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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将绿化任务向“三北”地区倾
斜，仅 2024 年全省 300 万亩营造林任务就有
265万亩在“三北”工程区，70万亩种草任务工
程区占97%。

“我们结合国土‘三调’数据、‘双重’工程
可研剩余任务情况，制定六期工程建设空间和
任务量，并按不同区域功能定位，以县为基本
单位，将全省‘三北’工程区分为核心攻坚区、
协同推进区、巩固拓展区，科学实施人工造
林、退化林和退化草原修复等工程措施。去
年至今全省累计完成营造林 575.97 万亩，其
中‘三北’工程区完成 501.2万亩。”省林草局
副局长杨冠军介绍。

科技支撑，创新求变
绘出彩色画卷

在偏关县直接汇入黄河的杨家川河流域，
7000多亩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项目地，油松、
山桃、山杏尽展枝叶，恰似一抹青翠镶嵌在河
岸边。偏关县是黄河“几字弯”北部生态修复
重点区。经过“三北”工程建设，偏关在荒山秃
岭间筑起了 110公里的防护林带，生态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

在“三北”工程建设中，我省坚持把强化
科技应用作为重要支撑，在干石山区开展爆
破整地、客土造林，在黄土丘陵区实施径流整
地、抗旱造林，在风沙区推广阴坡堵风、集水
造林，组装形成 20多项集成技术，在被专家视
为“绿化禁区”的困难立地上创造了一个个生
态奇迹。

作为沿黄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地区，20 世
纪 70 年代起，永和县接续奋战，探索运用
PVC 管输土回填、索道运送苗木等技术，在
石质山区困难地造林 74 万亩，把荒山沟变
成绿水青山，被称为三北防护林生态教科
书，永和县也成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保护
样板县。

循道而行，方能致远。46年来，我省依靠
科技开展实验性退化林修复，在晋北沙区开展
杨树退化林更替修复，进行以杨改杨、以针改
杨、以阔改杨和针阔灌综合改造等探索和研
究，逐步形成符合当地气候条件立地条件的生
态防护林体系；在晋西北开展柠条退化林修
复，重点对原生柠条灌木实施平茬复壮、带状
补造等措施，形成乔灌立体配置模式；在中南
部黄土丘陵区开展刺槐退化林修复，以择伐改
造等方式，构建针阔混交、密度合理的生态防
护林；在太岳山、中条山等晋南地区开展栎类
多代萌生退化林修复，通过人工促进天然更
新、补植补播等措施，并对实生幼苗进行除草
抚育、抑灌抚育等辅助管理措施。国家林草局
推广了我省退化林分修复经验，并在杨树林局
成立三北防护林科技中心作为国家级长期科
研基地。

清晨，临县生松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
社社员王明喜和伙伴们又踏上通往山崖边的
路，“一人一天能挖四五十个坑，坡有六七十
度，还有八九十度的。我们靠手脚爬能上得
去，但苗子得用无人机。”随着“三北”工程建
设开展，临县先后成立 291个造林合作社，王
明喜所在的合作社是当地成立最早、实力最
强的造林合作社之一。曾经的贫困户，成了
经验丰富的植树人，用汗水换来了家乡荒山
秃岭变绿。

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离不开

各方参与、合力攻坚。我省积极探索新机制、
新模式，在全国率先提出并推行了专业队造
林、工程化管理机制，创新置换式、购买式、开
发式造林绿化等机制，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工程
建设，发挥省直林局人才和技术优势，以“一局
联三县”的办法造林护林，形成了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局地合作、共建共享的格局。

聚焦民生，统筹施策
谱出金色乐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兴绿，就是要注重质
量效益，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
径，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
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
一。”

我省“三北”工程区坚持治理致富并重、增
绿增收并举，依托工程建设适度发展经济林
果、沙漠旅游、新能源等绿色产业，“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鲜活故事层出不穷。

6月初的朔州市朔城区清河寺村稻田里，
人工和机器同步插秧，一片繁忙。不远处，繁
育好的蟹苗正等着进入稻田。这里以前是盐
碱地，如今成了生态田，都和“身旁”三北防护
林有关。朔州市以每年30万亩的速度，推进国
土绿化工作，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时不足
1%提高到 15.2%，固住了风沙，为盐碱地变良
田提供了最基本的环境支撑。

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三北”四期、五期工
程，加快了杨树林局国土绿化步伐，勾勒出雁
门关内外的绿色地图。“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的同时，我们探索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一方面，吸收农民参与造林、管护以及羊
肚菌等林下经济创收；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草
种产业发展，建成全省最大的扁穗冰草、无芒
雀麦千亩标准化草种繁育基地。2023年，仅草
种和鲜草创收 300万余元，真正实现了绿富同
兴。”杨树林局局长王晓林表示。

在“三北”工程推进过程中，我省坚持把
工程与生态扶贫、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
逐步探索出适宜本土生长的特色经济林产
品和林下经济产业，将其作为调整农村产业
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涌现出一
批经济林发展大县，形成了晋南以红枣、苹
果为主，黄河沿岸以红枣为主，北部以仁用
杏、沙棘为主，核桃遍布工程区的经济林基
地，累计带动 100多万农民实现增收，部分县
农民林果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50%以上。昕
水河流域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更是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黄土高原地区生态
治理的“教科书”。

按照规模化布局、园林化设计、景观化配
置、森林化管理的建设理念，我省沿环城水系、
城郊荒山构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和景观生
态园区，把防护林建设与构建环城森林公园
相结合，把生态建设与森林旅游相结合，增绿
与增景统筹推进，在城市周边建成了大量的
森林公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绿色多样的生产
生活环境。

46年来，我省推进“三北”工程建设的脚步
从未停歇。今后我省将突出服务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科技为先导、以
管理为保障、以创新为引领，努力把“三北”工
程打造成样板工程、示范工程、引领工程，筑牢
祖国北疆的绿色长城。

据《山西日报》

逐绿奋进 筑牢绿色长城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谋划部署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
历史性成就。

新征程上，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
原创性论断，指明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的前进方向

夏日的新疆，风景如画。各族人民在这片辽
阔的土地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2014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片热土，
从南疆重镇喀什到首府乌鲁木齐，深入乡村、企
业、部队、学校等调研，行程满满。

同年 5 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
开，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后召开的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坚持打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

2017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

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开创性提出“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2021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到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纲”的高度，强调“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2023年，在内蒙古考察和在新疆听取工作
汇报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
主线”；

……
从世界屋脊到天山南北，从西南山寨到塞北

草原，习近平总书记同各族群众广泛交流，倾听
他们的心声，共话民族地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在内蒙古赤峰市河南街道马鞍山村，走进四
世同堂的“多民族之家”，指出要“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宁夏，指出“中华
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在贵州，强调“中
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在西藏，指出“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同
舟共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2023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

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
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我们党坚持‘两个
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
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
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

思想的火炬，照亮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巩固和拓展
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指明了党
的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
新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
抓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日新月异，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翻开新篇章。

聚焦主线，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
5G信号覆盖全乡、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走进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一
步跨千年”的独龙族群众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步
入小康。独龙江乡巨变，正是近年来民族地区实
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多措并举不断增强民族地区发展能力，各族
群众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立足实际闯出增收
致富路，幸福生活蒸蒸日上。

心手相牵，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
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称号的浙

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生活着多个民族的
居民。近年来街道不断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体系，打造红石榴志愿服务矩阵，各族群众共商
共建美好家园的画面跃然呈现。

从邻里节百家宴，同吃一桌饭、同感民族情，
到“村BA”赛事，打造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
融的新载体，各地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抓手，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断巩固，民族团
结之花处处绽放。

民生为本，各族群众生活迎来新飞跃——
走上柏油路、喝上自来水、住上安居富民房

……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给新疆各族群众生活
带来了更多便利。

在雪域高原，“电力天路”编织起一张张安全
可靠的“光明网”“民生网”；在黑龙江大兴安岭，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注入动
能；在内蒙古草原，乌兰牧骑为各族群众送去惠
民文艺表演……一项项民心工程、一件件惠民实
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植根心田。

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不断焕发新活力——
北京西长安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

物古籍展吸引八方来客。展厅内，铜鼓、箜篌、马
头琴的千年回响，汇聚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万千气象。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
凝聚为一体，文化认同始终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以文结缘、以艺聚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建设更加有形有感有效，中华文化焕发新活力。

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
也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激励全国

各族儿女满怀信心，踏上新征程。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
线，新征程上，一幅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宏伟画卷徐徐铺开。

做好新征程上的民族工作，必须协同推进各
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共建共享中国式现代化——

仲夏时节，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麻
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热闹起来，独具特色
的田园风光与乡土文化相结合，吸引游客前来打
卡体验。乡村振兴不仅扮靓了村子，更让村民的
日子红火起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
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掉队。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也
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源。

面向未来，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让
各族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
在身边。

做好新征程上的民族工作，必须着眼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

不久前，聚焦“闽宁协作 山海情深”的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体验项目亮相位于北京西单商圈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漫步其中，人们可以
领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气度神韵。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
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走进校园，引导青年
学生树牢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实施红色
基因传承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等，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性，强化共同价值、弘扬中华文化，不断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做好新征程上的民族工作，必须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凝聚各民族携手奋进的强大
合力——

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实现。

“各民族群众和睦融居、和衷共济、勠力同
心，汇聚起了守边卫国的磅礴力量……”2023年
举行的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
位授牌活动，生动讲述了广西尖峰岭国防民兵哨
所党支部书记陆兰军等“中国守边人”的故事，令
人动容。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
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
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面向未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
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人心凝聚、
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
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必将汇聚
起各民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新华社北京电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述评

新华社记者 王琦 范思翔 王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