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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法律制度刚性约束作用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全国人大常委会 25 日召
开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第
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启动水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发挥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作
用，推动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
问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
　　栗战书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引领和推动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今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就生态文明建设再
次发表重要讲话，体现了党中
央毫不动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强大决心。要全面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推动各国家机关和
全社会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定力，探索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
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栗战书强调，在污染防治
攻坚战中，碧水保卫战是必须
啃下的一块硬骨头。开展水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具体行动，也是常委会 2019
年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深
刻认识、准确把握这次执法检
查的重要意义和目标任务，抓

住重点，以点带面，重点检查
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情
况，检查政府法定职责落实情
况，检查法律制度贯彻实施情
况，推动水污染防治法全面有
效实施。要切实增强执法检查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要严格
依法履行职权，切实担负起法
定职责，敢于动真碰硬，真正
形成监督的压力。二要坚持问
题导向，对照法律查找和分析
问题，找准抓住影响法律实施、
制约工作发展、损害群众利益
的突出环境问题，对症下药，

切实推动解决。三要探索有效
的工作方式方法，引入第三方
力量，增加随机抽查比例，完
善重点污染源“清单式”抽查，
使执法检查更具力度、更有实
效。四要坚持求真务实、不务
虚功，深入基层一线了解实际
情况，听取基层声音，努力提
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国务委员王勇代表国务院
介绍了贯彻实施水污染防治法
情况，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人
介绍了前期工作情况和检查工
作安排。

　　五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
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历
史性访问并发表重要演讲，全
面深刻地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
的理念。五年来，“文明交流
互鉴”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路径。在习主席刚
刚进行的欧洲三国访问中，古
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文明交流
互鉴再发新枝、再放异彩。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演
讲中强调，文明是多彩、平等、

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
交流互鉴的前提。他最喜欢做
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
不同文明。
　　自 2013 年以来，几乎每
次重要出访，习近平主席都会
以署名文章、演讲、参加活动
等形式，精当引用中外典故，
弘扬文明交流互鉴。
　　在习近平主席今年首次出
访期间，中意两大文明古国签
署了多份合作文件，推动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以及人文领域的
交流合作。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赠送
《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时特
别强调，《论语》曾影响了孟
德斯鸠和伏尔泰等人，为法国
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
启迪。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在
看待不同文明交流的前景时产
生了深深的疑惑和迷惘，有的
甚至在看待不同文明时陷入了

抗拒与冲突。对此，习近平主
席始终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合作应
对挑战。
　　五年前曾现场聆听习近平
主席演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前总干事博科娃也表示，演讲
中传递的文明包容的理念对世
界和平和稳定产生了深远影
响。
　　自 2013 年 3 月在莫斯科
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命运

共同体”以来，习近平主席在
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深入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表达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
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
赢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
经屡屡被写进联合国重要文
件，在多样文明际会的地球上，
中华文明在“和而不同”思想
之源的启迪下，以“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思想赢得世界的认
同。

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合作共赢和平发展 

　　3 月 28 日 晚， 纪 念 西
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主题晚
会——《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举
行。
　　晚会分为人民的选择、雪
山春潮、起航新时代和恩重如
山四个部分。包括藏族艺术家
才旦卓玛、降央卓玛在内的
1300 多名演职人员参与了演
出。1500 多名现场观众与守
在电视机前的西藏各族群众，
共同追忆了 60 年前的苦难与

解放，唱响了西藏进入新时代
的强音。
　　晚会伊始，拍摄于旧西藏
的历史图像出现在舞台上。70
岁的观众强巴忍不住抹起了眼
泪：“从前家里交不起人头税，
母亲只好把我送去寺庙抵债。”
后来，他逃到了拉萨流浪，民
主改革的消息不久后传来。
　　79 岁的观众普泽仁 1959
年主动参军，并直接参与了日
喀则解放农奴的土地分配等工
作。

　　“老百姓对民主改革没有
不拥护的。”普泽仁说，“从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到 1959
年民主改革，西藏老百姓看了
8 年，想了 8 年，比了 8 年，
最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民主改革后，强巴接受了
教育，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
“今天的节目让后辈们看到了
过去的苦难生活，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现在的好生活，我的经
历便是最好的证明。”
　　从“献完青春献子孙”的

“老西藏”，到用生命铺就“天
路”的铁路人，再到将青春献
给高原的当代西藏建设者……
晚会用生动的歌舞和历史画
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60
年间为推动西藏发展做出的牺
牲和努力。
　　“先辈的付出让我心怀感
恩。”参与演出的西藏大学医
学院大一女生扎西德吉说，
“以前的女性到我这个年纪就
没有机会读书了。如今，我们
拥有了广阔的平台，可以自由

追梦。”
　　60 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舞台上接续上演：不断延伸
的路网、不断翻新的家园、生
态环境的改善、脱贫路上的喜
悦……
　　“西藏发展已经进入了新
时代，我要一直唱下去，为新
时代歌唱！”82 岁的藏族艺
术家才旦卓玛动情地说。

西藏举行纪念民主改革 60周年主题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