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立“漓江保护日” 增强保护漓江思想

行动自觉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周家斌强调，我们要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带着问题学、联系
实际学，切实把学思想、强党性的成果转化为重实践、建新功
的实效。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决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守护好“金不换”的生态优势，当好保护
漓江、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当好美丽广西的“颜值担
当”，让“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桂林市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首要位
置，坚持把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同
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全流域保护漓江，全覆盖整治漓
江，全方位提升漓江。
  桂林市各县（市、区）、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
识到当好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是所有桂林儿女共同的、
神圣的历史使命，自觉做保护漓江、保护环境的宣传者、践行
者、守护者。
  2022 年 4 月 22 日，桂林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漓江保护日”的决
定》，决定自 2022 年起，将每年 4 月 25 日设为“漓江保护
日”。两年来，桂林市委、市政府在“漓江保护日”前后实施
了一系列重大活动，包括：启动“数字漓江——— 智慧执法司
法”创建工作，全力打造智慧执法司法的新模式；总投资约
65 . 24 亿元的 14 个漓江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主要任务是在各项
目范围内进行生态修复及自然景观提升；广西首批纯电动力游
览排筏在漓江开航， 1200 艘燃油驱动游览排筏将退出历史舞
台；等等。同时，每年志愿者们活跃在漓江沿岸，他们开展
“为漓江母亲洗脸”、鱼类增殖放流等志愿者活动，向漓江投
放鲤鱼、草鱼、鲫鱼等鱼苗数万尾，自觉参与漓江保护达 200
多万人次。“漓江保护日”的设立，让漓江生态环境得到持续
改善，不断增强全民科学保护漓江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使
桂林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立良法明善治 扎紧法律篱笆

  保护漓江，兹事体大。
  漓江治理，需要重拳出击，更需要完善法治体系。
  2021 年以来，桂林市全面实施高压严管保护制度，积极构
建“行政执法、司法联动、纪检监察、法规管控”法治保护体
系，漓江风景名胜区所有开发建设活动实行市委、市政府审
批，率先在全国建立市县乡村公安机关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完
善市、县、乡、村四级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和执法体系，构建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生态环境保护格局。
  自 2012 年出台第一部地方综合性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广
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来，广西壮族自
治区、桂林市先后颁布了《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桂林市喀斯特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条例》等一系列保护漓江
生态环境的地方性法规。
  桂林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检两院、生态环境厅共同签署
《建立漓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服务联动机制框架协议》，
进一步加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建立
漓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服务联动中心、漓江司法保护大数据联
动执法中心，执法司法高效联动，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
  桂林检察机关通过“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
会化综合治理”生态检察模式，创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监督，以“大专项+小专项”妥善解决一批群众关切的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问题。
  桂林市还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将生态环
境保护任务以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状方式纳入全市绩效管
理，建立保证金和奖励金制度，对考核优秀的退回保证金并给
予工作经费奖补，对考核不合格的保证金不予退回并约谈县

（市、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严格的问责、考核机制倒
逼责任落实。近年来，桂林 17 个县（市、区）环保目标责任制
考核成绩逐年提高，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坚决落实史上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不断深化漓江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持续推进漓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积极推动治乱、治水、治景“三治”
工程，让漓江持续焕发“青春态”。
  2022 年 4 月 25 日，桂林市公安局生态环境保护分局成立
揭牌。桂林市公安局生态环境保护分局与原有的桂林市公安局
漓江风景名胜区分局形成互补，构建起公安“市、县、乡、
村”四级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工作新机制。自此，桂林市率
先在全国建立健全公安系统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成立公安局生
态环境保护分局、 17 个生态大队、 172 个生态中队，全面推
行一村一辅警，配备专职生态警察 213 人、生态辅警 1684
人，查处系列案件，保护生态环境，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们是
“二郎神战队”。

“数字漓江”智慧监管 筑牢“法治围栏”

  2023 年 4 月， 2023 年“全国网络普法行•广西站”活动
考察团一行走进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调研“数字漓江 5G
融合生态保护利用综合平台”。只见大屏幕上，可同步展示漓
江流域山体水质监测、生物多样性监测、游船航行监控、景区
景点监控、防溺水监控，还建有元宇宙旅游应用平台、大数据
分析平台。遍布漓江核心区域的摄像头，可以实时看到天上、
水面、水下的画面，快速、精确且有效地注视漓江的“喜怒哀
乐”，实现全方位、立体式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监测。
  据介绍，数字漓江 5G 融合生态保护利用综合平台项目，
包含数字漓江数据中枢、可视化指挥调度中心、漓江全息数字
沙盘、 5G 运用云平台、 5G 新能源竹筏建设、元宇宙旅游应
用平台等 20 个子项目。项目建成后，漓江全域的保护、利
用、管理将全面运用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等信息化手
段，实现“智山慧水，生态漓江”的发展愿景。
  2022 年以来，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全面推进数字漓江
5G 融合生态保护利用综合平台项目建设，对漓江生态保护管
理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域、全覆盖的保护、整治和执法力度
提升。截至 2023 年 12 月，已基本完成建设。据了解，平台主
要具备五大功能：
  “水质监测”功能。在漓江干流支流全域共安装 19 个水
质监测站点，安装可视化监控设备 12 处，进行 24 小时实时监
控，如有水质问题发生，平台会进行声音报警。
  “名山监测”功能。实现市区象鼻山等 7 座名山的可视化
监测以及 2 座山体的地质灾害实时监测。实时画面对比底图，
监控名山破坏行为；监测地质灾害地表位移，系统自动预警
提示。
  “乱象监测”功能。设置固定监控摄像头共 246 个，游船
流动监控点共 134 艘船的摄像头 1900 个，对漓江重点村庄进
行高清视频监控。
  “生物多样性监测”功能。主要对生态点位的鸟类进行抓
拍记录、入库识别和算法分析，对珍稀物种的种类及出现次数
的数据统计，由此判断出物种出没的时间、季节、位置以及活
动路径。
  “综合执法”功能。通过 5G 执法记录仪设备，实现指挥
大厅和执法人员连线，进行远程指挥调度，建立以点带面网格
化监管体系，健全公检法司联动的漓江生态环境智慧执法司法
机制。
  “通过 5G 数字监控平台对漓江支流的污水进行监测，哪
个位置出了问题，江面哪里受到了污染，山体是否受到破坏，
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信息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数字漓江”大数据监管平台构建了“重拳打击
+齐抓共管+生态修复”机制，全方位筑牢漓江保护的“法治围
栏”。
  如今，漓江这一张“中国名片”更加靓丽，桂林人民对保
护漓江的决心更为坚定，措施更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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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倩

  青山环抱下的漓江，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白鹭成群，展现出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山水画卷。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这就是桂林，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桂林山水。
  桂林的山山水水，映照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这片美丽的土地，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念兹在兹。尤其是 2021 年 4 月，总书记视察桂林时深情地叮嘱：“全中国、全世
界就这么个宝贝，千万不要破坏。”“这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一定要保护
好。”
  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再次对保护好
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保护好桂林山水就是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
贡献，这就是你们的‘国之大者’”。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桂林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认真学习
领会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自觉担负起责任，坚定不移把
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作为“国之大者”，全力当好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
  ——— 建立全方位保护机制。把 4 月 25 日设为每年的“漓江保护日”，连续两年举办
系列活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保护意识显著增强，自觉参与漓江保护达 200 多万人次。
发布《2022 年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报告》。率先在全国建立健全公安系统生态环境保护
机制。成立桂林山水保护研究院，创新开展“两个保护”专项监督，建设数字漓江 5G 实
时监管平台，创建“数字漓江——— 智慧执法司法”机制，实现对漓江全流域、全天候、全方
位监控。
  ——— 全力提升生态环境整体功能。深入开展漓江全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实施漓江
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海绵城市等重大项目 30 多个，总投资
200 多亿元。推进漓江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建设全线退距 300 米，对漓江 10 条支流进行
截污集中治理，沿岸所有乡镇建立污水处理设施。实施“治乱、治水、治景”专项整治行
动，漓江风景名胜区首批纯电动力游览排筏开航，“桂桂渔”渔船全部拆解上岸。漓江干
流水质保持Ⅱ类标准，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治理案例。
  ——— 构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深化“漓江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漓江水上游览项
目准入退出管理和票制票价改革，对游船讲解员实行管理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沿岸山林
流转保护、旅游收益分红等举措，推动绿水青山持续转化成金山银山，漓江沿岸城镇和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均大幅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 2023 年 4 月 25 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桂林市委书记、漓江风景名胜区党工委书记周家斌在象鼻山公园
宣布 2023 年桂林“4·25 漓江保护日”系列活动启动。           记者何平江 摄

▲漓江保护 5G 数字监控平台，构建“天—地—空—人”一体化保护系统。
                   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管委委会会 供图

  ▲桂林市公安局漓江风景名胜区分局主要负责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水上巡
航、对江面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等。他们被称为漓江上的“二郎神警队”。

 记者唐艳兰 摄 

    桂桂林林市市构构建建联联动动执执法法机机制制，，漓漓管管、、公公
安安、、海海事事、、农农业业农农村村部部门门联联合合开开展展漓漓江江联联
动动精精细细化化执执法法。。          
        漓漓江江风风景景名名胜胜区区管管委委会会  供供图图

▲漓江保护法治体系逐步完善，一系列地方法规相继出台施行。
               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管委委会会 供图

专 版 2024 年 2 月 1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孙敏 版式 姚昆 责任校对 蒙祥吉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