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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天蓝地绿基因红

蓝绿红描绘现代化盐城的“幸福底色”
□记者 韩宝贵 王可馨

孟春仲春之交，黄海滩涂广袤壮丽，湖荡湿
地生机勃勃，串场河畔桨声灯影，黄河故道古今
辉映……我市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正如火
如荼进行之中。

“我们要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实工作举措、更
优发展成果，全面理解、落实、体现省委要求，找
准重点、明晰思路、埋头苦干，为全省‘走在前、挑
大梁、多作贡献’扛起盐城担当。”2月17日，我市迅
速传达学习、贯彻落实省委书记信长星在盐城调
研时的讲话，深入谋划如何充分发挥“天蓝地绿基
因红”独特优势，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放大世遗效应、勇当“碳路先锋”，充分彰显
“国际湿地、沿海绿城”的生态魅力、发展活力，为
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作出更大盐城贡献。

盐城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是一座英雄的
城市、光荣的城市，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是一片红
色热土。

弹孔累累的旗帜、锃亮的军号、简陋的步枪、卷刃
的大刀、满是补丁的军服、泛黄的家书……走进新四
军纪念馆，一件件文物见证了革命先辈的赤胆忠诚，
刻录着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

“新四军纪念馆作为盐城的红色地标，将扛起使
命担当，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新四军的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革命先辈开创
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新四军纪念馆馆长仇金
标说起日前省委主要领导到纪念馆参观时，帮助寻
找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一位代表清晰照
片的情景，依然十分感动。目前这位代表的清晰照
片已经在新四军纪念馆展厅内展出。

行走今日的盐阜大地，步凤镇、学富镇、正红镇、
东平村、沙杨村……在这片新四军浴血奋战过的土
地上，248处红色遗址遗存、128个烈士命名镇村名
留青史。

追昔抚今，“红色基因”早已根植于盐阜大地，镌
刻在盐阜人民的骨子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新时代，盐城如何续写革命老区荣光？“作为有
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乡村，我们要传承好红色基
因和革命传统，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大丰区
白驹镇狮子口村党总支书记曹映说，狮子口村作为
新四军八路军会师地，坚持党建引领，以产业兴旺为
抓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充分挖掘红色
文化，新建会师圣地——狮子口共产党员宣誓基地
和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铁军精神映照千秋，激励着盐阜人民薪火传
承。工作28年，市纪委监委第九监督检查室原主任
生前朱陈始终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自觉“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用无怨无悔坚守和忠诚
回报党和人民的恩情，他的精神必将由细流而波涛，
一路滚滚向前、奔流不息。

时间镌刻不朽，奋斗成就永恒。“我们将大力弘
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用心用情讲好新四军故事，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盐城新篇章贡献‘新时代铁军’力量。”仇金标说，纪
念馆将围绕打造全国唯一新四军全史馆和争创国家
一级博物馆的目标定位，始终以“保护革命文物，弘
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进伟力”为己任，
不断加大史料征集力度，深挖故事内涵，唱响“听党
指挥、一心为民”的英雄赞歌，加强全国新四军纪念
场馆联盟资源整合，全面提升新四军纪念馆在全国
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续写老区荣光以“红”铸魂，有一种蓝色叫做“盐城蓝”，“好空气”一直是
我市重要的城市名片。

“在大学里就听说盐城的环境好，空气质量
在全国名列前茅，今日实地一游，盐城果然不负

‘天然氧吧’之名。”2 月 16 日上午，在盐城博物
馆门前，27 岁的外地游客苏佳宁兴奋地用手机
拍下蓝天白云美图发微信朋友圈。

在盐城，有一种幸福叫做“打开心扉深呼
吸”。“盐城环境空气质量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2020年、2021年，江苏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
挥部办公室连续两年向盐城市委、市政府发来贺
信，感谢我市为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作出的突
出贡献。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统
领，以污染源头治理为根本策略，实施减污降碳协
同、臭氧和PM2.5污染防治协同、区域联防联控协
同的“三大协同”战略，打好大气综合治理“组合
拳”，实现环境空气质量“高颜值”。

一组组数据，把“盐城好空气”年度答卷书写
得更加生动。近三年来，盐城环境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综合指数连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一，PM2.5年
均浓度逐年稳步下降，优良天数比率2022年全省
第一。2022年9月份，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在全
国168个重点城市中居第5位，创历史最好成绩。

如今的“盐城蓝”不仅仅体现在盐阜人民的幸
福生活上，更体现在推动绿色能源之城建设的睿
智上。“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市新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已达1252.9万千瓦，同比增长4.1%，占全省新
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24.6%。”市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显示。

成绩代表过去。站在新起点，盐城如何贯彻
落实省委最新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持续
擦亮“盐城蓝”品牌，让“好空气”持续造福于民？
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继续围绕大气、水、土壤、海
洋、生态等工作，深入打好五大保卫战、九大攻坚
战，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全面向好、
越来越好。深入实施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巩
固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持续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两山”实践创新示范基地、美丽海湾等创建
成效，不断擦亮盐城生态环境的靓丽底色，形成全
社会共同推进大气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为盐城
竞逐绿色低碳发展新赛道、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
发展排头兵书写蓝色篇章。

而随着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有序推进，全市
上下正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以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勠力高质量发展迎“蓝”而上，

从沿海滩涂湿地，到里下河湖荡湿地，一个个
湿地公园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盐城生态版图
上，彰显城市与湿地共生共融的效应。

“地绿”是盐城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最宝贵的资
源。582公里海岸线、76.97万公顷湿地，孕育着太平
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
海岸型湿地，是全球候鸟迁飞的重要枢纽。

——2019年7月5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
第一块滨海潮间带湿地世界遗产；

——2022年6月，盐城获评“国际湿地城市”，
再添一张耀眼的国际名片；

——2022年11月，《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
方大会期间，盐城获颁“国际湿地城市”证书，大会
宣布2023全球滨海论坛会议将在盐城举办。

目前，盐城已经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2处国
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2处国际重要湿地、1处世界
自然遗产地的地级市，建有九龙口、大纵湖2处国
家湿地公园，全市受保护湿地面积达41.6万公顷，
创成国际湿地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

“支持盐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盐城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的首创举措，
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全力支持，已有10多个省直
部门单位与我市签订了合作共建协议，加快建设
绿色制造之城、绿色能源之城、绿色生态之城、绿
色宜居之城，合力打造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典范城市，走出一条贯彻中央精神、体现
省委要求、彰显盐城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又到了候鸟迁飞季节，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里的丹顶鹤即将北飞，它们与灰鹤、东
方白鹳等珍稀鸟类，自由飞翔在广袤的滩涂上空，
与海风和潮水交相辉映，演绎了一幅美丽的湿地
画卷。正是这里，30多年前徐秀娟为生态保护事
业而献身，把美丽的年华和不朽的灵魂永远留在
这方湿地，也留下了“走过这片芦苇坡，你可曾听
说，有一位女孩……”这首歌。

守护湿地，就是守护盐城的明天，更是守护地
球的未来。“我们将主动担负起建设绿色生态之城
的使命，以更高标准和更好环境打造绿色生态‘会
客厅’，以严格制度和科学方法保护绿色生态‘瓷
名片’，以深度挖掘和广泛宣传持续擦亮绿色生态

‘金招牌’。”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党
组书记王甫同表示，保护区将坚持精准治理、智慧
赋能、创新驱动，高质量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
湿地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提升生态系统多样
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开展“丹顶鹤种群扩大”“朱
鹮引进野化”等关键课题攻关，全力打造黄海湿地
治理典范，努力提供湿地保护的盐城样本。

守护“湿”与远方逐“绿”前行，

世纪公园。 王亚洲 李思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