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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风起正清明，人们慎终追远，
缅怀英烈、致敬忠魂，汲取奋进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公安机
关共有 17526 名民警因公牺牲，其
中3745人被评为烈士。2023年，全
国公安机关又有253名民警、164名
辅警因公牺牲。

“你们的父辈勇于担当作为，甘
于牺牲奉献，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
铭记和发扬。”2023年 9月28日，习
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
读英烈子女回信，对公安英烈的崇
高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人民公
安队伍只有不断继承光荣传统、发扬
英烈精神、锤炼斗争本领，才能更好
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近年来，公安部大力弘扬英烈
精神，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公安英烈
及英烈家属抚恤慰问，出台一系列
爱警暖警措施，教育全警通过多种
方式学习英烈事迹，凝聚奋进力量。

2023年 11月 13日，首场“弘扬
英烈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公安英烈
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随后的46天里，巡回报告团先后赴云
南、浙江、湖北、广东、广西、河北、内
蒙古、新疆8个省（区）作巡回报告。

作为首次全景式展现公安英烈
事迹的专场报告会，9场饱含深情与
热泪的讲述给广大公安民警辅警带
来深刻的思想洗礼。

聚光灯下，去年烈士纪念日前

夕，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8名在读英烈子女之一
的黄海涛来到舞台中央。

黄海涛的父亲生前是山西省稷山
县公安局翟店派出所副所长。在他三
岁那年，父亲为了保护群众，被犯罪分
子引爆的手榴弹炸成重伤，壮烈牺牲。

“大家都说，我的爸爸是英雄，
当时年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牺牲
的人是我的爸爸？难道，英雄就是
再也见不到的人吗？”

后来，黄海涛考入了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成为一名共和国预备警
官。“我明白了英雄是什么，英雄是
当国家安全、人民安危受到威胁时，
冲在最前面的人。英雄是把对党和
人民无限忠诚高高举过头顶的人。”

他们把人民举过头顶，人民也
从未忘记他们。近年来，公安英烈
艾热提·马木提获授“人民英雄”国
家荣誉称号，吕建江、潘东升等5名
牺牲英模被评为“时代楷模”。

丰碑传颂故事，鲜花祭奠忠魂。
每年清明、烈士纪念日等，全国

公安机关广泛开展祭扫活动，组织
民警学警辅警到公安英烈纪念广
场、纪念园、纪念墙等进行祭扫缅
怀、瞻仰参观，通过敬献鲜花、默哀、
重温人民警察誓词等形式，表达对
英烈的追思怀念，致以崇高敬意。

烈士陵园内，雕像巍峨伫立，战
友们手捧鲜花，整齐列队。

“杨春，你已经走了5年了，我们

都特别想你。”
他是身患重病，却为工作3次推

迟手术治疗，牺牲在扫黑除恶一线的
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副局长
杨春。接过昔日战友的接力棒，蕉城
分局刑侦大队被命名为“杨春警队”。

“现在‘雪峰烈士园’已经建成
了，每天执勤前我们都会来这里点
名，你看看兄弟们的精气神多足。”

他是身负重伤仍死死抓住歹
徒，最终英勇牺牲的重庆交巡警杨
雪峰。重庆市公安局在石船公巡大
队建立“时代楷模”杨雪峰先进事迹
陈列室和“雪峰烈士园”，作为全市
公安队伍英模学习教育基地。

一次庄重的敬礼，声声誓言响
彻长空——

“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
事业，坚决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传承，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
“012642”“073158”，这是两个

被重启的警号。
“他好像没有走，始终在与我并

肩战斗……”佩戴“012642”警号的
女民警名叫索连红，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玉泉分局刑警大队
因公牺牲民警宝力格是她的丈夫，

“012642”正是宝力格生前的警号。
湖北省京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刘贵斌救人牺牲后，警号“073158”
由其子刘成传承。“当我走上父亲曾经

战斗的岗位，他奔涌的热血、担当的豪
情我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我的心愿就
是‘承英雄父亲遗志，做党和人民满意
的优秀人民警察’。”刘成说。

生命或许短暂，但精神之光永存。
在北京，民警高宝来牺牲后，北京

市公安局启动520个“高宝来爱民服
务岗”，护卫全市中小学生平安入校。

在河北，“时代楷模”吕建江的
战友们已经接过他的接力棒，在“吕
建江综合警务服务站”践行着“服务
群众永不下线”的誓言。

在湖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襄阳民警郑勇倒在防疫一线后，全
市组建90支“郑勇突击队”勇毅前行。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束
光，到一团火……千千万万个英雄
聚沙成塔，构筑成巍然耸立的中华
民族精神的大厦。

2024年 1月 10日，第四个中国
人民警察节，公安部举行公安英烈先
进事迹报告会。“我今年90岁，但我
觉得自己还年轻，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我还愿意和大家共同奋斗，矢志
不渝地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永做
人民的保护神。”“七一勋章”获得者
崔道植发自肺腑的话语，正是200多
万人民警察献身使命的真实写照。

恰如炬火，灿若星辰，更多的人
民卫士在公安英烈精神的鼓舞和感
召下，肩负党和人民如山重托，继承
英烈遗志，续写英雄荣光。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英 烈 精 神 照 耀 奋 进 征 程
——人民卫士继承英烈遗志续写英雄荣光

新华社记者 熊 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公布新一批世界地质公
园名录，中国增添6个“新成员”，拥有的世界地质公
园总数达到47个，位居世界第一。“说起世界地质公
园，中国无疑是‘冠军国家’。”教科文组织地球科学
和地质公园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托夫·范登贝格对新
华社记者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指引下，中国在地质公园建设中将保护与开发有机结
合，让造化神奇的地质遗迹焕发新颜，有效推动当地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建设高度契合，为
保护和利用好这一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贡献着
中国智慧和力量。

地质奇观享誉世界

长白雄东北，嵯峨俯塞州。
位于中国东北的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地

质公园“新成员”之一。它以第四纪火山地貌遗迹为
特色，还拥有独特的植被垂直分布带、丰富的野生动
植物资源，是海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

“长白山的火山和独特地貌，诠释了长达3亿至4
亿年的地质历史，”范登贝格说，“去年夏天，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评估人员和专家参观了长白山，留下深刻
印象。”

山横郭外清如洗，树接云间翠欲流。
位于中国福建的龙岩世界地质公园也被新列入世

界地质公园名录，它地处闽江、九龙江和汀江三江发
源地，具有梅花山大型复式花岗岩体、冠豸山丹霞地
貌、紫金山超大铜金矿等世界级地质遗迹景观。

教科文组织说，公园“提供了中国东南部地区在约
3亿年时间里构造演化的地质记录”。这里还拥有闽
西最集中的天然林，是华南虎、金斑喙凤蝶、南方红豆
杉、钟萼木等珍稀动植物的共同家园。

腾龙奇洞洞藏山，十里峡谷似画卷。
向西深入中国内陆，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地

质公园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清江水
系冲刷出险峻的地形，形成了以峭壁、幽谷、洞穴和暗
河为特征的二叠纪和三叠纪碳酸盐岩喀斯特地貌景
观。腾龙洞具有复杂洞穴系统，其中一个巨大洞穴内
竟然藏着一座山。

教科文组织如此评价：“该地质公园拥有举世闻
名的侵蚀和溶蚀地貌。”公园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容纳
超过4000种植物和500种陆生脊椎动物。

此外，地跨黄土高原干旱区和青藏高原高寒阴湿
区的甘肃临夏世界地质公园、拥有侏罗纪花岗岩峰林
的江西武功山世界地质公园，以及保存完好“兴义动
物群”化石的贵州兴义世界地质公园，也均被列入新
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名录。

3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18个世界地质公园“新成员”名单。
至此，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总数达到213个，分布在48个国家，其中中国
拥有47个，数量为全球之冠。

开发与保护并重

“颂造化之神奇，谋区域之长兴。”这是世界地质公园的发展理念。教科
文组织为世界地质公园确定四大要素，分别是具有国际价值的地质遗迹、促
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的管理方式、显示度和交流合作。

范登贝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不
仅保护地质遗产，也强调地质遗产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
关联。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教科文组织的这些理念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相通。

以龙岩世界地质公园为例，当地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原
则，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并举，让绿水青山释放出更大的发展
红利。

桂和村是闽西第一高峰狗子脑所在村，地处龙岩世界地质公园内的梅花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平均海拔1200米。村庄自然环境优越，生
态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到97.3％。

据村支书官子珠介绍，近年随着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政府加大了
生态保护和科普宣传力度，修通了旅游公路，大力推动生态种植业和生态旅
游业，“带火了村庄、充实了百姓口袋”。

恩施大峡谷-腾龙洞世界地质公园所处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力
推进“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区建设，各族群众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
饭”。

2023年，仅恩施大峡谷、腾龙洞景区接待游客就超过250万人，旅游直
接收入5.1亿元。这里吸引人的不仅有地质奇观，还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在
腾龙洞内打造的大型情景歌舞剧《夷水丽川》，将土苗文化与自然资源有机
融合，让观众身临其境地走进当地少数民族生活画卷。

2023年 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恩施实地评估。专家组专家阿兹米
勒·穆尼夫·本·穆罕默德·布卡里说：“公园建设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及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融合发展，引导原住民广泛参与红利分享，这是我们考察过的
全球最优秀的地质公园之一。”

在交流互鉴中进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地质公园构成一张全球网络，中国从中汲取了
营养，同时也将自身经验贡献给世界。

范登贝格说，地质公园的概念源于欧洲，很快就被中国吸纳接受。
“中国不仅重视本国的地质公园发展，同时与本地区的地质公园有着长
期合作”，泰国、印尼、日本、韩国的世界地质公园都从中国经验中得到
启示。

范登贝格还特别介绍，中国积极分享专业知识，每年在北京大学组织相
关的国际课程。“对我们来说，这是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能力建设和培
训方面的一个里程碑。我们需要评估人员来审核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
资质，许多评估人员来自中国，他们在利用专业知识帮助指导培训其他人，
同时也帮助我们管理网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次新晋的6家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均积极与国内
外知名的世界地质公园建立“姊妹公园”关系，开展经验交流活动，为各自进
一步发展寻找新思路。

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科普宣教负责人张荣杰说，长白山世界地质公
园在与伊朗和摩洛哥世界地质公园等交流过程中，学习了如何打造好
产品以及做好推广等方面经验。恩施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世吉说，恩施大峡谷已分别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墨西哥铜峡谷等
结为“姊妹峡谷”，中外同行在经营方式和民族文化等方面开展了较多
交流。

来自龙岩世界地质公园的“紫金山绿色矿山建设案例”，在2023年被写
入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相关出版物，向全球展示了绿色矿山发展
与地质遗迹保护并举的创新实践与成效。福建紫金矿业集团紫金山金铜矿
矿长赖桂华说，绿色矿山经验已被复制到集团在南美、非洲、欧洲等地的矿
山建设中，成为当地开展国际交流的一张“名片”。

范登贝格说，教科文组织正持续与中国开展合作，共同支持在非洲等地
区建立世界地质公园。

“目前亚洲一些国家还没有世界地质公园，比如老挝、柬埔寨，还有一些
国家对世界地质公园的概念知之甚少，”范登贝格说，“我们希望借助中国的
专业技术和知识优势，在相关地区推广这一概念，那将是一件好事。”（记者：
黄堃、徐永春、秦宏、谭元斌、金津秀、宋心平）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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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后代、死
难者遗属、学生代表等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清明祭仪
式，祭奠遇难的亲人、同胞。

4 月 3 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清明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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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4月3日电（记者姚
子云）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
截至 4月 3日 10时统计，3月 31日

开始的风雹灾害造成南昌、九江等9
个设区市、54个县9.3万人受灾，死
亡7人，紧急避险转移552人，紧急

转移安置 263 人。本轮灾害，导致
农作物受灾5.7千公顷，倒塌房屋12
户 44 间，严重损坏房屋 80 户 192

间，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
江西省气象局提醒，公众应避免

在雷暴大风、雷雨时段外出，远离高
耸物体和金属结构，室内躲避时，避
免靠近门窗；强降水期间避免进入
涵洞、地下通道等积水处。

受本轮强对流天气影响 江西7人死亡超9万人受灾

（上接第一版）“荒山披锦绣，沙
漠变绿洲”，习近平总书记谈及我国
绿化成就时说。对此，塞罕坝机械
林场场长于士涛有着切身体会——
塞罕坝机械林场位于河北省最北
部，曾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
的荒漠沙地。如今，百万亩人工林
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色林海，为京津
冀区域筑起一道坚固的生态屏障。

于士涛表示，经过多年探索，塞
罕坝总结出了一整套攻坚造林技术
规范，为国内其他地区开展人工林
繁育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要按照
总书记要求，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
绿化，围绕造林绿化再攻坚、森林抚
育再提质，今年要通过营林、造林建
设混交林2万亩，提高树种多样性，
实现林场的良性发展。”于士涛说。

今年是新中国植树节设立45周
年。植树节当天，湖南省江华瑶族
自治县600余人在涔天河镇开展植
树活动，种植树苗万余株。

涔天河镇动员全镇24个村（社
区）参与到义务植树活动中，镇党委
书记周昌武说：“总书记指出，我国
缺林少绿问题仍然突出，森林‘宝
库’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我们将
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对沿岸森林景
观进行精准提质改造，持续推进涔
天河库区沿岸生态走廊建设。”

贵州省是我国石漠化综合治理
的主战场之一。在贵州省关岭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皇竹草、紫花苜蓿等

牧草既是治理石漠化的“良药”，也
是当地养殖牛产业发展的基础。

“总书记指出，增绿就是增优
势，植树就是植未来。”关岭县林业
局副局长黄永康深受鼓舞。近年来
关岭县通过种植花椒、牧草、枇杷等
多种项目结合，既降低了全县石漠
化率，也让群众增收受益。“我们全
县海拔1200米以下的公路沿线、北
盘江沿岸，种植了以花椒为主的经
济林，要不断做大产量、提质增效，
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黄永
康说。

“绿化祖国要扩绿、兴绿、护绿
并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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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国土绿
化、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指引。

在重庆市涪陵区的一处薄壳山
核桃果材两用丰产示范基地，一棵
棵薄壳山核桃树迎风挺立。这几
天，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木本油料育
种与培育团队副研究员常君经常一
大早就来查看苗木长势。

“如果顺利，再过半年多就能见
到成熟的杂交子代果实了。”常君对
下一步发展充满信心，他和团队研
究的薄壳山核桃树种既能产出经济
价值高的优质坚果和高档食用油，
还能用于园林绿化和高档木材供
给，并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千里之外的小兴安岭，冰雪正
在消融。今年4月1日，黑龙江重点
国有林区迎来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
性采伐十周年。

“林区停伐后，生态环境改善，靠
着发展生态康养旅游、林下经济等，
林区人日子越来越好。”伊春市林业
退休职工刘养顺在家门口开了一家
农家乐，林区的山野菜等林下产品日
益受到游客青睐，收入连年增长。眼
下，他正忙着准备食材、打扫房间，为
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做准备。

春日天干物燥，易引发森林火
灾。在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麟潭
乡，乡党委副书记邓小勇与几位村
民正逐户走访宣传森林防火。

崇义县森林覆盖率达88.3%，是
江西省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试点地区
之一。通过探索碳汇交易，森林成
了村民手中的“金饭碗”。“宣传森林
防火以往是干部的任务，现在是干
群共同的责任。”邓小勇说，按照总
书记要求，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做好
防灭火工作，就要筑起群管群防“防
护墙”。

祖国北疆，绿色长城“三北”防
护林工程绵延万里，重点治理区实
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
是国土绿化的主战场，要把更多力
量集中到‘三北’工程建设上来，筑
牢北疆绿色长城。这为我们打好

‘三北’工程攻坚战指明了方向、鼓
足了干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
局局长刘冰说，要全面实施区域性
系统治理项目，坚持科学治沙，加强
联防联治，努力把祖国北疆这道万
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
的努力，绿化祖国要人人尽责。

从线上预约到线下植树，再到
线上领取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
书……在北京，市民通过线上线下
融合的方式，便能就近参与义务植
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高大伟
介绍，北京持续丰富义务植树内涵，
推出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认种认
养、志愿服务等8大类 37种义务植
树尽责形式。

“今后，我们将按照总书记提出
的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创新尽责形
式等要求，开展义务植树进社区活
动，引导居民参与所在小区、自家阳
台和屋顶绿化的设计、建设和管理，
助力花园城市建设。”高大伟说。

“全民植树增绿，共建美丽中
国，是总书记的明确要求。”当天在
现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北京市通
州区潞城镇后榆村驻村第一书记王
辉说，“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村党支部积极组织村民开展
植树造林、村庄环境卫生整治等活
动，将逐步提升村庄环境，为美丽中
国建设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