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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
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5 日公布，连日
来，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
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大家
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的法律基石，宪法因时而发展、因势而完
善，将更好适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需
要，进一步引领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
障党和国家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行
稳致远。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

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征程。吉林长春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盛美军说，党中央对宪
法修改的高度重视，让大家感受到坚定不
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坚定决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
展而不断完善发展，是我国宪法发展的
重要特点。历史证明，凡是宪法修改和
实施得好的时候，法治就能发展进步，党
和国家就能在法治轨道上不断前进。反
之，人民利益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损
失。”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察雅县委书记任
厚明说。

福建省莆田市政法委副书记廖仁喜
表示，随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国家社会的大

发展、大变革也体现在法治建设面临的
新问题和新挑战上。宪法作出适当修改
恰逢其时，将有效契合全面依法治国面
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为继续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打好基础，筑牢新
时代治国安邦的“定海神针”。

“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建议，立足新
的历史方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开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
的重大举措和郑重宣示，充分展现了我
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清
醒认识、坚定自信和高度自觉。”河北省
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肖可义激动地
说，宪法不断发展进步，必将保障新时代
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新高度
宪法建设和法治建设紧密结合，是推

进国家法治化“换挡提速”的根本保障。
贵州省务川县委副书记刘进表示，

党中央的宪法修改建议，吸收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各方面的新经
验、新成果，对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战
略部署、发展方向、改革决策等都具有非
凡的意义。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
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宪法与时俱进，
就是要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以实现。

“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
会主义法治’，一字之变，蕴意深远。”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我国的法治
建设是囊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
的动态整体建设，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飞跃。

将国家法治建设最新成果写入宪
法，打造新时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建设的法律指南。

“对地方立法权的完善，是宪法修改
建议的一个亮点，更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识。”辽宁大
学法学院院长杨松表示，党中央对法治建
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不断完善的整体要求，必将进一步
推动我国法治软硬实力同步提升。

成都市锦江区纪委监委转隶干部王
凉说，明确国家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充
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
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保证国家的立法、行
政、监察、司法等公权力在宪法框架下和
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党中央的修宪建
议，体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精神，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

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

也在于实施。
“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时期，修改宪法是为了
更好地实施宪法，让宪法成为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保障。”西南政法大
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莫江平说，新时代
的各项事业建设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成
果作为指导，宪法修改完善，会让经济社
会等方方面面更有法治保障。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常务副区长管雪
表示，近年来，党中央以上率下、带头尊崇
和执行宪法，用具体行动指明了依法治国
首先是依宪治国的方向。“基层党员干部
更要努力落实宪法精神，强化法治思维，
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
护，依靠人民源自肺腑的信仰。只有全社
会都自觉将宪法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才能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在法治轨道上
不断前进。

浙江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中
毅表示，人民法院将发挥普法先锋作用，
利用修改宪法这一契机在广大干部群众
中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弘
扬宪法精神，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
意识，把全面依法治国推向新境界。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党中央修改宪
法的建议顺应党心民心，要推动宪法实
施，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为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筑牢法治之基。

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宪法根基
——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新华社记者

“去冬今春，维西县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这得益于森林防火
宣传进村入户，入脑入心。”维西县森林公安局在日前召开的推进

“森林维西建设”会议上说。
诚如斯言，去年冬季以来，维西持续干旱，森林防火形势十分严

峻。维西县森林公安局将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及时制
定了《“严管野外火源、严查森林火案”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民警脱休、
脱皮、脱家，全身心投入“严管野外火源、严查森林火案”专项行动。

维西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抓住乡镇“赶街天”群众相对较为集中
之际，通过发放防火宣传资料、面对面向群众讲解森林防火知识、巡
逻播放《森林防火条例》等方式，积极开展森林防火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做到防火宣传不留死角。据统计，去冬今春，维西县森林公安局
向群众发放宣传单9000余份、张贴标语1200余条、悬挂大型宣传横
幅19条。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顺和） 日前，香格里拉市金江镇仕达村巴
迪村民小组请来中药材种植专业村“杵峰村”的中药材种植高手和
新民师傅在村里开展技术培训，农户积极性很高，踊跃参加培训。

培训中，和新民师傅手把手的传授了各种中药材种植技术规
范，并对消毒、施肥、用药等重要环节进行了细致讲解，参加培训人
员通过认真听、实际动手，基本掌握了各项技术。这次培训不仅为
巴迪中药材产业发展打下了技术基础，更增强了发展中药材产业的
信心和决心。

据悉，仕达村巴迪村民小组有农户71户，251人，有精准贫困户
13户，贫困人口43人。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巴迪村民小组在道
路、饮水、住房、网络建设等方面得到很大改善，特色产业也有所发
展，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增加，但产业规模化程度不高，产业优
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为了发展好产业，走产业脱贫的路子，在金江
镇党委政府和仕达村挂包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仕达村“三委”和扶贫
工作队积极探索产业发展道路，根据仕达村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
在巴迪村民小组发展中药材产业来助推脱贫攻坚。目前，该组已购
买云木香等中药材种子200公斤，建立中药材种苗基地20亩，能充
分满足巴迪组中药材产业的种苗供应，中药材种植也初具规模，巴
迪村民小组部分农户已经见到了经济效益。

“维西县城不仅变大了，而且变得美丽
迷人了。”今年春节，在北京工作了8年的李
福莲女士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维西县城
保和镇，刚下车，眼前的变化令她惊叹不已。

是啊，5年来，维西县城从不到2平方公
里扩展到6平方公里；从两条主要街道发展
到8条主要街道；从小坪街“三棵树”三棵槐
树发展到现在的见缝插绿、绿树成荫、四季
花开不断；从没有一个公园发展到现在的5
大公园。

这个春节假期，李福莲女士饱览了维西
的秀美山川，品尝了糯山药、稻田鸭大米、百
花蜜等绿色食品，欣赏了阿尺目刮、神川热
巴、大词戏等民族民间歌舞。离开维西前，
李福莲女士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只
要有时间，我就回维西度假。”

伴随着建设生态文明的铿锵步伐，感应
着时代前进的脉搏，维西县委、县政府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时的重要指示
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为指引，全面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把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立县之本、发展之基来
抓，做好保护生态环境“加减法”，争当生态
文明排头兵，走出一条生态建设产业化、产
业发展生态化的绿色发展路子，护“三江”清
水向东流，横断山中的绿宝石放射出新时代
耀眼的灿烂光芒。

增绿添秀做“加法”
倾全县之力建设生态文明，做好“加

法”，增绿添秀，是维西县委、县政府的号
召，同时是16万各族干部群众的行为自觉。

“青山怀抱，绿水长流；城镇宜居、村容
整洁、庭院花香；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是
对维西县创建生态文明“增绿行动”的真实
写照。

全民做生态“加法”，收获累累硕果。近
年来，维西县以项目为支撑，全面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大力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白马
雪山自然保护区保护、退耕还林、石漠化治
理、陡坡地治理、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等工
程；扎实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太阳能、沼气池
等能源建设工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建设
森林维西”行动。生态文明建设助力脱贫攻
坚，实现新一轮退耕还林脱贫一批、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脱贫一批、建档立卡户生态护林
员脱贫一批、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
林员脱贫一批、发展林产业脱贫一批“五个
一批”脱贫目标。到2017年，维西县森林覆
盖率达到76.2%。

以人民为中心，改善人居环境。2015
年以来，维西县结合开展精准扶贫和棚户区
改造工程，按照“城市园林化、农村水墨画”
的规划目标，认真开展农村“七改三清”工程
和城镇“四治三改一增一拆”行动，精细化打
造省级园林县城，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城区绿地面积达60公顷，绿地率达23%，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8.7 平方米，宜居宜游宜
业新维西秀美画卷奔来眼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人养树、树养人”的传统文化经久不息地
流淌在维西各族群众的血管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傈僳族歌舞阿尺目刮从远古
走来，奏响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音符；天
籁之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古典
歌舞神川热巴舞动的就是尊重大自然、顺
应大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乐章。迈进新
时代，维西县委、县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完善政策保障机制，修编生态文明县建
设规划，制订生态文明县建设规范性文件，
出台《维西县生态文明县建设实施方案》；
完善资金保障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走多
元化投入路子，加大争取国家重点功能区
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
入，改善民生；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生
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年度目标考核中的
权重，在全县各级评优创先活动中严格实
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全县各级各部
门结合开展“法律七进”行动、“迪庆精神”
宣讲和最美城镇、最美乡村、最美家庭、最
美人物“四美”创建评选活动，大张旗鼓宣
传环保政策法规、环保知识，制定村规民
约，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健康的绿色消
费和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
费，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
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创建行动，“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守护生态做“减法”
维西很穷，穷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各

族干部群众盼望加速发展，早日摘掉贫困帽
子。维西很富，富在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丰富的矿产、水能等资源。正走在转型发展
十字路口上的维西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或是走生态优先、在保护
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路子？

在鱼和熊掌面前，维西县各族干部群众
毅然做出选择：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共识形成，行动一致。用好生态保护监
管利剑，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环境违法行为，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事，严查严惩，绝不
姑息，依法关停采矿企业12家，依法停业整
顿采矿企业32家。“河长制”落地生根，河道
整治、面山治理、蓝天保卫战、水污染防治硕
果累累。

做好生态保护“减法”迎来了“三江并
流”腹地绿色发展满园春色，生态宜居宜业
宜游新维西建设绽放出新时代的灿烂光
芒。据环保部门检测，2017年以来，维西县
环境质量呈现稳中趋好的态势。全县大气
环境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等因子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
级标准；维西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达到
100%，空气环境质量达标率达到100%。维
西县城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断面水质均在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水质及以
上，地表水水质达标率为100%，县级以上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维西县城区建成区范围内，主要交通干线的
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8.0
分贝，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县城区声环
境质量保持良好。

“去产能”、调结构、转方式，维西县经济
换挡不失速，水电、旅游、生物、服务等生态
产业蓬勃发展，引领经济步入“新常态”，“绿
水青山”迅速转变为富民强县的“绿色品
牌”。

2016年3月，经国家质检总局技术审查
认定，维西百花蜜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
产品认证，成为迪庆州第一个获得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的产品。到目前，维西县养蜂户已
达4100余户，蜂蜜产量约610吨，成为农民
增收的主渠道之一。迪庆香格里拉碧罗雪
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百花蜜系列产
品现已远销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大中城
市。维西县城蜂蜜价格从去年的每斤50元
涨到今年的每斤60元。

2015 年以来，维西县不断加
大科技项目申报力度，积极开展
国家技术专利、科技成果登记等
各项科技成果认定工作，加大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生物产业提质
增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维
西县获得国家技术专利12 项，取
得科技成果登记证书 10 项；有 9
个农产品获得国家有机食品认证
和L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

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家；认定云南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4家，云南省中药材规范化
种植（养殖）科技示范园6家，云南省中药材
良种繁育基地9家。

天然禀赋加上技术进步催生维西生物
产业满园春色：到目前，维西县核桃总面积
达到 38.62 万亩，每个农村人口平均拥有 2
亩以上核桃，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3.6万亩，
产值突破2个亿，蕨菜、野生菌、竹笋等山珍
闯入国内国际市场，韩国客商在果咱底收购
蕨菜就达200多吨，国内外客商纷纷云集维
西，野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创新展示出美好的
前景。

去年2月，和卫山一家加入了山加村种
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跟维登乡魔芋加工厂
签订了购销合同，和卫山跟合作社签订了生
产销售合同。这样，不能外出务工的和卫山
在家门口就找到了脱贫致富的路子。和卫
山在核桃林下种植了3亩魔芋，到年底，魔芋
收入12000元，算上核桃、白皮大蒜的收入，
一家人的经济收入突破了贫困线。今年，和
卫山在核桃林下种植魔芋5亩，按照跟专业
合作社签订的合同，收入比去年增加不少。

和卫山以及山加村的贫困群众是在维
西县创新生物产业扶贫模式中得到实惠的。
近年来，维西县创新产业扶贫模式，以“乡有
龙头企业、村有集体经济、组有专业合作社”
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林下产业，带动群众脱
贫致富奔小康，林下种养殖产业迅速发展。

今年，维西县发展林下种植业 4300 多
亩，其中，魔芋林下示范种植基地1620 亩；
有4个专业合作社建立了林下土鸡养殖场，
发展土鸡养殖18000多只；有820个农户在
林下发展养殖业，发展生态农庄89家，带动
1220名贫困群众通过就业走上脱贫路。

国宝滇金丝猴的乐园、云药之乡、兰花
之乡、动植物基因库、民族文化百花园、世界
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腹地、中国冰酒城等名
片把这块土地点缀得阿娜多姿。

扬 起 绿 色 发 展 风 帆
——维西县实施生态立县战略争创省级生态文明县纪实

杨洪程

巴迪村发展中药材产业助推脱贫攻坚

维西县森林防火宣传入脑入心
 杨洪程

到农村群众集中的地方发放宣传资料。

向群众发放森林防火知识宣传材料

2月27日，香格里拉市虎跳峡国有林场（站）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认
真贯彻落实好上级文件精神和指示，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当前的首要任
务来抓，提高警惕落实责任。充分发挥森林巡查、加大巡护力度，严格执
行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及每日一报等制度，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向群众发放印有防火知识的文具盒100个、提袋150个、宣传扑克200
付、围裙200床、宣传单800张。确保防火宣传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提高
广大群众的安全防火意识，加强火源管理力度，严控火源入山、野外用火、
焚烧垃圾和田间杂草、秸秆、烧灰积肥等行为。

（张功萍 摄影报道）

维西县永春乡庆福村河西村民小组基本实现一村一景目标。 新建成的集停车绿化休息于一体的念萨街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