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田新元 袁 琳 吕书雅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

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

整体视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

重要论断。2020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

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编制了《全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

（2021-2035年）》（以下简称《“双重”规划》），将

重大工程重点布局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

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长江重

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

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三区四带”，

提出9项重大工程47项具体任务，着力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奏响“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协奏曲”。

截至目前，全国完成营造林1195.53 万

公顷、退化草原治理1065.92万公顷，全国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24.02%，草原综合植被覆盖

度达 50.3%。完成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

571.13万公顷，新增治理水土流失土地1987

万公顷。长江、黄河水质优良断面比例持续

提升，河湖、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逐步增强，

分层次、分类别的湿地保护体系加快构建。

有效遏制了重点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趋势，对

提升区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发挥了重要

作用。

近日，本报记者北上南下、西出东进，对“双

重”工程重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采

访。调研采访中的四个“重”让记者印象深刻。

一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

“十四五”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

部门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加快构建全国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体系，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

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双重”规划》印发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

又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完成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东北森

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

生态保护支撑体系、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

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9项专项建设规划的

编制印发，构筑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1+9”规划体系。同时，推动生态

领域有关工程被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

“102项”重大工程。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各项目所

在地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

认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

济社会发展。

黑龙江、湖南等省构建了本省区的“1+N”

规划体系，浙江、福建、湖北等省编制印发了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方案，天津、河

南、四川、重庆等省市则编制印发了“十四五”自

然资源保护利用、林草发展和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等相关规划。有关地区还结合当地实际，谋

划了一批区域性的重大工程，如天津的“871”重

大生态工程、吉林的林草湿生态连通工程、内蒙

古的黄河流域生态廊道建设等。通过这些区域

性的规划、方案和工程，促进“1+9”规划体系进

一步细化实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的理念和要求逐步落实落地。

各地按照系统论的思路，将山水林田湖草

沙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从自然生态系统演

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出发，制定综合性的保护和

修复措施，着力解决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间割

裂保护、单项修复的问题，从而促进自然生态

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

全面增强。

广西北海市山口红树林保护区，郁郁葱葱

的红树林，随处可见的白鹭蹁跹，让许多慕名

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这一切和《“双重”规

划》的实施密不可分。

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位于北部湾海岸

带，地处我国12个重点海洋生态区中，对于保

护北部湾沿海地区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红树林，素有“海上森林”“海洋卫士”之

称。但长期以来受围塘养殖、围滩养殖、海滩

挖捕、捕捞等原居民人为活动，以及养殖排污、

有害生物蔓延和外来物种入侵等多重因素影

响，北海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受到威胁。

2022年以来，广西一共争取到中央资金

10亿元用于全区重点区域生态修复和保护，

其中6000万元用于山口红树林保护区。

“目前，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提高。

退养还滩33.3公顷；已清除互花米草共40.5

公顷；清理了6.67公顷红树林地海洋垃圾共

3330立方米；清理海岸线约4公里，项目的实

施大大改善了保护区红树林生态系统环境质

量，提高了生物多样性。”山口红树林保护区管

理中心副主任张宏科说。

与此同时，这里已初步构建了红树林生态

环境监测体系，全面对保护区红树林生态系统

的滨海植物、鸟类、游泳动物、昆虫、水文水质

等进行连续监测，构建了保护区“海陆空”立体

巡护监管体系。通过项目实施，科研监测队伍

能力稳步提高，提高了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管

理水平。

红树林保护的积极探索，成为将自然恢复

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有机结合、深度融合的成

功范例。

“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

湿、宜荒则荒、宜沙则沙”，各地注重整体推进，

在重点突破的同时，不断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性

和整体性，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

的协同治理。

二重：促进自然生态系统从量变
到质变

全面提升生态安全屏障质量，促进自然生

态系统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重在解决自然生

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问题。

“双重”工程实施三年多来，各地将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的着眼点、关注点从主要追求自

然生态空间的扩张、自然资源总量的增长，逐步

转向量质并重、以质为先，通过高质量建设重大

工程，逐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从量变到质变。

滔滔黄河滚滚东流，奔腾万里浩荡入海，造

就了黄河三角洲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这里拥

有我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国际

候鸟迁徙保护的关键区域，被列为中国黄渤海

候鸟栖息地（第二期）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

山东省东营市为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地

处黄河、海岸带两大重点生态区的交汇处，湿

地面积占全省1/4，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地理

特征丰富。近年来，东营市聚焦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扎实推进黄河三角洲湿地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恢复项目，构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体系，

全面推进舒朗大气、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城

市建设。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农经处副处长尹衍成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营市沿黄生态长廊、

保护区退化湿地修复、刁口河流域治理等重点

生态修复任务，是国家支持山东省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涉及面最广、投资量最

大、支持最直接的重点项目。

“刁口河治理，一共投资3000多万元，从

2022年10月10日开工，不到一年时间，项目

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验收。”刁口河项目办技

术负责人李永告诉记者，2023年生态补水期

间使河王分干渠以北河道输水流量达到50立

方米/秒，送水时间比以往最短用时提前6小

时，生态补水效率大幅提升。为保护区湿地修

复，动植物栖息环境改善，生物多样性提高等

提供了保障。

全球性的入侵物种，互花米草的泛滥问题

广泛存在于全国沿海各地，严重威胁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安全。在山东，黄河三角洲的互花米

草占到了全省70%以上。

东营市黄河三角洲湿地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恢复项目是国家实施《“双重”规划》以来，山

东省发展改革委批准立项的第一个生态建设

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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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新元

开年即开工，实干开新局。龙年伊始，各地

重大项目纷纷上马，密集开工，呈现出一幅龙腾

虎跃“热辣滚烫”的拼经济画卷。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投资就是谋未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扩大有效益的投

资，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持续优化投资环境，

切实提高投资综合效益。比如，发挥好政府投

资带动放大效应。政府投资更多投向打基础、

利长远、固根本的能力建设项目，今年将加大

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

排降碳的支持力度，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

重大项目纷纷开工

农历新年伊始，各地纷纷举行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掀起奋力拼经济热潮。

2月18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嘉兴市开

工现场举行2024年全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此次集中开工突出项目实、标

准严、质量优，其中总投资100亿元以上项目

14个、50亿元至100亿元项目43个。

浙江省强调，各地各部门要闻令而动，统筹

推进三个“一号工程”，深入实施“十项重大工程”，

坚持“项目为王”，迅速掀起“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的热潮，牵引带动一季度“开门红、开门好”，为高

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新春上班第一天，江西省委、省政府举行

2024年一季度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暨“十百

千万”工程动员大会。各设区市和部分县（市、

区）同步举办本级重点项目开工活动，掀起了新

一年项目建设热潮，吹响了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十百千万”工程行动的号角。

从今年开始，江西省启动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十百千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在综合交通、能

源、水利、新型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

“十大领域”，每年滚动推进100个左右示范引领

性重大项目、1000个左右投资10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全省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万亿元以上。

2月18日，云南省委、省政府召开2024年

一季度重大产业项目调度推进会。2024年，云

南一季度开工重大产业项目591个，总投资额

112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19亿元。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2024年省重点

建设项目名单，共安排639项，总投资1.38万亿

元。2024年省重点建设项目年度预计投资

2200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328个，总投资

3857.2亿元；续建项目233个，总投资8437.3

亿元；建成投产项目78个，总投资1531.6亿元。

2024年，重庆市发布市级重点项目名单，初

步纳入项目约1200个、计划总投资约2.9万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超过4500亿元。此前，重庆市发布

了《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4年重大项目清

单》，包括七大类300个项目、总投资约3.6万亿元。

据海南省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海南省

2024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表》已于近日公布，

2024年安排省重大正式项目295个，总投资

774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255亿元。此外，安

排省级112个预备项目，总投资3334亿元。

湖北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第一批《2024

年省级重点项目清单》，涉及项目725个，涵盖

基础设施、新兴产业、重大产业、绿色生态、民生

社会等重点领域，计划总投资3.49万亿元，项

目数量和总投资额较2023年均大幅提升。

增添发展新动能

在各地的项目清单中，新基建、战略性新兴

产业占比提高，将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介绍，广东省今年安排

重点建设项目1508个、年度计划投资1万亿

元，其中产业项目数量超过一半，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四大类产业

汇集项目370余个、年度投资额约1500亿元。

广东省提出，要抓实科技和产业融合发展的

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

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

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重大项目齐上马
“热辣滚烫”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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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要“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重大工程”，党的二十大报

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实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2020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

然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编制了《全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

2035年）》，提出9项重大工程47项具体任务，着力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为梳理总结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效，更好推广各

地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中的典型经验，中国发展

改革报社派出调研组，赴多处工程实施地开展调研

采访，自今日起本报特别推出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系列报道，敬请关注。制图：苗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