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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李娜 文/图

　　

　　零下6℃的荒滩夜晚，比寒冷更让人难耐

的是无边的寂静。

　　2月7日晚上7点，《法治日报》记者跟随山

东省滨海公安局海滨分局孤东派出所所长王

国庆开始了当晚的油区巡逻。

　　每一口油井，都远离城市。井架上的灯

光、天上的星光，是抬头时能看到的光。百公

里外迎新春的热闹，似乎与这里无关。

　　“派出所辖区470平方公里，有孤东、新

滩、红柳3个油田，是胜利油田原油主产区，有

油井2585口、原油外输管线28公里，年产原油

135万吨。”王国庆介绍，为了做好油区守护，

孤东派出所通过建立警保联控工作站深化警

企联动，民警带领、指导综治护卫力量、基层

班组职工共同做好巡防。

　　警车行驶在崎岖的土路上，记者向外望

去，红柳是暗色荒滩上能看到的最多的植物。

　　“茫茫荒滩，怎么确定巡逻重点？”记者的

问题很快得到了答案。晚上7点14分，警车停

在“孤东66CP1”号油井旁。“像这口产油纯

度高、交通四通八达利于作案后逃窜的油

井，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作案目标，辖区一

共十几口，是步巡重点。”下车后，王国庆带

领民警和胜利油田油区护卫管理中心仙河油

区护卫部6名巡线员进行步行检查，“步巡不

能放过两个细节，一是看抽油机四周的泥土

有无体现盗油迹象的车辙，二是看井口有无

盗油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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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茫茫荒滩上扎根最深的红柳

□ 马树娟

　　

　　近日，自然资源部通报了近期国土变更

调查专项督察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弄虚

作假和工作不认真、把关不严等，并公布了

一批典型案例，引发社会关注。

　　为了准确掌握全国国土利用变化情

况，及时跟踪耕地数量变化趋势，我国专

门制定了国土变更调查技术规程。相关调

查结果既是考核地方政府履行耕地保护

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是守好耕地保护红线

的重要参考。

　　不过，从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

个别地方并未严格按照规程和工作要求

开展调查和核查工作，弄虚作假的方式也

是五花八门。而个别调查管理部门在履行

职责时工作不认真、把关不严，致使相关

错误未能及时被发现和纠正。这些现象都

使得耕地调查结果严重失真，不仅会导致

耕地保护目标任务落空，还有可能危及我

国粮食安全。

　　此次专项督察对于耕地保护工作来说

是一次体检，对于发现的问题，将依法依纪

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此外，国家自然资源

督察机构还将进一步加大督察力度。这也再

次警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耕地保护问

题上，容不得半点虚假；实事求是做好耕地

地类变更工作，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准确可

靠，方为正道。

　　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事关14亿国人

的饭碗。用好督察利剑，推动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落实落地，全面压实各级地方党委

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让其不敢在耕地调查

数据上做文章，才能有效确保耕地总量不减

少、质量不降低，进而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用好督察利剑助力耕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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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0日，江苏省中小学开学报到第一天，恰逢春雨满江南，宜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警力，部署错峰出行、单向行车等措施，确保入学

时段车辆人员安全。图为民警在校园周边开展“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本报通讯员 赵振伟 摄

□ 本报记者 马利民

　　

　　2019年，四川监狱全面开启第三个“五年

三步走”发展战略。通过第一、二个“五年三步

走”，全省监狱成功构建起大安全、大执法、大

教育、大建设、大保障“五大工作体系”；成功

建成平安、法治、信息、文化“四型监狱”。第三

个五年，全省监狱明确“强警铸魂奋力推进全

省监狱高质量发展”“现代治理”“智慧支撑”

三大工程的发展抓手，努力建成新型现代文

明监狱。

　　五年来，四川监狱扬优补短、砥砺前行，

圆满完成系列重大任务，狱地协作、标准建

设、综合治理等多项创新工作在全国领先。全

省监狱连续12年实现监管安全“四五”目标，

连续14年实现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四川省

监狱管理局两次荣立全国司法行政系统集体

一等功。四川监狱深蓝志愿服务队获评中央

宣传部第八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强警铸魂 专业提能

　　五年来，四川监狱强力推进“模范政治机

关”建设，创新推行党委“六大规范化”和党支

部“十个标准化”，全面实施党小组战斗指数

和党员先锋指数评价，创建“自强论坛”“青年

课堂”“网络微课堂”等学习平台，以集革命传

统教育、法治警示教育、监狱历史研究于一体

的“四川监狱博物馆”为载体，强化队伍政治

教育、英模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筑牢队伍忠

诚信念根基。

　　2024年1月10日，第四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四川监狱系统为5459名从事监狱工作30

年的民警颁发纪念徽标。    下转第三版

四川新型现代文明监狱建设蹄疾步稳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2023年12月底，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在京召开。会上，记者看到了一张

熟悉的面孔——— 全国人大代表，谢家湾教育

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重庆谢家湾学校党委

书记刘希娅。

　　这是刘希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第

11年。她是连任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的老

代表，列席过多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每一

次，她都认真对待，丝毫不见懈怠。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023年是我国基础教育从基本均衡迈向

优质均衡的关键一年。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

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也是国家督学，过去一

年，刘希娅的足迹遍布西藏、甘肃、北京、上

海、四川、贵州等14个省区市。她深入城市、

农村不同类型学校，了解不同地区的基础

教育发展现状、不同类型学校的办学特点，

不同地区学校的教育治理、课程教学改革、教

师队伍建设、孩子们的学习生态、升学机制等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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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勃勃生机
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 本报记者 张淑秋

　　

　　在福建厦门，高楼林立的现代风貌与葱郁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描

绘出一幅生态与发展和谐共生的画卷。

　　实际上，厦门的生态美景并非与生俱来。曾几何时，厦门生态环境

堪忧。

　　1988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创造性提出

筼筜湖综合治理理念。36年来，厦门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久久为功，

以筼筜湖综合治理为引领，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探索出一条协同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促进人海和谐的生态文明实践路径。

第一阶段·生态觉醒：筼筜湖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筼筜湖区一度污染严重，鱼虾绝迹。

　　面对筼筜湖的污染问题，厦门坚定认为不能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为代价来进行经济建设。1988年3月30日，厦门召开“综合治理筼筜湖”

专题会议，打响筼筜湖治理大硬仗。

　　硬仗开启，一往无前。36年来，厦门不断践行、丰富、拓展筼筜湖综

合治理的成功经验，持续深入推进筼筜湖综合整治。迄今，厦门已开展5

期大规模整治，总投资约19.9亿元，实现筼筜湖从黑臭湖水到水清岸绿

的蝶变。

　　生态治理的道路从制度保障开始。

　　“厦门始终注重法治先行，在全国最早推出地方生态立法，将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厦门市副市长张志红说。

　　1994年厦门获得经济特区立法权后，制定的首部实体性地方法

规就是《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多年来，厦门以筼筜湖综合治理为起

点，先后修订颁布了《筼筜湖管理办法》《厦门市筼筜湖管理办法》《厦

门市筼筜湖区管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筼筜湖区保护办法》等法规

文件。

　　筼筜湖环境得到改善，生态警务工作应运而生。厦门市公安局思明

分局依托“警长+湖长”机制，固化实施生态警务，与各职能部门协同推

进，与群治力量携手共建，全面打造“打、防、管、治、建”“生态警务护河

湖”工程，助力实现河湖“生态绿”，并以“生态+”推动筼筜湖片区生态

与产业深度融合、开花结果。

　　如今，筼筜湖区水质显著改善，水体复氧能力增强，生物多样性不

断增加，生态修复效果显著，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样本。

第二阶段·生态拓展：湾区综合整治

　　自打响筼筜湖生态治理硬仗以来，厦门一任接着一任干，从重点治

理向全域保护铺开，逐步形成了良好局面。

　　2002年，厦门提出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按照“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思路，加快从海岛

型城市向海湾型生态城市转变，相继开展了海沧湾、五缘湾、杏林湾、同安湾、马銮湾5个湾区综

合整治与开发工程，全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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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扎吾列西·波拉提

　　

　　202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全面依

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积极回应全区各族群

众新要求、新期待，深化法治为民实践，组织

全区各地各部门实施“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

1082件，涵盖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法律服务

等各方面。

坚持立法利民 推动良法善治

　　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作为立法的主要任务。

　　针对各族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阅读需求，

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图书馆条例》，

为推动全区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法律依据。

　　针对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在地域之间、企

业之间开展不均衡，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质量

不佳等突出问题，修订了《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集体协商条例》，从集体协商内容和程序、

集体协商代表、集体合同、区域性行业性集体

协商、监督检查和争议处理方面作出规定，为

维护职工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

保障。

下转第三版

坚定推进公正司法 优化司法便民举措
2023年新疆实施“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1082件

擘画鹭岛新画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厦门实践”

□ 新华社记者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

　　行走在厦门，人们总会与美景不期而

遇：筼筜湖白鹭翩跹起舞，鼓浪屿绿树红瓦

交映，五缘湾海天浑然一色……

　　“抬头仰望是清新的蓝，环顾四周是怡

人的绿。”习近平总书记对厦门充满感情，珍

惜这里的一草一石。当年，从来到厦门市工

作，到担任福建省领导，再到后来在中央工

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厦门生态环境保护作

出的一系列部署，已结出累累硕果。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

地和先行实践地，30多年来，鹭岛儿女牢记

嘱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系统治理、久

久为功，以高水平海洋生态修复助力高质量

发展，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

画卷。

　　锚定长远目标：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

　　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国家森

林城市……这些美誉，都是属于厦门的。但

厦门的美，却并非一直如此。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

围扩大到全岛。这年夏天，习近平同志风尘

仆仆从河北正定南下厦门履新，担任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

　　彼时的厦门，虽然是个沿海城市，但市

容市貌很旧，有人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

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而污染严重

的筼筜湖给厦门人摆出了一道难题：如何处

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经济发展一定要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吗？

　　习近平同志经过深入调研思考，对这一

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来自北方，对厦门

的一草一石都感到是很珍贵的。”

　　“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

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

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

　　方向明确，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

　　“最爱月斜潮落后，满江渔火列筼筜。”

筼筜湖，原先是深入厦门岛的内湾渔港，“筼

筜渔火”是厦门历史上的八大景之一。

　　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围海造

田、筑堤围湖，筼筜港变成了近乎封闭的筼

筜湖。工业和生活污水大量排入，水体发黑

发臭，周边百姓叫苦不迭。“筼筜湖何时不再

黑臭？”当地群众发出了治理筼筜湖的呼声。

　　“筼筜湖要治理，截污、清淤、建污水处

理厂，哪样不是硬骨头？那时候厦门刚设立

经济特区，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太难

了！”81岁的张益河是筼筜湖治理的亲历者

之一，见证了筼筜湖从污水溢流、鱼虾绝迹

到鸥鹭翔集、重现光彩的巨变。

　　1988年3月30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

一场专题会议，主题就是加强筼筜湖综合

治理。

　　在这次会上，厦门市成立了筼筜湖治理

领导小组，明确了“市长亲自抓治湖”“市财

政今明两年每年拨1000万元”，并创造性地将

治湖方略总结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

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20字方针。

　　“投入1000万元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当

时厦门一年基建投入的十分之一。”张益河

感慨，“筼筜湖治理，开始动真格了！”

　　截污处理，祛除“病根”——— 环湖周边工

业企业全部关停、外迁，修建污水处理厂和

实施环湖截污等工程，通过改造分流污水管

和污水泵站以及多处排洪沟沟口，提升湖区

水质。

　　搞活水体，畅通“经脉”——— 技术人员因

地制宜，创造出“引潮活水”技术。通过建设

西堤闸门和导流堤，利用自然潮差，引西海

域海水入湖，搞活水体。

　　清淤筑岸，根治“顽疾”——— 污染物经年

沉积，淤泥不清，水质难保障。筼筜湖开始

大规模清淤，淤泥处理后筑岸，堆起湖心

岛，不仅因此改善了水质，还大大提升了防

汛能力。

　　1992年，筼筜湖上迎来一场久违的龙舟

赛。“那天，厦门市民聚集在筼筜湖两岸，不

仅为比赛欢呼，更为筼筜湖的治理成效鼓

掌。”张益河回忆说。

　　30多年来，厦门历届市委、市政府遵循

习近平同志确立的工作方针，接续开展五轮

筼筜湖综合整治工作，共投入资金约2 0

亿元。

　　如今的筼筜湖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被

称为厦门的“城市会客厅”，市民和游客流连

湖边，看候鸟翩跹，尽享生态之美。

　　筼筜湖是厦门生态环境之变荡开的第

一朵涟漪。从当年那次综合治理专题会议开

始，36年来，厦门渐次开启了西海域、五缘

湾、环东海域、杏林湾、马銮湾等湾区综合整

治及九龙江等流域协同治理，从山顶到海洋

开展全域生态修复，铺展开一幅高素质高颜

值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厦门画卷”。

　　路径清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

保护———

　　“按照总书记当年的嘱托，我们坚持在

山上绿化造林，才有了现在的绿水青山。”谈

起习近平同志两次来到军营村的情景，71岁

的高泉国老人记忆犹新。

　　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位于厦门市最为

偏远的西北部，海拔近千米，曾是厦门最贫

穷的村庄之一。20世纪80年代，为了炒制茶

叶、发展茶产业，村民们纷纷上山砍伐森林，

山上成了一片片光秃秃的“癞痢头”。

　　1986年，习近平同志来到这个山村，经过

一番深入调研，给当地提出了要多种茶、多

种果，保持水土不流失的要求。

　　让高泉国想不到的是，时隔11年，已经担

任省领导的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这个偏远的

山村，进一步提出：“多种茶、种果，也别忘了

森林绿化，要做到山下开发，山上‘戴帽’。”

　　“山上‘戴帽’”就是限制人为乱砍滥伐，

而“山下开发”则是利用当地高山地理条件，

发展多种特色生态农业。

　　坚持绿化造林，把绿色资源作为发展资

源。村里生态环境好了，高山茶的品质更优，

再不愁销路。村里开起了农家乐、民宿，发展

了星空营地、拓展基地等，村民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如今的军营村，潺潺溪水穿村而过，山

上茶园满目青翠，成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

“网红村”。

　　从在厦门治理筼筜湖，到在省里工作期

间提出“生态省”建设，再到后来提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路走来，习近平

同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逐步深化，在中

华大地生根开花。

　　“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

情。离开福建以后，我也一直关注福建。在这

里工作期间的一些思考和探索，在我后来的

工作中仍在思考和深化，有些已经在全国更

大范围实践了。”2021年在福建考察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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