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文明指数”转化为
“幸福指数”

追梦春光里，奋进迎捷报。2022

年，湖北省直辖的县级市仙桃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1013.14亿元，成为全省首个

“千亿县”，为湖北县域经济发展拼出了

里程碑式的突破。

仙桃内外兼修，坚持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为统揽，实施高效能治理，着力增

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把“文

明指数”转化为“幸福指数”。文明创建，

早已悄然成为全民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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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奇 张增峰

□ 本报记者 范纪安

春风浩荡，春潮涌动。春日的

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申甘林带，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近日，中央驻

豫媒体和河南省、商丘市媒体记者

40 余人组成的采访团，携手民权

100多名志愿者，来到素有“河南塞

罕坝”之称的民权县申甘林带共同

开展植树和采风活动。

1855年，黄河最后一次改道，在

民权大地上留下了52.4公里的黄河

故道。历经三代人艰苦奋斗、改造沙

荒，如今，民权黄河故道上林海莽莽、

郁郁葱葱，一派幽林好风光。

挥锹培土，植绿成行。在位于申

甘林带的“媒体林”植树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挥锹铲土、扶苗

培土、浇水定植……参加活动的媒体

记者和志愿者们栽得认真，干得卖

力。不多时，一棵棵新栽的春苗稳稳

挺立，迎风吐翠，在明媚的春光下焕

发出勃勃生机。

“在春暖花开之际，来到‘媒体

林’植树，能为黄河沿岸的生态文明

建设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十

分开心，真的很有意义！”“植树不仅

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习惯，更是一

种情怀，在这里亲手种下一棵棵新

苗，见证从昔日黄沙漫布的黄河故道

到如今的绿色屏障，心里感到满足和

快乐。”活动现场，参与者一边挖坑、

铲土，一边畅谈感受。

据了解，2019年3月，位于申甘

林带腹地的“媒体林”作为河南宣传

思想战线生态文明思想教育实践基

地正式奠基。迎着春风，园区内绿

树叠翠、繁花盛开，一幅春意盎然的

景象。

“申甘林带的植绿造绿护绿离不

开社会各界的努力，我们将不断发扬

‘河南塞罕坝’精神，加强宣传教育和

组织发动，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色，

全面推进全民绿化行动，做生态文明

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为黄河故道添

绿色、增活力！”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民权县委书记张团结说。

□ 石培璋 鲁利韦

□ 本报记者 罗 勉

今年以来，广东省掀起绿美广

东生态建设新高潮，全省各地围绕

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共启动了570多

个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项目。目前全

省已实现地级以上市森林城市建设

全覆盖。

同步开展主题宣传

3月 21日，“21市同心聚力，共

建绿美广东”主题宣传活动由广东省

林业局联合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住建

厅、农业农村厅、工商联、妇联等部门

共同发起，联动全省21个地级以上

市同时开展，通过系列活动普及绿色

发展科学知识，增强绿美广东生态建

设的动力与活力。

在河源市主会场活动上，绿美

河源生态建设重点项目和2023广

东河源“穿越万绿湖”大型徒步活动

启动，并联合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

发起“企业助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联盟”，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绿

美广东生态建设，共同推动大地植

绿、心中播绿、全民享绿成为广东新

时代新风尚。

3月21日，全省21地市联动多

个部门，结合当地特色举办了近150

场义务植树、主题宣讲、自然教育、森

林徒步、诗歌朗诵、摄影大赛等丰富

多彩的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主题宣传

活动。这些活动主题统一，区域范围

广泛，形式多样，从大山到海洋、森林

到湿地，从城市到乡村、社区到学校，

市县有活动，场场有特色，让广大市

民在领悟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重要

性与必要性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妙意境。

掀起绿美广东生态建设高潮

在活动主会场所在地河源，当

地正依托春沐源小镇、白鹭岛公园

等河源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亮点场域

推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近年来，

河源完成造林与生态修复总任务

146.06 万亩，新造林抚育 92.91 万

亩；全市义务植树尽责率97.31%，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86.01%，

绿化覆盖率达42.64%，扎实推进国

家森林城市创建。”河源市林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全域建成国家森林城市，是绿

美广东生态建设2027年的目标任

务之一。2022年，随着茂名、阳江、

韶关 3 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成

功，广东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地

市达到14个。目前，全省21个地级

市全部加入建设森林城市行列，珠

三角森林城市群建设全方位推进，

27个县级城市加入了国家森林县城

创建行列，其中，韶关、茂名、梅州、

阳江、潮州、汕尾6市提出全域创建

国家森林县城。

河源市林业局副局长张谦说，截

至2022年底，河源现有油茶种植面

积约75万亩，油茶籽产量8.5万吨，

增长率1.74%；油茶产业产值26.8亿

元，增长率1.61%。近年来，河源还

积极探索“生态+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森林康养新业

态，全力培育出一批“村美、业兴、家

富、人和”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良

好的生态正成为当地实现“两山”转

化，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致力打造世界级森林城市群

2023 年是深入推进绿美广东

生态建设开局之年，广东各地在推

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基础上，精

心谋划部署今年林业重点工程建

设，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新思

路、新举措，着力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不断增强老百姓对美

好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广州市

提出全力推进实施绿化美化和生

态建设“八大工程”，全年完成森林

提质增绿23.5万亩；梅州市明确实

施“八大行动”，不断提高阔叶混

交林比重，实现红色苏区绿色发

展；湛江市深入实施绿美湛江生

态建设“七大行动”，打造“红树林

之城”……

全省各地充分利用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平台，统筹城镇、乡村绿化美

化，推进城乡一体绿美行动，从乡村

自然生态风貌保护、森林绿地建设、

森林质量效益等 6 个方面推进森

林城镇、森林乡村建设。截至目前，

已建成广东省森林小镇175个，国

家森林乡村440个，省级森林乡村

622个。

据广东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广东将全力推进森林城

市品质提升，推进重要生态空间保

护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加

人民群众生态福利，推动森林城市

建设进单位、进园区、进社区，致力

打造“高质量的生态屏障、高连通的

生态廊道、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高品质的自然公园覆盖”的世界

级森林城市群，让人民群众开窗见

绿、出门入园，切实把森林城市共建

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宜居宜业的生

态福祉。

植 此 青 绿 不 负 春 光
编者按 又到植树好时节，植树添绿正当时。各地科

学有序推进植树造林，植树增绿保护森林，持续推进生态

改善，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本期我们刊发一组稿件，既有广东省创建、打造世界级

森林城市群的实践，又有甘肃省酒泉市下辖的县级市玉门厚

植生态底色、赋能绿色发展的经验，还有河南省商丘市民权

县在有“河南塞罕坝”之称的申甘林带植树添绿、优化环境的

剪影。

本组为城市山川添绿的范例立足当地实际，各有特色，

期待给读者提供有益借鉴和启发。

掀起一场绿色行动——

广东：打造世界级森林城市群

□ 谢 欢

□ 本报记者 王 斌

冬去春来，和风拂煦，浅浅绿意

铺陈玉门大地。

如今，“高质量”成为国土绿化的

关键词，甘肃省酒泉市下辖的县级市

玉门在扩量提质绿化、城乡绿化、部

门聚力绿化工作中，走出了一条科

学、精准的国土绿化之路，厚植起“美

丽玉门”的生态底色。

从扩绿到提质
绘就绿色新画卷

国土绿化，利在千秋。近年来，

玉门持续科学开展国土绿化，描绘绿

水青山新画卷。

春日里，西北最大的新疆杨苗木

繁育基地——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

的苗木基地呈现出繁忙的景象。苗

农们一边忙着种植、移栽苗木，一边

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按照惯例，远

销青海、西藏、内蒙古、新疆等省区的

苗木已陆续起苗，本土绿化用苗则会

在四五月迎来高峰。

像柳河镇这样的苗木基地，在玉门

还有几处，为全市扩绿提供了基础保障。

玉门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圆满完

成了各年度各项计划任务。2022

年，完成生态造林4227亩，占计划任

务3400亩的124.3%。

“玉门积极推进国家森林乡村创

建工作，带来了很多变化。尤其是绿

化理念的转变，全市54个机关单位、

21个驻玉单位，1500多名工作人员

全部加入到植树造林的工作当中，社

会各界植绿爱绿护绿的意识越来越

强。”玉门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和矿产

资源服务站站长许建贤说。

从绿化到美化
推窗见绿惠民生

玉门属于中温带干旱气候，降水

少，蒸发量大，日照长，风沙多，植被

稀少，是典型的大漠性荒漠气候。

“十几年前，一到春天就刮黄风，

隔几天刮一场。大风夹杂着尘土、沙

子，给我们的农作物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这几年，风明显地小了很多，一

个春天见不上几回了。”家住玉门镇

代家滩村的姚龙说。

见缝插绿，成为玉门城乡国土

绿化的一道风景。

在生机勃发的乡村，各地也把

乡村绿化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

作，利用废弃闲置土地、边角地、四

旁隙地等开展乡村绿化。见缝插

绿，出门赏景，让乡村更加宜居。

赤金镇铁人村是“铁人”王进喜

的出生地，来到这里，美丽乡村图景

令人眼前一亮。青山悠悠，碧水潺

潺，宽阔整洁的街道，花团锦簇的庭

院，红瓦白墙的民居比比皆是。近年

来，依托近旁的赤金峡景区、铁人故

居，该村获得全国美丽乡村治理示范

村的殊荣，成功创评国家级3A级旅

游景区，2020年荣获甘肃省美丽庭

院示范村、甘肃省卫生村、玉门市文

化旅游产业先进单位等称号。铁人

村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成为

远近闻名的旅游村，走出一条向阳的

小康之路。

科学实施国土绿化不仅保护了

环境，而且实实在在惠及民生，不少

百姓端起“生态碗”，吃上“绿色饭”，

让生态产出更多效益成为现实。

从独唱到合唱
扮靓家园换新颜

玉门通过水资源合理利用、“三

北”防护林、沙化土地封禁、公益林管

护等重点生态保护项目，构建“大网

格、宽林带、多树种、高标准”防沙治

沙体系，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目

前，玉门森林面积达132万亩，森林

覆盖率 7.24%，湿地面积 3.55 万公

顷，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管理能力

和水平明显提升。

义务植树在玉门深入人心。每

到春季，形式多样的义务植树掀起兴

绿护绿的热潮，在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各界参与的国土绿化行动中，

“青年林”“巾帼林”等随处可见。

2022年，全民义务植树达61.5万株，

占计划任务50万株的123%。

建好林，更要护好林。

每天吃完早饭，护林员赵玉青便

开始了一天一次的护林任务。十多

年的护林工作，让他对自己管片的林

地非常熟悉。

“我们对2900多亩林地进行巡

护，此外，采取综合绿色防控措施，科

学有效防控病虫害，加大防火力度，

确保林木正常生长。”赵玉青说。

玉门结合国家级公益林、封禁

保护区和草原管护要求，在全市各

乡镇、8个基层公益林管护站和3个

自然保护区招聘护林员87名，在12

个乡镇59个行政村聘用村级草管

员118名，统筹协调乡村集体与国

有林草湿管护责任区，开展定期巡

林护林工作，建成林长制信息化平

台并实现上线运行，为林长制改革

提供“智慧”支撑，搭建起守护绿色

的“铜墙铁壁”。

筑牢一道绿色屏障——

玉门：用绿色生态助力高质量发展

描摹一幅绿色剪影——

民权：共植媒体林，故道添新绿

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总量创新高

跨越13万亿元大关

本报讯 近日，粤港澳统计部门相

继公布2022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

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13万

亿元人民币，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朝着建

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既定

目标加速前进。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

发以来，交出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广

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大湾区

内地9市地区生产总值104681亿元人

民币；香港特区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

据显示，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270

亿港元，按2022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

24280亿元人民币；澳门特区政府公布

的数据显示，澳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73 亿澳门元，约为 1470 亿元人民

币。由此，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13

万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在粤港澳三地和有关部门

有力推动下，大湾区建设热潮澎湃，为港

澳发展拓展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不断丰

富“一国两制”实践新内涵，彰显“一国两

制”生机活力。

大湾区正展现大前景、大空间。

2022年底，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举行粤

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现场达成合

作项目853个、投资总额达2.5万亿元人

民币。广东省政府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2023年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预期目标为经济增长5%以上，其中大

湾区内地9市的目标增速多高于此；香

港特区政府此前预计香港2023年经济

增长介于3.5%至5.5%，一些机构预计澳

门经济也将实现反弹。

据了解，在世界版图上，粤港澳大湾

区与美国旧金山湾、纽约湾、日本东京湾

并称为世界四大湾区。

四川和青海建立
异地消费维权机制

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本报讯 为主动搭建异地化解消费

纠纷的桥梁和渠道，四川省和青海省已

经建立了川青异地消费维权机制，共同

构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进一步释放

消费潜力。

据了解，近日，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

益委员会与青海省消费者协会根据《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发布了《关于建

立川青异地消费维权机制的通知》。

川青异地消费维权机制将主动结合

两地消费特点和维权难点，及时处理好

消费纠纷。在及时移转异地消费投诉方

面，两地消费者在四川、青海区域内购买

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在其居住地投诉。

据悉，下一步，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

益委员会将和青海省消费者协会加大合

作力度，细化异地消费维权督导措施，及

时关注异地消费维权机制落实情况，共

同打造更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和更便利

畅通的维权渠道。

（本组消息由本报记者张海莺编辑整理）

贵州贵州：：义务植树义务植树
为大地为大地添绿添绿
贵州省各地开展“为

大地添绿”义务植树活

动。图为在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

县湾滩河镇小型农特产

品加工园区，志愿者为树

苗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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