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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进入北方水稻的成熟期，天
津的小站稻也迎来了今年的大丰收。
齐熙彬是土生土长的小站人，对于家
乡，对于稻米，有着深深的依恋。

稻米的香甜，是齐熙彬记忆深处
儿时的味道。2000年，齐熙彬结束了
七年部队生活，退伍转业回到了家乡，
本想回来重新把家里的水稻种植搞起
来，但一到家却发现，由于河流改道和
环境污染，当地水土发生了很大变
化。那些年，齐熙彬干过建筑，干过家
禽养殖，虽然干得都不错，但找回小站
稻的梦想从未消失。2018年，天津启
动双城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小站镇被
列入屏障区内。就在这一年，村里开
进来好几台挖掘机，清理断流的河道，
全村的坑塘、鱼虾池，陆续填平重新规
划成细长条的水渠，“变化”开始在身
边一点点发生了。而同样在这一年，

《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出台，眼见着
环境有了变化，老百姓也看到了绿水
青山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
响应政府号召，齐熙彬也建立了自己
的家庭农场，承包了500亩地开始种
起了小站稻。

从选种到种植，从施肥到收割，齐
熙彬始终坚持绿色环保，打造精品。

在他的心中，绿色生态那是第一位
的。因为坚持绿色种植，齐熙彬的种
植成本就高出了很多。持续的投入也
让齐熙彬的经营一度陷入了困境。

这时候，市里的补贴政策送来
了真金白银的实惠。因为坚持绿色
理念，齐熙彬的农场被评为了市级
示范家庭农场和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45 万元的补贴解了齐熙彬的燃
眉之急，还给他的农场送来了最好
的专家和技术。2020 年齐熙彬的
农场水稻种植每亩产量达到 1200
斤，每年纯收入达到 100 多万元。
走种养结合，生态循环之路，如今，
齐熙彬的农场里稻鱼共生，稻养蟹，
蟹养稻，相映成趣。垂钓、捉蟹、赏
景，一派景色美不胜收。

今年，全市秋粮收获面积已超过
230 万亩，冬小麦种植面积已超过
100万亩，今年秋收、秋种进度远超去
年同期。

以法律为准绳，把扩大城市绿色发
展空间、植厚高质量发展基础、提高人民
绿色生活品质作为中心任务，努力建成
人人守则，人人有责，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天津。

图片由《津云调查》节目组提供

自11月1日起，《天津市生态文明教
育促进条例》开始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关
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近十年来，
天津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更蓝了、地更

绿了、水更清了，是近年来天津市民的普
遍感受，而这些喜人的变化，离不开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法治政府
建设，坚持依法治污，用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生态
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市人大常
委会城建环保办公室副主任李江丁说：

“这个《天津市生态文明教育促进条例》
是我们又一部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这部条例就是
要巩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的
好的成果，进一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我们全面建设高质量发展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营造一个良
好的社会氛围。筑牢社会的基础。所
以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增强全社会生态
文明意识，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
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在新版的《条例》中，把深入宣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的重大
理念作为生态文明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制
度设计上着力体现“生态文明教育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这一重要立法理念，对社
会的各方面、多角度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作
出制度规定。《条例》规定和明确了，政府
部门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生态文明教育

工作；重点排污单位人员每年接受培训时
间不得少于八学时；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
校、幼儿园教育；鼓励单位和个人支持参
与生态文明教育活动等内容。

每一位市民，都是我们这座城市的
一分子，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生态环境的保
护者、建设者、受益者。生态文明建设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每一个公民提升生
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主动参与
生态环境治理。只有每个人都通过自身
行为积极维护生态环境，做好践行者和推
动者，才能让好的生态环境持久地惠及每
一个人。

深秋一过，天津马上要迎来冬季
了。鹭鸟大部分已经飞走了，但这也
到了李井海最忙的时候。

要说老李和鹭鸟的缘分，得从头
讲起。2002 年，他承包了天津市宝
坻区八门城镇回家庄村的一块地，准
备建苹果园。老李的果园临近潮白
河，2016年，潮白河湿地公园正式启
动建设，成为天津市首批国家级湿地
公园之一。生态环保局对15公里河
道造林绿化，恢复湿地5000余亩，大
力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及其生物多
样性。经过治理，潮白河湿地公园及
周边区域有野生植物308种，野生动
物199种，潮白新河的原生态效应显
现，“人水和谐”变成现实。灌溉水源
好了，四周都是水稻田。这也给老李
的果园带来了好收成，与此同时，也
吸引来了成群结队的鹭鸟，在果园里
安了家。因为树木茂密、离食物近，
鹭鸟越来越多。起初，老李挺高兴，
可没想到，这些鹭鸟却让不少刚要成
熟的苹果，毁于一旦。老李介绍：“主
要伤害就是它的粪便，对树的影响非
常大。”

面对现实情况，那时候，老李对
鸟的喜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奈。
60 亩果园，一年就得损失几万块
钱，这可急坏了老李。可白鹭、池鹭
都属于国家保护鸟类，不但不能轰
走，还应该好好保护。就在老李愁眉
不展的时候，刘杰找上了门。刘杰，
天津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护鸟志
愿者。从小就喜欢摄影的他，退休后

“专职”摄影，并逐渐喜欢上了拍鸟。
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许多人们
之前鲜见的鸟类又陆续出现了。
2016 年夏天，刘杰驱车在宝坻区青
龙湾河边，拍到数量不少的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鹭鸟。凭借着职业的敏感
性，刘杰一路追寻着这些鹭鸟，终于
找到了李井海的果园。

既要保护好鹭鸟，也不能让老李
有损失，村委会出面牵线搭桥，帮老
李想起了出路。村支部书记陈思说：

“当时正好我们旁边的村鱼池承包期
限到了。我们就拉着老李联系旁边
的村，跟老李一块投标，帮助老李一
块投下了这个鱼池，弥补了老李的一
些损失。”

虽然鱼塘收入也有限，但多少能
维持老李的生活。2018 年 5 月，在
刘杰的帮助下，经天津市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批准，在八门城镇回家庄村建
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鹭群场面
壮观，吸引了京津冀不少鸟类爱好者
前来拍照观鸟。这里拍出的作品在
摄影圈里引起不小的轰动，李井海的
果园出了名，来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不打扰鸟类栖息，李井海和
志愿者们租来钢管和脚手架，搭建了
一个观鸟台，上面用织网苫盖，观鸟
和摄影都在观鸟台内进行。2017
年，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学
实践基地也在该果园挂牌。

这些年，老李每天早上五点起
床，先到果园转一圈，才能放心回家
吃早饭。老李的事迹传遍了村里，
大家对老李都很敬佩。这几年，鹭
鸟安家以来，村里为了给鹭鸟提供
更好的栖息环境，也加大了对保护
野生动物的宣传。如今在回家庄
村，还有 10 多名村民也加入了老李
和志愿者发起的“候鸟巡护队”，老
李的果园成了华北地区最大的鹭鸟
繁殖基地，每年都约有4000只幼鸟
在这里出生、长大。

艰辛护鸟路 绿色坚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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