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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炳坤 于也童 武江民

■ 新华社记者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乐山监管分局批
准，因更址换发金融许可证，特此公告。

机构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许可证流水号：01054169
机构编码：B0010L351110001
业务范围：吸引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
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
付款项；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及分行授权经营的其他
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08月19日
住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太白路863号2栋1单元1楼1－

6号、2楼1号、3楼1号
原住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中路33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乐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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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里记录变化：
让环境更加优美

高耸入云的天津广播电视塔、
变化起伏的城市天际线……寒冬时
节，摄影爱好者孙涛登上位于天津
市区的南翠屏公园山顶，用相机将
冬日美景记录下来。

“以前想拍城市天际线可不容
易，放眼望去灰蒙蒙一片，根本拍不
到好照片。现在空气好了，天空蓝
得通透，随手一按快门就能拍出‘大
片’。”孙涛感慨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坚持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开年工作第一天，天津市生态

环境局就在网站公布了《天津市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明确了
未来几年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
的重点任务。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
处长王文美介绍：“下一步，我们将
持续做优企业环境绩效分级，助推
产业提升，科学、精准地降低大气污
染物排放强度。同时，进一步强化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不断提升科技化指挥调度的能
力水平，为老百姓换回更多蓝天。”

广袤乡村承载着人们对田园生
活的向往，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
要内容。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
向纵深推进，各地着力解决农村的
垃圾、污水、厕所等问题，为老百姓
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寒冬时节，记者来到河北省保
定市涞水县赵各庄镇福山口村，眼
前群山环绕，拒马河蜿蜒流淌。这
条河，是福山口村村民、摄影爱好者
许增利眼里的“宝地”。

相册里的一张张照片记录着当
地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2022年，
许增利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中华秋沙鸭，照片发到朋友圈
后，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

“我拍到这些珍稀水鸟也就近
几年的事儿。”许增利翻开一张前些
年的旧照片，河岸边全是垃圾，“以
前人们习惯把垃圾往河边倒，夏天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到秋天大风一
刮，垃圾四散。”

许增利往后翻着相册，看着一
张文化广场的照片说：“这原来是村
里堆垃圾的地方，现在建成了广场，
有凉亭有花草，好多人喜欢坐在这
看看山水。”随着保定市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福山口村也行动起来，
治理垃圾污水，改善村容村貌。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崔文
宇表示，目前保定农村生活垃圾基
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基本实现村庄
干净、整洁、有序的目标。“农村人居
环境实现‘质变’不容易，要想保持

好成果还需要久久为功。”

账本上透视前景：
让发展更加绿色

2022 年 12 月 21 日，山东首单
排污权交易在刚刚搭建完成的山东
省排污权交易平台上竞价成交。山
东三丰新材料有限公司每年7.81吨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权被两家企业买
走。

“多余的排污权能换成真金白
银，我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更高
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惊喜地说。

卖方山东三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加大废水废气的处理力度，通过对
产生的有机废气进行高温分解燃
烧，实现废气达标排放，节省出了部
分排放指标。买方两家公司需要排
污权指标保障项目落地，最终分别
以每吨 1490 元的价格竞得 3.594
吨、每吨 1470 元的价格竞得 4.216
吨排污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支
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
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
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
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
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总量处副处
长苏波介绍，山东的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工作以东营、临沂为试点，
开展市域内交易。下一步将探索扩
增试点城市范围，并谋划研究全省
统一的排污权交易政策体系，有效
推动实现环境要素优化配置，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好支撑。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
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
节。农药化肥减量、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耕地轮作休耕……如今，农业
生产也正在悄然改变。

元旦前后，在安徽巢湖的一级
保护区内，大片的农田里生长着正

在越冬的紫云英，绿意盎然。
合肥市巢湖市烔炀镇的种粮大

户张文建介绍，以前种地都是稻麦
轮作或稻油轮作，土壤明显板结，作
物产量也越来越低。“我们秋季在田
里种植了紫云英，等到4月再翻入土
中，能起到改良肥力、调节土壤酸碱
度的效果。”

“以前种地至少打四五遍化学
农药，现在就封闭除草期和孕穗期
各打一遍生物制剂，其他都靠物理
防控，稻米的品质更好，自然也不愁
销路。”刚刚参加完中化现代农业安
徽有限公司巢湖技术服务中心组织
的绿色种植培训，张文建也积攒了
不少经验。

中化现代农业安徽有限公司为
巢湖一级保护区内近6000亩农田
提供全产业链服务。公司业务运营
部负责人李骏算了算账：“以绿色种
植的方式种植优良品种，农民的水
稻可以卖到每斤1.7元，加工出的巢
湖大米更是卖到每斤7.5元，实现了
绿色生态农产品卖出更优价格。”

笑容里展望未来：
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冬日阳光下，鄱阳湖上的晨雾
似一层薄纱，笼罩着鸟儿的啼鸣。

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南山管理站站长李
建新露出笑容：“这个冬天数十万只
候鸟在湖区越冬。令人惊喜的是，
一些珍稀候鸟特别是东方白鹳的数
量明显增多了。”

“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大工程”“建立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党的二十大
报告作出一系列部署。2022年 12
月30日，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正式表决通过，法律将进一步加强
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维护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
地。就在几个月前，李建新他们还
在为鸟儿们的越冬栖息忧心忡忡
——受旱情影响，鄱阳湖水位明显
下降。

保护区管理局会同保护区内的
3 个村委会、1 个红石厂谋划实施

“协议管湖”——由管理局提供经
费，从退捕渔民中聘请管湖员，争分
夺秒控水保水，为迁徙水鸟和原生
物种提供优质栖息地。

李建新说：“未来一段时间，我
们还要加大巡护力度，清理沉在湖
底的废弃渔网渔线，让鸟儿们在鄱
阳湖安全过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刚刚
过去的元旦假期，不少游客登上重
庆市开州区举子园内的文峰塔，将
汉丰湖的一湖景色尽收眼底。正值
三峡水库丰水期，偌大的汉丰湖上，
不少浅滩已被淹没，形态、颜色各异
的植物在水中挺立，形成一片片别
具特色的水中林地。

汉丰湖是当地为治理消落带生
态环境形成的一片人工湖。开州区
在重庆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创新性
实施集水质净化、景观美化、水土保
持、生物多样性提升等功能于一体
的鸟类庇护林、林泽、基塘、滩涂生
态保育四级工程。

如今，汉丰湖不仅改善了生态
环境，也繁荣了经济业态。依托生
态优势，当地建成汉丰湖水上俱乐
部等 10 余个文旅项目。据统计，
2022年汉丰湖景区接待游客600余
万人次。

“坐在汉丰湖边吹吹风、喝喝
茶，惬意得很。”湖边一家农家乐的
主人周波笑着告诉记者，他的农家
乐观光季每天可接纳100多人，预
计今年的生意一定会更红火。

人与青山两不负。新年伊始，
神州大地生机勃发，亿万人民用勤
劳的双手建设美丽家园，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生动铺
展。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乐章
——2023开年推进绿色发展一线观察

2022年岁末，《国家公
园空间布局方案》正式发
布，遴选出 49 个国家公园
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 5
个国家公园），到 2035 年
我国将基本建成全世界最
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2023 年开年之际，记
者在采访中看到，鄱阳湖
畔，数不清的候鸟在引吭
高歌；华北平原，蓝天成为
人们照片里最美的背景；
巢湖岸边，农田里越冬的
不是庄稼而是“草”……各
地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神州大地正在奏响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新乐章。

1月11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雪地运动会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雪上乐园举行。游人们参与雪地同心鼓、雪地龙
舟、雪圈接力、袋鼠跳障碍赛、多人拔河等趣味比赛，体验了雪地竞技的乐趣。图为当日，人们在进行雪地同心鼓
颠球比赛。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 摄

小年快到了，33岁的杨迪身穿工装、腰挎电工
包，拎着米、面、油等年货，穿行在沈阳市铁西区

“盲人大院”的几栋居民楼之间。
刚爬上7楼，还没等他腾出手敲门，屋里就传

来熟悉的声音，“是小杨迪吧。”因为来的次数多，
76岁的盲人阿姨邱淑华光凭脚步声就能“认出”
他，“这几天我正念叨你呢，你就来了！”

“盲人大院”是民政福利企业原沈阳市互感器
厂盲人职工的宿舍，20世纪60年代曾有70余户盲
人住在这里。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日子总是
光亮的。杨迪是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郭家供电营业
所第14任所长，61年来，郭家供电营业所一直守
护着这里，“电亲戚”们定期上门维护线路、维修电
器、打扫卫生，为盲人们点亮了一盏盏“心灯”。

走进邱淑华家，杨迪一放下年货，就开启了“电
工模式”。他顺着墙上的线路，从电箱、电线到各
类电器，不放过一个细节地检查。“刮风下雨必到、
下雪必到、逢年过节必到，这是老所长定下的规
矩。”杨迪说，“这个习惯保持了60余年，我们要把
它延续下去。”

“盲人大院”和郭家供电营业所的故事开始于
1962年。那时，“盲人大院”还是平房，盲人们共用
一块电表，算起电费不免发生口角。抄表员刘继
增体谅盲人们的难处，他挨家挨户把电费算清楚，

“一户不落，一分不差”。
盲人们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实在人，也对他产生

了依赖。郭家供电营业所了解情况后，干脆让每
一任抄表员担任联络员，成了盲人们的“电亲戚”。

几十年来，“盲人大院”的“电亲戚”越来越多，
由一代代抄表员，扩大为郭家所的全体员工。国
网沈阳供电公司还专门组建了“郭家爱心团队”，
盲人们外出办事他们陪同，盲人们缺啥要啥他们
代购，盲人们生病受伤他们照料……从最初的排忧
解难到而今的呵护陪伴，82岁的佟德禄说：“远亲
不如近邻，供电所离得近，有大事小情我们一个电
话，‘电亲戚’们保准就会出现在身边。”

从邱淑华家出来，杨迪和爱心团队成员来到
“盲人大院”的盲人活动室。墙壁上写有“2023年
新春慰问活动”的红色横幅，让这里“年味儿”十
足。一名志愿者掏出剪刀、推子，凭借老手艺为盲
人们理发。几名盲人坐在长长的条凳上，你一言
我一语地回忆他们与“电亲戚”的往事，怎么也唠
不完。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三伏天，有一家下水道
堵了，咱所的许刚一只手拿铁钩，另一只手戴上手
套伸到便池里面，硬生生给‘掏’通了。”73岁的矫
淑芬说。

“每年冬天一下大雪，我们还在睡梦中，一听到
外面哗啦啦的铁锹声，就知道是‘电亲戚’们扫雪
来了。”75岁的盲人大爷肖德仁说，不管雪下多厚，
从单元门出来肯定会有一条道；顺着这条道往外
走，指定就能到达小区门口……

61年间，“盲人大院”从平房变成楼房，盲人住
户从70余户减少至30余户，从年轻力壮变成垂垂
老者。“电亲戚”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每一批都
随叫随到，默默守护在盲人邻居身边。

下午4点左右，活动室的“2023年新春慰问活
动”临近尾声。杨迪像往常一样，紧紧牵着邱淑华
的手送她回家。独居的邱淑华说，她现在生活有
保障，“有了你们这些亲戚来走动走动，就能过个
好年，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

（新华社沈阳1月11日电）

点一盏心灯，暖一院人生
——“电亲戚”与盲人邻居的
第61个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