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5 年 3 月 28 日 星期五
编辑/包寒冰 视觉/刘芳芳 综合

分类信息
声 明

王金良土地确权证不慎遗失，承包方编码:
210921220200000378，声明作废。

·广告·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
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
撑。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
长蒋火华26日表示，要加快建立现代
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
一体化监测网络，努力实现“美丽中
国哪儿美，监测数据告诉您”。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蒋火华说，健全天空地海
一体化监测网络是现代化监测体系
建设最基础、最首要的一项任务。
2024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前瞻性谋划

“十五五”国家环境空气、地表水、地
下水、海洋等监测网络布局，将以更
加科学、高效、一体化的网络，更好支
撑美丽中国建设。

一是更加全面反映生态环境质
量。空气方面，在新的城市建成区增
设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地表水方面，
在三江源等源头区增设地表水监测
断面，拍好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大江大
河“全身照”。从“十五五”开始，要按
照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
筹”的要求，在现有水环境理化指标
监测的基础上，全面部署水生生物指
标等的监测评价，更综合反映水环

境、水生态状况。
二是更加有力支撑精准科学治

污。科学区分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
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把注意力聚
焦到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上
来。“十五五”期间，对一些受自然本
底因素影响大、周边人类活动少的监
测点位，将进行优化调整。

三是更加聚焦群众身边的环境问
题。在做好大江大河水质监测的同
时，更加注重向群众身边的中小水
体延伸，“十五五”期间将新增 170
余条群众身边的支流小河监测，让
公众对监测数据更加可感可及。地
下水方面，将围绕“一区两场”即化
工园区、垃圾填埋场和危险废物处置
场强化监测。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AI技
术、卫星遥感等一系列科技手段将在
生态环境监测中发挥更大作用。

蒋火华说，目前，DeepSeek已经
在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
不少地方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得到初
步应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期印
发的相关文件提出，围绕环境监测等
领域研发一批环保机器人、远程运维

装备，加快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先
进技术推广应用。他表示，生态环境
部将积极推进新技术在生态环境监
测中的应用，以更加智慧的监测守护
好祖国的绿水青山。

卫星遥感监测是现代化监测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天眼”。蒋火华说，卫星遥感
在大尺度、远距离、非接触的生态环
境监测等方面，具有独特显著优势。
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以来，生态环
境部卫星遥感监测能力显著提升，目
前已拥有环境和大气两个系列共7颗
在轨卫星，初步构建起多星联动的短
周期、高覆盖、高分辨率的生态环境
卫星遥感监测体系。

他说，以卫星、无人机等为代表
的遥感手段，将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下一步，生态
环境部将全面提升卫星遥感监测能
力，进一步发挥好遥感技术的独特优
势，积极探索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联
动应用，让卫星遥感的“天眼”越来越
清晰，视野越来越宏大，助力美丽中
国建设。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消费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有效引领，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有效手段。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提振消费专
项行动方案》。针对当前消费潜力释
放存在的一系列障碍问题，本次行动
以更有力度、更有准度、更有温度的
政策举措下大力气全面提振消费，有
望助力消费市场增速向稳、增量向
新，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
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
经济良性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一、提振消费是当下破解经济循
环堵点难点的关键一环

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
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
需要的直接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
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2024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5年经济工
作的九项重点任务，其中“大力提振
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
内需求”摆在首位。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今年提振消费的
重点内容。本次行动就是对上述重
要会议精神的具体落实，是当前推动
消费向好的重要一步。

当前，我国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消费领域新增
长点加速壮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
础性作用明显增强。但也要看到，消
费潜力释放仍存在一系列障碍问题，
需引起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本
次行动聚焦消费重点领域加强统筹
谋划，直面激发消费潜力的堵点难点
问题，加快补齐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

短板弱项，既要统筹考虑消费市场短
期困难和中长期问题，又能兼顾群众
需要和行业发展需要。本次行动不
仅持续巩固消费市场的传统增长动
力，而且加快培育市场新动力，为形
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
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
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二、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有的放
矢解决关键难点

行动方案提出城乡居民增收促
进、消费能力保障支持、服务消费提
质惠民、大宗消费更新升级、消费品
质提升、消费环境改善提升、限制措
施清理优化等七方面行动，并且从五
方面完善支持政策，下大力气全面提
振消费，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总的来
看，本次行动的主要举措有力度、有
准度、有温度。

举措更有力度。收入增长好不
好，腰包鼓不鼓，是影响消费最直接、
最根本的因素。本次行动将城乡居
民增收促进行动放在最前面、最突出
的位置，就是要着力破解这一难题。
截至2024年底，全国居民可支配收
入中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占比
合计达64.8%。因而，本次行动瞄准
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采取小微
企业就业支持计划、专项技能培训行
动、丰富适合个人投资者投资的债券
相关产品品种等举措，推动这两类收
入更好增长。同时，本次行动也重点
关注农民收入和拖欠账款等领域，显
示出以更大力度促进全体居民钱包
鼓起来的决心。

举措更有准度。政策是否精准，
是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所谓精

准，就是要戳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当前，我国商品消费增长的关键
是“好不好”，各类智能化、绿色化、高质
量的商品如何更快进入千家万户是主要
问题。而服务消费增长的关键在于破解

“足不足”，特别是一老一小相关服务持
续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解决服务供给
不足问题是关键。随着服务消费成为我
国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破解这些制约
需求释放的供给端问题尤为重要。还要
看到，人工智能领域各种突破性成果已
经开始影响生产生活，在未来已来的情
况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对消费全产业
链改造提升，切中未来消费市场发展的
脉搏。本次行动围绕上述问题提出了
明确政策，能够更好推动各类消费打
破发展桎梏，更好满足群众需要。

举措更有温度。把惠民生和促
消费结合起来，就是要避免片面地
就消费谈消费，而是要看到群众生
活中的具体困难，这些困难是影响
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行动方案专
门提出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从
生育养育、教育、医疗养老、重点群
体基本生活等方面入手，进一步解
决这些困难，有助于减少群众顾虑，
提升生活质量，这样才更有可能、更
有心情去消费。此外，保障休息休
假权益等举措也是把惠民生和促消
费结合起来，让政策更有温度、更有
人情味。

各项政策如何落到实处、尽快发
挥实效，仍需各方一起努力。2025
年，在创新效应、政策效应等有利因
素的带动支持下，我国消费有望增速
向稳、增量向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充沛动能。 （光明日报）

以更大力度、更加精准、更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提振消费

古树生于山林，长在宅侧村头，残寺内、古

道旁、山之巍、水之畔，躲过蓬蒿的困厄、刀斧

的杀伐、灾异的虐害，跨越了生命的极限，奇迹

般地成为绿色的丰碑。古树，有的树龄在百年

甚至在千年以上，是人类接触到的最古老的生

命，镌刻着历史的年轮和符号。

古树名木是祖先留给人类的珍贵绿色遗

产，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极高的生态价值、深

厚的文化价值、重要的科研价值、丰富的旅游

价值、独特的观赏价值，可观的经济价值。

古树是活着的文物和化石，是一个地域政

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活史料”。古往今来，

皇室宫庭、都市村屯、百姓宅院都离不开树木

的点缀。古树因寿命长久而成为人们追求和

期盼美好生活的寄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文

元素。它不仅丰富了森林文化，还以顽强的生

命传递着古老的信息，是森林家族中的守护

神，是自然界中的“智者”、“仁者”。

我县地处蒙古、长白、华北三大植物交汇

的地带，植物种类繁多，据1988年农业区划调

查统计，有物种929种，其中有人工、天然乔灌

木174种，涉及38个科，81个属。县域内有普

安寺、瑞应寺、佑安寺、德惠寺等360多座寺

庙，这些寺庙虽然大都已成为遗址，但是当时

栽植的菩提树与松柏等树木历经磨难，如今已

成为了数量可观的古树，这些古树记载着历史

的沧桑。

生命只有一次，古树更不例外。她的沧桑

之美极易破碎，如同古迹，是绝版仅存，不能克

隆与复制，弥足珍贵。保护古树，就是保护地

球上古老的生命，就是保护人类的家园，也是

保护我们自己。保护古树应当成为我们这一

代人的“绿色使命”和“历史责任”。

2025年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属第

80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古树名木保

护条例》自2025年3月15日起施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的出台，标志着

我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法治

化，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生态文

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独特的自然气候和悠久的发展历史孕育

了丰富的古树名木资源。经多次普查，我县对

全县古树名木进行了建档管理，共普查到古树

500株，其中一级古树（树龄500年以上)53株；

二级古树（树龄300-499年）244株；三级古树

（树龄100一299年)203株。古树树种有油松、

侧柏、圆柏、五角枫、文冠果、桑、暴马丁香、菩

提、小叶朴、黄榆、春榆、紫椴、旱柳、小叶杨等

39个树种，涉及15科，22属。

列入辽宁省古树名木名录中有：被称为千

载至尊的关山古枫（元宝槭）、瑶林雄魂的恩爱

柏（二株·圆柏）、王府古桑（蒙桑）、王府古枫

（元宝槭）、孤枫（元宝概）；被誉为百岁长者的

麦地双杨、崇先寺古柏、贺家香梨、迎宾柳、救

命榆、鹰隼榆、小洞文冠果、王府蒙椴等。

为了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促进生态

文明建设，根据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实际，我

县制定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条例》。2015年12月28日，该《条例》经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2016年5月25日，辽宁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

准；2016年8月1日起实施。这一《条例》，使我

县古树名木管理保护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

道。

古树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文化遗产，

记载着一个地域的自然、历史和文化内涵，是

一个地域政治、经济、生态的“活史料”，代表了

一个地域的形象。

古树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保护古树人人有

责。希望通过对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的过程

能唤起更多的人们关爱古树、关爱绿色、关爱

自然、关爱生命的意识和行动，为子孙后代留

下更多的自然遗产，为自治县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郑庆山）

保护古树名木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