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20万尾子二代中华鲟放归长江
3月 28日，20余万尾子二代中华鲟在湖北省宜昌市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

回归长江。本次放流活动由农业农村部，湖北省委、省政府，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据悉，2024年，农业农村部将组织放流中华鲟100万尾
以上，为历年来放流数量之最。图为中华鲟放流活动现场（无人机照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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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共筑守牢生态安全底线
省人大常委会2024年公益诉讼江西行活动正式启动

3 月 28 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2024年公益诉讼江西行启动会暨协
调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省人大常委会
今年公益诉讼江西行活动主题为“守
牢生态安全底线”，将推动全省检察
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尽责，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江西建设。

将公益诉讼制度优势
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
进公益诉讼工作的部署，省人大常委
会于 2022 年作出了《关于加强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并以贯彻实
施决定为契机，在全省创新开展了公
益诉讼江西行专题监督行动。行动
开展两年以来，省市县三级人大与检
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政府相关部门
联动，围绕“为百姓健康筑牢防线”和

“守住耕地红线”主题，坚持同题共
答、同向发力、同轴共转，共同推动专
项行动走深走实。

据了解，在 2023年的行动中，全
省检察机关针对耕地保护领域突出
问题立案 1840件，督促挽回、复垦被
非法改变用途和占用的耕地 3.67 万
余亩，其中有 25 件入选最高人民检
察院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建立行
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 52

项，运用“检察建议+调研报告”办案
模式，向党委、人大、政府报送专题调
研报告 61 份，推动健全完善相关行
业、领域治理体系，切实将公益诉讼
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在总结前
两年行动经验的基础上，以“守牢生
态安全底线”为主题开展公益诉讼江
西行活动，促进相关部门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多要素保护与治理，完善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
作机制，切实推进新时代我省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工作。

聚焦山水林田湖草沙
多要素保护与治理问题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江西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
2024 年公益诉讼江西行活动的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聚焦人民群
众关注的长江、鄱阳湖等山水林田
湖草沙多要素保护与治理问题，《方
案》从前期准备阶段（2024 年 2 月至
3 月中旬）、组织实施阶段（2024 年 3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总结深化阶段
（2024 年 8 月中下旬）、听取和审议
报告阶段（2024 年 9 月）、跟踪督办
阶段（2024 年 10 月至 11 月）等五个
具体工作时间节点来落实，以检察
公益诉讼为抓手，推动全省检察机
关、审判机关和政府相关部门持续

整治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
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今
年公益诉讼江西行活动聚焦人民群
众关注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多要素保
护与治理问题，注重贯彻落实国家关
于长江大保护的战略部署，注重鄱阳
湖及其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重点包括水环境保护修复、林地和湿
地保护修复、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土
壤和耕地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内容，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
线，不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工作
重点，省检察机关决定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为期一年的鄱阳湖流域水生态
环境保护、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检察公
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并持续深化耕
地保护监督，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管
护、“白色污染”治理一并纳入专项整
治内容。全省市县两级检察院将立
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开展特色“小
专项”活动，加大公益诉讼办案力度，
助推当前突出的生态环境保护顽疾
得到有效解决，服务保障污染防治攻
坚，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全媒体记者 胡燕梅）

打好蓝天保卫战
南昌交出亮眼“成绩单”

3月28日，记者从南昌市召开的打好蓝天保卫
战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南昌市优良天
数比率达 92.3%，较上年提升 6.5个百分点，实现历
史最好成绩。PM2.5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PM10
年均浓度为 57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连续 6年稳
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主要指标在中部六个省会城
市中排名第一。

据了解，南昌市创新多项举措打好蓝天保卫
战。依托“南昌智慧环保”大数据平台，整合了 678
路监测监控资源，覆盖 5337个大气污染源，实现了
对污染排放的精准掌握和动态管理；创新建立了

“平战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制，按照气象条件
和空气质量状况，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分为“平时
减排、战时管控、修养提升”三个时期，根据不同时
期的重点工作任务，实行差异化管理。

在治理手段上，一方面，南昌市对全市700余家
涉气企业开展大气污染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积极推
动重点企业开展废气深度治理，并谋划实施了一批
重点工程减排项目；另一方面，构建了“天地车人”
一体化移动源监管体系，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
登记和在用柴油车抽测，达标率显著提升。

经核算，“十四五”以来，南昌市累计减排氮氧
化物 6746吨、挥发性有机物 2075吨，提前 2年完成

“十四五”减排目标。
（全媒体记者 章华）

3月28日，记者从江西省卫生健康
委获悉，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强健康促
进与健康教育，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稳步提升。

据了解，江西以建章立制为抓手，
大力优化卫生服务体系。2020 年，省
卫生健康委等 17个部门印发《健康知
识 普 及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20—2030
年）》，推进“两库一机制”建设；在全国
率先成立健康科普资源库，涉及主要
健康主题 2850个；组建省级健康科普
专家库，印发管理办法，组织专家开
发、审核健康科普各类产品；建立医务
人员开展健康教育激励约束机制，
2024年，江西出台《关于深化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首
次将科普作品纳入业绩成果代表作参
加评审，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参与健康
科普的积极性。

2012年至今，江西累计投入 2.2亿
余元财政资金开展健康素养促进行动，
通过实施健康中国行、健康科普、居民
健康素养监测、健康促进场所建设、重
点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等项目，有计划
地开展健康科普宣传，为群众提供更加
精准规范的健康教育服务；同时，大力
建设健康环境，全省共建设健康县（区）
41个、健康促进医院192家，健康社区、
健康村、健康企业、健康机关、健康学
校、健康家庭等超18万个。

此外，江西还注重加强健康科普队
伍能力建设。2012年以来，江西持续推
进健康教育专业机构能力建设，开展健
康教育骨干培训班，累计培训4.8万余人
次，不断提高健康教育服务的专业性和
可及性；累计在全省开展健康科普讲座
7.8万余场、义诊巡诊3.4万余场。

（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嘉）

江西不断加强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
2012年至今已累计投入2.2亿余元开展健康素养促进行动

3 月27日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
布，武功山成功入选世界地质公园。这是
江西省此次入选的唯一景区。目前，我省
获评世界地质公园的景区增至4个，分别
为庐山、龙虎山、三清山、武功山。

武功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萍乡、
宜春、吉安三市交界处，地处罗霄山脉
北段，面积为 1470.82平方公里。该区
域拥有近300处地质遗迹，以花岗岩穹
隆、高山草甸、峰林、瀑布、环状温泉链

为主要特色。由于特殊的大地构造位
置，武功山花岗岩穹隆的形成和发展
完整地记录了华南中生代以来多期的
构造——岩浆演化历史，因此，具有重
要的国际对比研究价值。

相关专家表示，此次成功入选，将
极大增强武功山的国际影响力，从而
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地质学家前来
旅游、考察和研究。

（全媒体记者 胡燕梅）

武功山入选世界地质公园
我省世界地质公园增至4个

记者 3月 28日从中国船舶工业行业
协会获悉，今年 1 至 2 月份，我国造船完
工量达82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95.4%。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当天公布的
全国船舶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1至 2
月份，全国新承接船舶订单量达 1520万
载重吨，同比增长64.4%。截至2月底，手
持船舶订单量达 1.49 亿载重吨，同比增
长31.3%。

数据显示，中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
场份额保持领先。1至 2月份，我国造船
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
世界市场份额的56.5%、69.5%和56.1%。

1 至 2 月份，我国船舶出口金额为
67.9亿美元。其中出口船舶占全国造船
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手持船舶订
单量的比重为92.5%、90.7%和91.8%。

（据中新网）

前2月我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