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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节气刚过，雨后初霁的江
城暖意融融。沉寂数月的校园，传
来琅琅读书声。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机电工程
学院的教室里，身着蓝色牛仔工装
的禹诚，正声情并茂地讲授新学期
第一堂思政课：

“2020 年 3 月，在疫情防控关
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
身边，大家心里一下就有了底……
总书记特别叮嘱，说‘武汉人喜欢
吃活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
组织供应’。从生命健康到民生小
事，总书记的关怀就像家人一样贴
心，温暖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坚定
了大伙儿战‘疫’的信心……”

下课铃声响起，抬眼望见记
者，禹诚挥手招呼着快步走来：“我
要多给学生们讲讲那段抗疫历程，
激励大家心怀感恩、珍惜当下、发
奋读书。”

除了是一位能讲思政课的数
控技术专业教授，禹诚还有一个身
份——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20年 5月 24日下午，伴随着
热烈的掌声，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湖
北代表团审议会场。

“我特别提出湖北代表团一定
得来一下。你们是湖北 6000多万
人民的代表，我要看望一下大家。”
总书记恳切的语气，让禹诚湿了眼
眶。

那一天，她就坐在总书记侧对
面，距离很近。总书记鼓励的目
光，让她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

“总书记，您到湖北考察时说，
武汉人民喜欢吃活鱼，要多组织供
应。不到一个星期，活鱼就送到了
我们社区。有位 80多岁的廖大爷
很激动，他说没想到这么严重的疫
情，还能吃到鲜活的鱼！”

在“百湖之市”武汉，活鱼是人
们的最爱，家家户户餐桌上的鱼寄
托着武汉人的江水情怀。疫情防
控的日子里，城市按下“暂停键”，
此时的一条活鱼，更是能让江城人
感到生活有保障的定心丸。

日以继夜，悬挂着“武汉必胜”
条幅的运输车穿梭飞驰，街道党员
突击队轮番接力，20万斤活鱼 3天
时间陆续送上百姓餐桌，数以百吨
计的粮油肉蛋奶菜添满“米袋子”

“菜篮子”。
想起这些，面对着面带微笑的

习近平总书记，禹诚站起身来，郑
重地深深鞠躬：“大家委托我一定
要说一声‘谢谢’！感谢总书记，感
谢党中央，感谢所有支持湖北和武
汉的全国人民和各界朋友们！”

话音刚落，总书记带头鼓起掌
来，在座的所有人都跟着鼓起掌
来。

“感谢的话，我帮您带给总书记
了！”两会后，禹诚到社区里将这个
消息告诉了廖大爷。

“民生小事系初心，一条活鱼
温暖武汉三镇。”后来，禹诚把这些
故事讲给学生，“餐桌上的鱼肉果
蔬，不仅是口腹之需，更关系民生行
业有序复工复产，关乎经济社会发
展的信心与方向。正如总书记所
说，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

禹诚忘不了，疫情以来的三年
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到武
汉并深入社区考察。

了解菜怎么送到居民手中，
叮嘱保障米面粮油、肉禽蛋奶等
生活必需品供应，关心老年人的生
活……“对群众的冷暖多在意，关
怀就有多细致入微，人民的幸
福生活是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
者’”，疫情期间下沉社区的禹诚
感触尤深。

在总书记的关心下，武汉社区
的面貌日新月异，禹诚给记者细数
新变化：全市 15.63 万名党员下沉
居住地社区，对接居民需求，尽展
自身所长；“互联网+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升级调试，微信小程序里
下个单，老人的照护服务就送上门
来；孩子们的假期托管班，多了航
天三江集团博士团队讲授的“航天
课”……

“好了还要再好，不能止步。
我要和新时代的青年一起感悟初
心使命，激发家国情怀，为伟大的
祖国不懈奋斗。”禹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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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众的冷暖多在意，关怀就有多细致入微”

我国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始“上户口”
十年磨一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等 3 个重要生态空间终于有了“户口本”，
我国自然资源资产长期面临的所有权人不
到位、所有权边界模糊、权益不落实等问题
开始破题。这一特殊的“户口本”有哪些看
点呢？

自然大家庭如何“上户口”

如果把大自然看作一个大家庭，那么
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
无居民海岛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都
是家庭成员。

要了解这些家庭成员，就需要摸家底、
建档案，明晰产权主体，划清权属界线，通
过通告、地籍调查、审核、公告、登簿等 5个
环节，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从而给自然
资源“上户口”。

自然资源的“户口本”内容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是自然状况，包括自然资源的坐

落、空间范围、面积、类型、数量、质量等；
二是权属状况，主要是国家自然资源所有
权，包括所有权主体、所有者职责履行主
体、所有者职责代理履行主体以及行使方
式等；三是其他相关事项，主要包括登记范
围内的不动产权利情况和公共管制信息
等，通过关联的方式予以体现。

有了“户口本”，也有“户主”。经国务
院授权，3 个重点区域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者职责履行主体为自然资源部，
受自然资源部委托，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的所有者职责代理履行主体为所在地省
级人民政府。“谁所有”“由谁管”，老大难
问题将迎刃而解。

这本特殊的“户口本”有啥用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
存。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

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
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
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

自然资源产权主体缺位、所有权边界
模糊，产权不清、权责不明，保护就会落
空，导致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公地悲
剧”和“破窗效应”。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才不会落
空。通过给自然资源“上户口”，清晰界定登
记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产权主体，划清全民
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全民所有、不
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不同集体所
有者的边界，不同类型自然资源之间的边界
等4个边界，为自然资源有效监管、严格保护
和所有者权益行使提供产权依据。

未来“户口本”还有哪些看点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多样，自然资
源总量庞大，种类丰富，可谓地大物博、生

物多样，要摸清这份自然资源产权“家底”
并非易事。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规程和技术标准，有序开展东北
虎豹等国家公园、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点
林区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公告登簿，深化
登记成果应用研究，推动健全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
资产权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未来，随着大数据、无人机、遥感、实
景三维等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三维登记”
模式不仅让自然资源“平面户口本”变成

“立体户口本”，而且以三维模式构建的
“一张图”管理平台，将自然资源管理从平
面变为立体，实现场景管理。

未来，这份“户口本”还有更大的想象
空间，“空天地”一体化，资源资产资本三
位一体，更好地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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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 诚 在 学
院指导学生操
作机床（2 月 19
日摄）。

禹诚在武汉市
洪山区和平街爱家
国际社区了解卫生
排班情况（2 月 19
日摄）。

禹诚（右二）和
她的教学科研团队
（2月19日摄）。

禹 诚 在
学院上课（2
月19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