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 气 风 发 少 年 志 ，英 姿 飒 爽 正 青

春。9 月 14 日上午，河间英华学校 2022

年国防教育成果汇报表演在操场顺利

举行。

英姿不凡、气势如虹的英华国旗班踏着

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

体在场人员齐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汇报演出开始前，由河间英华学校优

秀学子组成的“反恐小组”和承担训练的教

官代表给大家带来一场视觉盛宴。英华学

子身着迷彩，手握钢枪，在烟雾实战演练中

没有一丝犹豫，动作干净利落，迅速衔接，

他们团结一致，英勇作战。教官们则向大

家示范格斗术战术基本动作，他们规范的

动作无声地诠释了中国军人飒爽英姿。

一声“标兵就位！”，河间英华学校2022

年国防教育成果汇报表演正式开始。在红

旗方队的引领下，各方队同学以饱满的精

神、昂扬的姿态，迈着坚定的步伐，喊着响

亮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走过主席台，依次

展示稍息与立正、停止间转法、跨立与立

正、下蹲与起立、敬礼与礼毕、行进与停止

等项目，他们自信地接受领导、教官、老师

的检阅。

随后是叠军被展示。一声令下，同学

们争分夺秒、动作麻利地整理着被子，铺

平、折叠、捏角、整理齐平，柔软的被子在

一双双巧手的“雕琢”下，变成了有棱有角

的“豆腐块”。“铺面整洁则卷面整洁，铺面

精致则做事精致”，这一理念深入英华学

子的内心，一个个细微的动作足以看出英

华学子认真严谨的态度，他们能在规定的

时间里把规定的事情做到极致，生活中如

此，学习上亦是如此。

静时站立如松，动时迅猛如龙。军体

拳表演声势浩大，拳拳生风，同学们摆拳、

勾拳、抬肘、踢腿，每一个动作都如行云流

水，刚劲有力，一招一式彰显少年风姿。

国防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英华学子

顶骄阳、冒酷暑、战高温，学到了解放军战

士钢铁般的意志和严密的组织纪律。在接

受检阅时，他们士气高昂、口号响亮、动作

精准，用汗水向自己证明，赢得了在场人员

的阵阵掌声。

汇报表演后，学校为国防教育活动中

涌现出的一大批刻苦训练、纪律严明、内务

严整、精神饱满的优秀连队和优秀个人进

行了颁奖。“我们要将国防教育中形成的好

思想、好传统、好精神带到今后的学习和生

活中，为成为品德高尚、素质全面、具有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中生而不懈努力。”

高一学生代表闫雅然说。

最后河间英华学校高中部校长吴庆

云对国防教育训练作了总结发言，他高度

肯定了高一全体学生在教官耐心、细致的

指导下，圆满地完成了各项训练任务，并

殷切嘱托同学们将训练场上养成的敢于

吃苦、奋力拼搏的精神和团结互助的集体

意识继续延续到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去成

就更优秀的自己。

千人齐诵，字字铿锵，气势恢宏，伴随

着英华学子诵读的《少年中国说》，河间英

华学校 2022 年国防教育成果汇报表演圆

满落幕。此次活动培养了学生们的组织

纪律观念、集体观念、吃苦耐劳精神，增强

了学生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显示出了英

华学子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

精神风貌。志在凌云登高处，继往开来启

新程。站在新的起点上，英华学子慷慨激

昂，脚步铿锵，将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新的

挑战。

以青春之朝气
习军人之风

铸军人之魂

——河间英华学校国防教育成果汇报表演圆满结束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范和应对外来入侵物种
危害，保障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
多样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来物种，是指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天然分布，经自然或人为
途径传入的物种，包括该物种所有可能存活和
繁殖的部分。

本办法所称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殖
并对生态系统、生境、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
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
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

第三条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是维护国家生
物安全的重要举措，应当坚持风险预防、源头管
控、综合治理、协同配合、公众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研究
部署全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统筹协调解
决重大问题。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协调机制，组织开
展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

海关完善境外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
强化入境货物、运输工具、寄递物、旅客行李、
跨境电商、边民互市等渠道外来入侵物种的口
岸检疫监管。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对
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负责，组
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外来入侵物
种防控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负责农田生态系统、渔业水域等区域外来入
侵物种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负责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地等
区域外来入侵物种的监督管理。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海
洋）主管部门负责近岸海域、海岛等区域外来
入侵物种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负责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监
督管理。

高速公路沿线、城镇绿化带、花卉苗木交易
市场等区域的外来入侵物种监督管理，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相关主管部门负责。

第六条 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实行动态调整和分类管理，
建立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制修订外来入侵物
种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防控治理等技术规范。

第七条 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成立外
来入侵物种防控专家委员会，为外来入侵物种管
理提供咨询、评估、论证等技术支撑。

第八条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主管部
门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制订相关领域
外来入侵物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
织制订本行政区域相关领域外来入侵物种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自
然资源（海洋）、生态环境、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宣传教育与科学普及，
增强公众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意识，引导公众依
法参与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
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第二章 源头预防

第十条 因品种培育等特殊需要从境外
引进农作物和林草种子苗木、水产苗种等外来

物种的，应当依据审批权限向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和海关办理进
口审批与检疫审批。

属于首次引进的，引进单位应当就引进物
种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进行风险分析，并向
审批部门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审批部门应当
及时组织开展审查评估。经评估有入侵风险
的，不予许可入境。

第十一条 引进单位应当采取安全可靠
的防范措施，加强引进物种研究、保存、种植、
繁殖、运输、销毁等环节管理，防止其逃逸、扩
散至野外环境。

对于发生逃逸、扩散的，引进单位应当及
时采取清除、捕回或其他补救措施，并及时向
审批部门及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或
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海关应当加强外来入侵物种
口岸防控，对非法引进、携带、寄递、走私外来
物种等违法行为进行打击。对发现的外来入
侵物种以及经评估具有入侵风险的外来物种，
依法进行处置。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境内跨区域
调运农作物和林草种子苗木、植物产品、水产苗
种等检疫监管，防止外来入侵物种扩散传播。

第十四条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
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主
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对可能通过气流、水流
等自然途径传入我国的外来物种加强动态跟
踪和风险评估。

有关部门应当对经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专
家委员会评估具有较高入侵风险的物种采取
必要措施，加大防范力度。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十五条 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
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制度，每十年组织开展一次全
国普查，掌握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
布范围、危害程度等情况，并将普查成果纳入国
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自然资源“一张图”。

第十六条 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建
立外来入侵物种监测制度，构建全国外来入侵
物种监测网络，按照职责分工布设监测站点，
组织开展常态化监测。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本行政区
域外来入侵物种监测工作。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自然资源（海洋）、生态环境、林业草原等主管
部门和海关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及时收集汇总外
来入侵物种监测信息，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谎报监测信
息，不得擅自发布监测信息。

第十八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海洋）、生态环境、林业草原等主管
部门和海关应当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监测信息
共享，分析研判外来入侵物种发生、扩散趋势，
评估危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预报，提出应对
措施，指导开展防控。

第十九条 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建
立外来入侵物种信息发布制度。全国外来入
侵物种总体情况由农业农村部商有关部门统
一发布。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主管部门依据职责权限
发布本领域外来入侵物种发生情况。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商有关
部门统一发布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情况。

第四章 治理与修复

第二十条 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
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按照职责分工，
研究制订本领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策略措施，
指导地方开展防控。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自然资
源（海洋）、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

分工，在综合考虑外来入侵物种种类、危害对
象、危害程度、扩散趋势等因素的基础上，制订
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治理方案，并组
织实施，及时控制或消除危害。

第二十一条 外来入侵植物的治理，可根
据实际情况在其苗期、开花期或结实期等生长
关键时期，采取人工拔除、机械铲除、喷施绿色
药剂、释放生物天敌等措施。

第二十二条 外来入侵病虫害的治理，应
当采取选用抗病虫品种、种苗预处理、物理清
除、化学灭除、生物防治等措施，有效阻止病虫
害扩散蔓延。

第二十三条 外来入侵水生动物的治理，
应当采取针对性捕捞等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扩
散危害。

第二十四条 外来入侵物种发生区域的
生态系统恢复，应当因地制宜采取种植乡土植
物、放流本地种等措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

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八十一条处罚。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2年 8月1日
起施行。

沧州市农业农村局 宣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2022年5月31日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令2022年第4号公布，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

（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海关总署令2022年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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