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暮春时节，行走在陕甘宁革命老区，但

见陕西、甘肃交界处的子午岭上草木葱茏，

宁夏彭阳梯田里杏花烂漫。

陕 甘 宁 革 命 老 区 处 于 黄 河 中 上 游 地

区。近年来，陕甘宁革命老区干部群众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国土

绿化、生态修复和流域综合治理，昔日的黄

土地逐渐披上绿装，入黄泥沙量大幅下降，

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植树造林防风固沙，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鼻 尖 贴 着 峭 壁 ，脚 下 黄 河 滚 滚 。 李 峰

“挂”在 20 米高的半空中，一手把住绳索，一

手抽出背上的树苗，稳稳地栽进垒石坑中。

在延安市延长县黄河岸边，曾经光秃秃

的山崖，如今已是满目葱茏。15 年来，李峰

带领的一支 60 余人的植树队，已在黄河崖、

延河壁上栽下 30 多万棵侧柏。

“这里是典型的石质山，表层土壤只有

10 厘米，过去树苗成活率不到六成。”李峰

说，要栽活一棵树，首先要就地将山石敲碎，

垒起半米多高的石坑，将树栽下后再回填黄

土，然后“喂”足 60 斤水。

陕甘宁革命老区多半属于典型的黄土

高 原 丘 陵 沟 壑 区 ，年 均 降 雨 量 只 有 200 到

500 毫米；生态环境整体脆弱，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任务繁重。

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李官沟村的观

景台上望去，一片片沙丘绿意铺展。“刚到李

官沟时，这里除了沙，就是土。”2012 年，植树

造林能人李增泉在这里租下了 10448 亩土

地，既种樟子松生态林，也种桃、李子等经济

林。“等这片绿林成了规模，我们可以建生态

旅游观光区，有采摘园、有农耕文化展览馆，

废弃的土窑洞还能改造民俗风情园……”

治沙人一代接着一代干，目前榆林 860
万亩流沙全部得到了固定或半固定，沙区植

被平均覆盖度达到 60％，实现了从“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飞跃。

刨坑、栽树、浇水，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

南梁镇高台村六道梁上，造林大户李文军忙

得满头大汗。2013 年以来，他已在华池县 6
个乡镇、12 个行政村种下近 10 万亩，共 2200
多万棵树。

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庆阳市，境内沟壑

纵横、植被覆盖率低。2013 年，庆阳启动实

施“再造一个子午岭”工程，规划每年利用宜

林荒山造林 100 万亩以上。到 2020 年底，当

地累计完成造林 730.85 万亩。去年初，庆阳

又开展“再造一个子午岭”工程提质增效行

动和“一村万树”工程，进一步提升林草生态

建设水平。如今沙尘天气越来越少，去年庆

阳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40 天，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95。

因地制宜修复生态，
入黄泥沙大幅减少

流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的

渝河，曾经因为工业、生活污水污染，成为一

条臭水河。经过生态修复，渝河重现水清岸

绿，还新建了 3 座公园，成为群众休闲的好

去处。

2015 年，渝河因劣Ⅴ类水质、跨界污染

问题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名批评，一场河

湖综合治理的“硬仗”由此开始。当地封堵

渝河沿线 27 处直排口，取缔淀粉加工企业

13 家，新建污水处理厂和处理站，实施雨污

分流工程；同时开展渝河流域山水林田湖

草综合治理，将 12 座蓄滞净化池及流域内

外 16 座库坝连通，使造林成活率由原来的

30%提高到了 80%。2019 年，渝河被列入全

国示范河湖建设名单，成为宁夏唯一入选

的河流。

4 月 14 日，春雨淅沥。甘肃省庆阳市合

水县何家畔村，80 岁的村民张应存正悠然地

喝茶。而在这之前，他可没这份兴致——当

地土质为湿陷性黄土，遇水极易垮塌；气候

干旱，但多发短时强降雨。窑洞受损、耕地

被 冲、道 路 垮 塌 …… 经 历 这 些 灾 害 的 张 应

存，“既盼雨又怕雨”。

庆阳市水土流失总面积一度占到土地

总 面 积 的 86% ，2015 年 ，庆 阳 实 施“ 固 沟 保

塬”工程，开展“塬面径流调控、沟头加固防

护、坡面植被恢复、沟道水沙集蓄”治理。截

至 2021 年底，庆阳累计治理保护塬面 1543
平方公里。

如今张应存老屋所在的段坑崂沟已变

得花红柳绿。“我们根据地势开挖了水渠，并

安装暗管逐级排水，最大限度减少了雨水冲

刷强度。”合水县水土保持局局长呼保仁说。

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陕西省榆林

市子洲县白家沟村历史上多次遭遇山洪，土

地被冲毁、庄稼歉收。2018 年，子洲县在白

家沟村实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示范工

程，兴建 3 座淤地坝，在分支沟道上梯次建设

谷坊，同时在山梁坡峁修建梯田，实现沟坡

兼治。

“小流域综合治理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

趋势，榆林全境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8
万多平方公里。”榆林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杨

思炯说。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时 节 一 到 ，固 原 市 彭 阳 县 的 杏 花 就

开了。

红云片片的杏树园里，村民正忙着修剪

枝条。“当年植树造林种的杏树，现在成了大

家的摇钱树。”彭阳县大沟湾流域护林员朱

宏礼介绍，彭阳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川少，

沟壑纵横，过去没少受水土流失的害。

近年来，彭阳县在治理完毕的山岭上嫁

接山杏，发展起以红梅杏为主的林果产业。

2021 年，彭阳红梅杏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果。据统计，2019
年以来彭阳县积极发展苹果、花椒、大果榛

子等林果产业，截至去年底带动群众人均增

收 1100 元。

陕西洛川塬上，粉白相间的苹果花漫山

遍野。“春来一山雪，夏来一山绿，秋来一园

果，冬来一园梦。”洛川顶端果业的电商直播

间里，38 岁的秦军莉热情地向网友推介洛川

苹果。她身后，一颗颗红彤彤的苹果正在智

能选果线上滚动，即将装车销往全国。洛川

现在每年苹果种植面积达 53 万亩，产业总产

值达 110 亿元左右；全县 95%的农民从事苹

果产业，农民收入的 95%来自苹果产业。

庆阳市温泉镇八里庙村，原先的荒山沟

如今银杏成林、紫薇连片。在中科院以及同

济大学专家的帮助下，庆阳宝裕生态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投资 4000 多万元，栽植树木、美

化环境，建起太一农庄。今年 4 月 1 日正式

开业后，农庄吸引 1.2 万余人前来赏花踏青。

在陕西省延长县国家储备林基地，张家

滩镇苏家岭村村民王冬峰正将一棵棵油松

种上荒坡，“这树干又直又挺，树皮厚，一看

就是好苗子。”当上了植树工，王冬峰每天能

拿 170 元工资，家里流转的土地还能拿租金。

“基地建设总规模 5.28 万亩，目前已完

成人工林 1.7 万亩。”基地负责人吴中秋说，

项目成林后可新增森林面积 5.08 万亩，储存

碳汇量 12.53 万吨，提高全县森林覆盖率 1.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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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盐池里还能养螺旋藻？”听说沙漠里建起了螺

旋藻加工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打盐近 30
年的张孝想去一探究竟。

穿过几片盐碱地，翻过几座黄土梁，来到毛乌素沙

漠的南缘，盐池县怡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就建在这荒

滩地上。“盐碱地非常适合螺旋藻的生长。”公司生产厂

长黄秀群介绍，公司落户盐池，看上的就是这里丰富的

盐 碱 资 源 。 黄 秀 群 说 ：“ 螺 旋 藻 生 长 周 期 只 要 4 天 。

1500 亩的大棚产区，一年就能生产螺旋藻片 700 吨，年

产值 7000 多万元。”

随着生态保护政策的推行，2005 年以后池盐停产，

可全县 4.7 万亩的盐碱水资源不能浪费。近年来，盐池县

引进东部的渔业养殖、藻类加工企业，建起万亩盐碱生物

科技产业园。

智能化的螺旋藻养殖大棚里，搅拌机不停转动。望

着池里慢慢浮起的螺旋藻，张孝有些心动：“我能不能也

干这一行？”“怎么不能？”同行的盐池县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胡建军说，“县里去年下了文件，支持通过‘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参与螺旋藻规模化养殖，每棚每户都有

补助。”

走出大棚，张孝感慨：“要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想到沙

漠里还能养螺旋藻，老盐池焕发了新活力。”

宁夏盐池

盐碱地养起螺旋藻
本报记者 秦瑞杰

4 月 13 日，步入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西峰

采油三区西 13 井场，记者倍感“意外”：原本以为油污遍地的

石油开采现场，却是绿意盎然。

“这两台抽油机，原是靠燃油驱动工作；去年 6 月，全部更

换 为 太 阳 能 供 电 设 备 驱 动 ，不 仅 没 有 噪 声 ，而 且 能 耗 降 低

30%。”采油三区经理吴国才说，仅这一个作业区，每年就节约

用电近 2.6 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 25.4 吨。

近年来，甘肃省庆阳市持续推动各行业清洁化、循环化、

低碳化改造。“我们在去年建成集输管线，做到了井口不流液、

污油不落地、污油污水全部回收。”第二采油厂党委副书记范

玺权介绍。

在中石油庆阳石化分公司，质量安全环保处副处长袁才

道紧盯电脑屏幕，仔细查看“炼化企业环境在线监控系统”上

的各项数据。“相关排放数据达限制值的 70%，系统就会报

警。工人将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寻找原因、排查隐患。”他说。

“‘十三五’时期，庆阳市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4.84%，完成

能耗双控目标。”庆阳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延军说，“我们以年均

3.26%的能源消费增速和 0.96%的水耗增速，支撑了 4.3%的年

均经济增速，初步形成了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

甘肃庆阳

节能减排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付 文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延安文艺纪念馆展厅

里，《黄河大合唱》的声光电展示让游客为之动容，情不自禁地

跟唱起来。2020 年建成开放的延安文艺纪念馆，位于陕西省

延安市桥儿沟。馆内，一件件革命文物通过多媒体、互动体验

等形式重焕光彩，每年吸引 30 多万名游客到此参观游览。

在纪念馆一角，一把做工精美、漆面闪亮的小提琴格外

引人瞩目。这是唯一一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自制且留存至

今的乐器。1940 年冬，大提琴家张贞黻来到延安，在鲁迅艺

术学院任教。由于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在延安十分稀缺，他

提出了自制乐器的建议。 1944 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王

卓到鲁艺音乐系学习小提琴，老师就是张贞黻。羊肠、电话

线、马尾等材料，经过张贞黻细细打磨，终于做成一把精美

的小提琴。带着这把琴，王卓从延安走向战场，为战士们助

威鼓劲。

得知小提琴下落后，延安文艺纪念馆馆长刘妮多次与王

卓老人通信，交流自己对革命文物的情怀和布展设想。2012
年，时年 84 岁的王卓来到延安，将小提琴交给刘妮。“希望你

们能把它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王卓说。

“我们不仅要精心保护革命文物，更要挖掘文物背后的内

涵。”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党委书记薛耀军介绍，近年来延

安市启动 69 处革命旧址集中连片保护维修项目，建立文物活

化利用体验式教学基地，不断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陕西延安

护好用好革命文物
本报记者 原韬雄

在红色革命圣地、宁夏回族自

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的单家集，凌晨

4 点刚过，市场便热闹起来。市场

里 ，数 百 头 西 门 塔 尔 牛“ 哞 哞 ”叫

着。 32 岁的吴全有忙里忙外。从

外出打工到返乡创业，吴全有的转

变源自当地就业创业环境的好转。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可是靠什么吸

引人才？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单家

集因地制宜，建立起专业化的交易

市场，目前肉牛交易量每年达 20 多

万头。当地逐渐形成养牛、收牛、卖

牛、住宿、餐饮、零售等产业链，努力

做到整体布局明确、区域特色突出、

产业定位合理，年轻人在家门口就

能安居、安心、安身、安业。

吸引年轻人，要有适应人才成

长、符合人才特点的政策机制，要用

好帮扶手段、解决实际困难。比如，

西吉县设立金融支持计划，为养牛户

在创业起步阶段消除后顾之忧。留

住年轻人，要改善人居环境，让农村

宜业也宜居。生活便利了，环境舒适

了，各项基础设施健全了，年轻人就

会对乡村更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几年，单家集着力改善公共

服务设施，村民家门口的沙土路变

成了水泥路，垃圾坑改造成垃圾箱，人居环境大变样。在

水利、电力、道路交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方面，城乡差距

也在逐步缩小，让返乡年轻人愿意回、留得住。

广袤的田野，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希望。让更多有

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创新、创富，必将绘就老

区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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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感悟R

■喜看老区新变化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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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位于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的光伏发电项目。

黄克义摄（人民视觉）

图②：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无定河稻田养蟹基地，农

民喜获丰收。 吴静心摄（人民视觉）

图③：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惠安堡镇大坝村，农民

在日出前采摘黄花菜。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图④：陕西省榆阳河口水库湿地，成群结队的天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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