的绿色明珠。

【回响】

绿色，是生命的底色。

2017年，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
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习近平总书记称其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

三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
几十年来，中华大地的绿色版图不断扩大，成为全世
界的绿色奇迹。

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全球从
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
自中国，贡献比例居首。在全球森林资源持续减少
的背景下，中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田：从求量到求质，大国农业向绿色
生态转型

初秋的黑龙江建三江，风吹稻菽千重浪。七星
农场一望无际的稻田里，用水稻“种”出的“中国粮
食 中国饭碗”8个大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农场工人代表，张景会清晰地记得，去年首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七星
农场考察的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绿色农业发展，坚
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确保黑土地不减少、不退
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令张景会牢记在心。

张景会是七星农场的种粮大户，种植的水稻有
352亩。今年，他家采取了秸秆还田、测土配方、侧深
施肥等技术，每亩地减少氮肥用量2.3公斤。他家的
这块稻田还被确定为七星现代农业示范区高标准示
范点之一！

“以前种圆粒水稻，收完之后就卖给国家粮库。
现在不同了，我们瞄着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绿色有机
农业。”张景会说，去年他种的 200亩绿色水稻，加工
成大米后，销往山东，每斤卖到了8元多。

在发展绿色农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七
星农场还重点推广应用水稻侧深施肥插秧机、秸秆
还田机等机械设备，并通过测土配方减少肥料投入。

张景会说，侧深施肥提高了肥料利用效率，还避
免了过去常规施肥造成的肥料蒸发，减轻了对水源、
土地等的污染，达到控肥增效、绿色种植的效果。

【回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绿色转型，关系食品
安全，关系长远发展。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就针
对“三农”工作提出，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今年全国两会上，在河南代表团参加审议时，
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
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

农业的绿色转型扎实推进，我国已提前三年实
现化肥农药零增长。到2020年，全国主要农作物化
肥农药使用量要实现负增长。

湖：从围湖到爱湖，湖泊保护进入新时代

“苍洱毓秀”——李德昌把苍山洱海间的万种风
情写在了自家小院的外墙上。

他的小院坐落在洱海之滨，位于云南大理白
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2015年初，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这个小院，和乡亲们在院子里拉起了家
常。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说：“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洱海边说，‘立此存照，过几年再
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我们一定不能辜负总书记的期
望。”李德昌心里一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从那以后，
他每天都会到洱海边走一走，观察洱海水质的变化。

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上世纪 80年代
起，流域内人口不断增长、旅游业飞速发展，洱海流
域污染负荷快速增加。洱海经历了从贫营养湖泊向
中营养湖泊再到富营养湖泊的演变，出现了蓝藻大
面积聚集和暴发。

“只要有时间，我就过来帮忙，打扫滩地上的生
活垃圾，打捞近岸的死亡水生植物和水藻。”李德昌

说，只要洱海水质好了，自己辛苦一点也值得。
为留住“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

自然美景，大理州开启洱海保护治理抢救模式。截
至2018年底，洱海流域城乡生活污水实现全收集、全
处理；完成环湖1806户生态搬迁，并同步建设5800多
亩环湖生态湿地和缓冲带；在洱海流域范围内禁种
大蒜10万亩，大幅减少化肥使用。

如今，李德昌的心情越来越好——洱海水质好
多了，站在岸边都能看到湖底，被视为“水质风向标”
的海菜花也多起来。2018年洱海全湖水质 7个月保
持Ⅱ类水，为2015年以来水质最好的年份。

【回响】

人类自古逐水而居。湖泊，一直在人们生产生
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围垦湖泊、侵占水域、超标
排污、违法养殖、非法采砂，造成湖泊面积萎缩、水域
空间减少、水质恶化、生物栖息地破坏等问题突出，
湖泊功能严重退化。

2018年，在东北三省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乘船
察看查干湖南湖生态保护情况，又沿栈道步行察看
水体状况和动植物生存环境。

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指出，要抓好内蒙古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的生
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近年内蒙古全力抓好一湖两海的生态环境治
理，目前水质指标总体向好，野生动植物种类稳步增
加，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成为候鸟天堂。

草：从牧民到市民，打出生态民生“双赢牌”

从牧民变成了市民，65岁的更尕南杰对草原的
感情依旧刻在骨子里。

15年前，牧民更尕南杰住在海拔近 5000米的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措

里玛村。为响应国家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的号召，
128户407名牧民群众从400多公里之外搬迁至格尔
木市南郊。

新村取名长江源村，寓意“来自长江源头和饮
水思源、不忘党的恩情”。2016年 8月 22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这个海拔近3000米的移民村庄。

想起当时情景，更尕南杰难掩激动之情：“我和
村里的藏族村民穿上了过节才会穿的藏服，捧着哈
达，期待着总书记出现在村委会门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三江源是党中央确定
的大政策，生态移民是落实这项政策的重要措施，一
定要组织实施好。

“现在全村多户都任命有草原管护员，定期去山
上的草场巡视。过去一年来，村里还重点实施了电
网改造、天然气入户等基础设施项目，乡亲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更尕南杰说。

在寄托了当地 10万生态移民“乡愁”的背后，三
江源生态环境正在向好发展。与 2004年相比，三大
江河源头年均向下游多输出 58亿立方米的优质水，
草原产草量提高 30%，藏野驴、雪豹等濒危动物种群
数量恢复性增长。

【回响】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
在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时说，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从山水林田湖，到山水林田湖草，虽然只增加了
一个“草”字，却把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纳入生
命共同体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的大生态观。

如今，在党中央的重视推动下，我国草原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成效显著，草原涵养水源、保持土壤、
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得到恢复和增强，局部地区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势头得到
初步遏制。茵茵草原正成为广大牧民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重要依托。
（记者：高敬 王博 周楠 王靖 王建 丁怡全 李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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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强调，要把事关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事项摆在突
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依法做好水源
地保护、水质监测和信息公开等工作，确
保饮用水安全。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
资金投入，不断提升水污染防治的科学
化、信息化水平。加大法律学习宣传的
力度，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监督权，让守护清水绿岸成为全社会的
自觉行动。

王勇表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
水污染防治法，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
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压实各方责任，综合
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着力解决水环境突出问题，凝心聚力打好
碧水保卫战，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更好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
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
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
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
振武参加审议和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