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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文/图） 6 月 6 日 上 午 ，
2023 年福建省“6 · 6 放鱼
日”福州主会场在福州闽
江公园望龙园百花台举
办，约 105万尾鱼苗流入闽
江怀抱。本次活动由福州
市政府、福建省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福建省
海洋与渔业局共同主办。

6 月 6 日是全国放鱼
日，既是农业农村部倡导
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全国
联动活动，也是 2023 年福
州市“万人亿鱼”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系列活动之一。

当日上午，在福州闽
江公园望龙园百花台，约

105 万尾鲢鱼、鳙鱼等 6
个品种鱼苗被放流入水
中，为闽江流域注入“新
鲜 血 液 ”。 作 为 联 动 活
动，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联合福州市委文明办，在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码头
举行福州“万人亿鱼”增
殖放流·闽江活动，共向
闽江投放鲢鱼、鳙鱼苗种
约 12.5万尾。

据了解，2013年以来，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已经
在近岸海域、闽江流域等
水域累计组织投放各类水
生 生 物 苗 种 近 70 亿 尾
（粒），品种包括鲢鱼、鳙
鱼、大黄鱼、花鲈、真鲷、黑

鲷、日本对虾、双线紫蛤、
西施舌、菲律宾蛤仔、泥东
风螺等20多种。

今年福州市将继续开

展“万人亿鱼”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系列活动，预计
将投入水生生物苗种 10
亿尾（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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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缔结 45周年黄檗艺
术展 5日在东京中国文化
中心举行。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
化处公使衔参赞陈诤在开
幕式上致辞说，300 多年
前，隐元禅师将中华优秀
文化带到日本。隐元禅师
和弟子们向日本传播的文
化种类之多世所少见，堪
称中日文化交流互鉴的典
范。期待两国人民不忘历
史，为两国世代友好贡献
自己的力量。

1654年，中国高僧隐
元禅师率弟子应邀东渡日

本，不仅向日本传播了佛
法，还将中国的建筑、雕
塑、书画、音乐、烹饪、茶道
等传到日本，形成了著名
的黄檗文化，在中日文化
交流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主
任罗玉泉表示，展览以黄檗
文化为桥梁，通过两国高僧
大德的墨迹、书法家的新
作、漆画以及重要黄檗文物
的拓片等艺术形式，从多角
度集中展示了黄檗文化的
历史和时代价值。

今年恰逢《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缔结 45周年和
隐元禅师圆寂 350 周年，
本次艺术展共展出约 50
幅书法及绘画作品。

“6·6放鱼日”

超百万尾鱼苗放流闽江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

黄檗艺术展在东京举行

6日下午，习近平在巴
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
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座谈会。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
经过 40多年不懈努力，我
国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举世
瞩目的巨大成就，铸就了

“三北精神”，树立了生态治
理的国际典范。实践证明，
党中央关于防沙治沙特别
是“三北”等工程建设的决
策是非常正确、极富远见
的，我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
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
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习近平指出，荒漠化是
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
球性重大生态问题。我国
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
分布在三北地区，而且荒漠
化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区、少
数民族聚居区等高度耦
合。现实表明，我国荒漠化
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势
依然严峻。

习近平强调，2021—2030
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
设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
成果的关键期，是推动“三
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坚
期。要力争用10年左右时
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
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
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
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
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要强化区域联
防联治，打破行政区域界
限，实行沙漠边缘和腹地、
上风口和下风口、沙源区
和路径区统筹谋划，构建
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
络。要优化农林牧土地利
用结构，严格实施国土空
间用途管控，留足必要的
生态空间，保护好来之不
易的草原、森林。

习近平强调，要突出治
理重点，全力打好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
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
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

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科

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合
理利用水资源，把水资源作
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大力发
展节水林草。要科学选择
植被恢复模式，合理配置
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等。
要因地制宜、科学推广应
用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
要重点加强同周边国家的
合作，支持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荒漠化防治，共同应对
沙尘灾害天气。

习近平最后强调，实
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
战略，要全面加强组织领
导，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要健全“三北”工程资
金支持和政策支撑体系，
建立稳定持续的投入机
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
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锲
而不舍推进“三北”等重点
工程建设，筑牢我国北方
生态安全屏障。

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
习近平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考察，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
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要勇担使命、不
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把祖
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上
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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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至 6 日，习近平深
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的自然保护区、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林场、水利部
门等调研。

位于黄河“几字弯”顶
部的乌梁素海，是黄河流
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是我
国北方多个生态功能交
汇区，是控制京津风沙源
的天然生态屏障。5 日下
午，习近平来到这里，了
解当地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促进生态环境恢复
等情况。习近平强调，治
理好乌梁素海流域，对于
保障我国北方生态安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
用心治理、精心呵护，一
以贯之、久久为功，守护
好这颗“塞外明珠”，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个山青、水
秀、空气新的美丽家园。

随后，习近平来到位
于乌梁素海南岸的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对当地开
展盐碱沙荒地改良改造
和综合利用，推动科学灌
溉，推广现代农业表示肯
定。

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
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了
解“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
建设情况。习近平强调，
像“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
能干成，防沙治沙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
须持续抓好这项工作，对
得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

习近平随后来到河套
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
心考察。河套灌区是我
国 3 个特大型灌区之一，
现已形成完整的 7 级灌排
体系。习近平强调，河套
灌区灌溉工程是千年基
业，要继续完善提升，提
高科学分水调度水平，同
时要量入为出，建立多元
化投入机制，尽可能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青、水秀、空气新的美丽家园

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N据福建日报

6日，医保移动支付互
联网生态应用推广启动仪
式在福州举行。福建省副
省长常斌，国家医保局副局
长黄华波出席仪式并致辞。

在活动现场，医保部门
现场展示了“医保移动支付，
就医结算无忧”的多场景应
用：患者只需通过手机操作
就能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建
档、预约挂号、药房取药、窗
口缴费、诊间结算、报告查询

等就医全流程应用，医保移
动支付开启智能化新时代。

作为全国首批医保电
子凭证和移动支付试点省
份，福建省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医保信息化建设的总体
部署要求，立足数字福建建

设的独特优势，加快推进
“智慧医保”建设，第一时间
上线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
信息平台，积极拓展“互联
网+医保”服务，实现了医保
电子凭证全流程应用、医保
电子处方流转、医保信用就

医“先诊后付”等医保移动
支付应用创新，全省医保移
动支付互联网生态应用初
步形成。

据悉，福建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进一步丰富医保
电子凭证各类业务场景应

用，拓展医保移动支付医药
机构数量和范围，完善提升
刷脸结算、亲情代付、信用支
付等特色功能，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
医保移动支付服务，推动医
保信息化水平再上新台阶。

全省医保移动支付初步形成
医保移动支付互联网生态应用推广在我省启动

在福州闽江公园望龙园百花台，市民放流鱼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