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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30日上午在參加首都義務植

樹活動時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連續10年同大家一起參加首都義務植樹，這既是想為建設美麗中國出一分

力，也是要推動在全社會特別是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生態文明的種子，號召大家都做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者、推動者，持

之以恒，久久為功，讓我們的祖國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生態環境更美好。

春回大地，萬物更新。上午10時30分許，黨和
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

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集體乘車，來到
位於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的植樹點，同首都群眾一
起參加義務植樹。
植樹點位於大興新城城市休閒公園內，面積約

1,500畝。這一地塊原為水庫灘塗地，目前規劃為城
市公園，建成後將成為周邊群眾休閒娛樂、親近自
然的生態空間。

囑孩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看到總書記來了，正在這裏植樹的幹部群眾熱情地

向總書記問好。習近平向大家揮手致意，拿起鐵鍬走
向植樹地點，隨後同北京市、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負責
同志以及首都幹部群眾、少先隊員一起忙碌起來。
揮鍬鏟土、培土圍堰、提水澆灌……習近平接連

種下油松、碧桃、白玉蘭、海棠、小葉白蠟等多棵
樹苗。習近平一邊勞動，一邊詢問孩子們學習生活

情況，叮囑他們要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不能忽視
「勞」的作用，要從小培養勞動意識、環保意識、
節約意識，勿以善小而不為，從一點一滴做起，努
力成長為黨和人民需要的有用之才。植樹現場一派
繁忙景象，參加勞動的領導同志同大家一起培土澆
水、親切交流，氣氛熱烈。

推動貢獻全球環境氣候治理
植樹間隙，習近平對在場的幹部群眾強調，實現中

華民族永續發展，始終是我們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植樹造林、
綠化祖國，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
生態奇跡。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綠水青山就是
金山銀山的理念，全面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推進國土
綠化，改善城鄉人居環境，美麗中國正在不斷變為現
實。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生
態環境根本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仍然需要付出長期
艱苦努力，必須鍥而不捨、馳而不息。

習近平指出，森林是水庫、錢庫、糧庫，現在應該
再加上一個「碳庫」。森林和草原對國家生態安全具
有基礎性、戰略性作用，林草興則生態興。現在，我
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實現生態環境改善由量變到質
變的關鍵時期。我們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
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統籌推進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科學開展國土綠化，
提升林草資源總量和質量，鞏固和增強生態系統碳匯能
力，為推動全球環境和氣候治理、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的現代化作出更大貢獻。
習近平強調，植綠護綠、關愛自然是中華民族的

傳統美德。要弘揚塞罕壩精神，繼續推進全民義務
植樹工作，創新方式方法，加強宣傳教育，科學、
節儉、務實組織開展義務植樹活動。各級領導幹部
要抓好國土綠化和生態文明建設各項工作，讓錦繡
河山造福人民。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
務委員等參加植樹活動。

永定河畔，春意漸濃。習近平總
書記十年前種下的白皮松枝葉繁
茂、亭亭如蓋。

海淀區、朝陽區、大興區、通州
區……北京市多個植樹點，習近平

總書記親手植下的一株株樹苗茁壯成長。

以護眼比喻環保
「植樹造林，種下的既是綠色樹苗，也是祖國的

美好未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習近平總書記對生態環境保護歷來高度重視。

「要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護眼
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
境」。以「眼睛」和「生命」為喻，彰顯出總書記
對新時代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關係的
深刻認識。

把脈生態與文明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思考深邃——
我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石漠化、鹽

漬化等國土生態安全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監測顯
示，2009 年我國沙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
18.03%；水土流失面積佔國土面積的三成。

生態興則文明興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生態興則文明興，生

態衰則文明衰。」
綠色，是習近平總書記心中的美麗中國應有的底

色。從黃土高原走來，他對水土流失的危害記憶深

刻；在福建工作期間，他先後5次赴長汀調研，推動
長汀水土流失治理。他曾痛心地說，河西走廊、黃土
高原都曾經水豐草茂，由於毀林開荒、亂砍濫伐，致
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加劇了經濟衰落。

「我國總體上仍然是一個缺林少綠、生態脆弱的國
家，植樹造林，改善生態，任重而道遠。」2013年參
加首都義務植樹活動時，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判斷深
刻影響着我國生態文明實踐。

森林是陸地生態的主體，是人類生存的根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從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

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為子孫後代留下美麗家園，讓
歷史的春秋之筆為當代中國人留下正能量的紀錄。」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
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
國土綠化作為生態文明的重要方面受到高度重視。

2018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組建國家林業和草原
局。

2021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草原保
護修復的若干意見》，推進草原生態修復。經過不懈
努力，我國草原生態持續惡化的勢頭得到了初步遏
制，「十三五」末，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到了56.1%。

「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這裏要加一個
『沙』字。」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在參加內蒙古
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不斷深化拓展的科學理念，成為新時代國土綠化
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指引。 ◆新華社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香港文匯
報記者從農業農村部獲悉，目前，中國農業植物新
品種權申請總量已經突破5萬件，連續5年位居世界
第一。中國科學家發現的可同時提高水稻玉米產量
關鍵基因近日亦被《科學》雜誌刊發，被譽為「具
重大知識產權的基因」。多位農業專家對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農業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的快速上升
離不開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植物新品種保護、良
種改良對保障糧食安全作出重要貢獻。
2021年，中國農業植物新品種權申請量超9,700

件，授權3,218件。自1999年實行植物新品種保
護制度以來，中國農業植物新品種權申請總量破5
萬件，已授權近2萬件，2017年至2021年申請量
連續5年居世界第一。農業農村部科技發展中心有
關專家表示，植物新品種保護對促進種業轉型升
級、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保障糧食安全作

出了重要貢獻，是發展現代種業、推進種業振興
不可缺少的有力支撐。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冰川

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同時提到，從植物新品種權到
商業化還有很長一段路。「並不是申請了新品種
權，很快就能商業化，這方面中國跟其他種業強
國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今後在新品種商業化推
廣上還需進一步努力。」
《科學》雜誌在線近日也發表了中國科學家的

研究成果，首次挖掘出同時控制玉米和水稻產量
性狀的關鍵基因，通過對這一基因的編輯改良，
有望將玉米和水稻的產量分別提高10%和8%左
右。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朱晨表
示，對農作物進行定向改良和育種，通過良種培
育可進一步達到保障中國糧食安全、提升農業率
的重大社會意義。

中國科學家發現關鍵基因
可同時提高水稻玉米產量

◆◆ 黨和國家領導人黨和國家領導人3030日參加首日參加首
都義務植樹活動都義務植樹活動。。圖為習近平同圖為習近平同
大家一起植樹大家一起植樹。。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拿起鐵鍬走向植樹地點。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首都義務
植樹活動時，號召大家都做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者、推
動者，持之以恒、久久為功，讓我們的祖國天更藍、山
更綠、水更清、生態環境更美好。中央廣電總台發表
「央視快評」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從中華民
族永續發展的高度，深刻闡述了推進國土綠化的重要意
義，對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作出新的部署，必將引領全社
會形成愛綠、植綠、護綠的文明風尚，把綠化祖國的責
任意識轉化為自覺行動，共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
家園。
快評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態文明建設，從把生態文
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到建立健全生態補
償制度、河湖長制、林長制等制度，從深入實施大氣、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到開展中央生態環境
保護督察，通過頂層設計、系統施策、劃定底線、全面
發力，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
性變化，人民群眾切身感受到藍天白雲、青山綠水帶來

的幸福感。我們堅信，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
偉大祖國一定能夠在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之路上行穩致
遠，建設好美麗中國。
快評進一步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對生態文明建設提
出了更高要求。在生態環境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
期，我們既要注重數量，更要注重質量，通過提質增效，
實現跨越。向質量要效益，以質量促發展，理念先行，要
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把握好當前和長
遠、局部和整體、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開發與保護等關
係。要堅持科學的方法，深刻把握自然規律，科學綠化、
規劃引領、因地制宜，走科學、生態、節儉的綠化發展之
路。要久久為功，摒棄「畢其功於一役」式的急功近利，
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扎扎實實提
升生態建設總量和質量，一年接着一年幹，一代接着一代
幹。
快評最後強調 ，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每一個人的努

力。讓我們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早日繪就大
美中國的壯麗畫卷。

讓祖國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央視
快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