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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汽车行驶在陕西省延安市宜川段

的沿黄公路上，满眼青山翠岭，让人很难相

信身处之地是黄土高原。

“这是这些年在秦晋峡谷持续造林绿化

的成果。”宜川县林业局副局长郝云峰说。

宜川是黄河中游重要生态屏障，境内黄河全

长 66 公里。 2012 年以来，宜川县每年拿出

地方财政收入的 20%作为绿化资金，坚持实

施秦晋峡谷重点区域绿化工程，如今已完成

该县境内秦晋峡谷坡面绿化 3.5 万亩，累计

营造林 110 多万亩。据统计，宜川县年均入

黄泥沙量从 1998 年的 950 万吨降至近年的

400 万吨左右。

“事关黄河安澜，再苦
再难也要干”

夏日的一天，在宜川县壶口镇禹王宫山

体，铁龙湾国有生态林场造林队队员正借助

大型吊车，将苗木运到二三十米高的悬崖

上，再由人工运送到栽植的地方。“上山的路

都是石崖沙坡，队员们一个拽一个艰难前

行。每人一天只能背 20 多棵苗木，肩膀被磨

破是常有的事。”铁龙湾国有生态林场场长

刘延江说。

运树苗、挖坑、浇水、种树……每一步在

平 地 轻 松 平 常 的 动 作 ，在 陡 坡 上 都 异 常

艰难。

在昝家山植树点，宜川县丽红专业造林

队队长王永红给队员腰间拴上绳子，从崖顶

慢慢下降到植树点。队员就地取材，将山坡

上的石头挖起来，垒出长 1.2 米、宽 0.8 米的

石坑，再填入深 0.6 米的土层。树栽好后，再

将从山下河里抽上来的水浇灌到石坑内。

“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必须在

造林植草、减沙控沙上下功夫。事关黄河安

澜，再苦再难也要干。”宜川县林业局局长吴

大洋说。2012 年以来，宜川县通过实施人工

造林、飞播造林、封山育林等，累计营造林

110 多万亩，为宜川森林质量持续提升和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奠定了基础。

“陕北的水土流失得到进一步治理，入

黄泥沙量显著减少。”陕西省水利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省内黄河流域年均入黄泥沙量已

由 2000 年的 8 亿多吨减至目前的 2.68 亿吨。

“除了山势陡峭，还面临
常人想象不到的重重困难”

宜川地处黄土高原和渭北高原过渡地

带，根据植被分布和地形地貌可划分为西南

天然次生林区、北部黄土高原荒山区和东部

石质山地区。石质山地区域就是秦晋峡谷，

山势陡峭、环境恶劣，是实施造林绿化的“硬

骨头”。

“在秦晋峡谷植树，除了山势陡峭，还面

临常人想象不到的重重困难。”提起当年在山

谷悬壁崖畔上种树的不易，王永红告诉记者，

土层浅薄，由于岩石裸露，地表仅覆盖 20 厘

米左右土层；土壤贫瘠，有机质含量较少，植

被生长缓慢……

如何提高种树成活率？在宜川县林业

局的支持和帮助下，王永红和造林队队员以

及林业技术人员一起，总结了一系列经验：

通过石坑客土、留存土壤，解决山势陡峭问

题；通过客土回填、就近取土，解决土层浅薄

问题；通过科学施肥，将肥料与土壤搅拌，解

决土壤贫瘠问题；通过深栽深埋，稳定苗木、

保湿保墒，解决风力较大问题；通过适时浇

灌，解决干旱问题。

和丽红造林队一样的专业造林队伍，在

宜川县还有 8 支。宜川县林业局分期分批送

队员到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等地学习石坑造

林技术，结合本地地质情况，丰富完善石质山

地造林技术。

“种树难，管护也难，管护中最难的是浇

水。”宜川县美景专业造林队队长王月元告

诉记者，很多时候，队员要先用农用车把水

从山沟运到山顶，再用管子给树浇水，一天

只能浇 200 多棵。浇水前先把树坑的土挖

开，浇完后再填进去，“这样可以减少水分蒸

发。杂草也要及时拔掉，免得杂草吸水。”

“2012 年以来，宜川县把秦晋峡谷石质

山地造林绿化作为重点区域绿化试验项目，

通过砌垒石坑、客土回填、栽植大苗等方式，

采用起苗前生根粉浇灌、深栽深埋、浇水等

措施，使秦晋峡谷造林成活率从 2012 年前的

40%提高到目前的 90%。”吴大洋介绍。

“环境变好了，日子也一天
比一天好”

“随着林木面积持续增加，生态状况明

显好转。”郝云峰介绍，宜川的北部塬区在

2000 年以前到处是荒山秃岭，开展重点区域

造林绿化以来，县域内经常有褐马鸡、黑鹳

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出没。

“发展林果产业，不但环境更好了，我们

也过上了好日子。”云岩镇西廻村村委会主

任刘海发感慨地说。近些年，刘海发和妻子

种植了 5 亩苹果，一年收入好几万元。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我家栽种上了

花椒，环境变好了，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宜川县集义镇流湾头村村民赵文会望着满

山 的 花 椒 树 高 兴 地 说 ，去 年 花 椒 收 入 8 万

多元。

据统计，近年宜川累计发展果园 40 万

亩，果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此外，依托丰富的林草资源，宜川县还

采取“规模养殖场+家庭设施养殖”的方式，

促进农民增收。

除了林农产业，宜川县依托黄河壶口瀑

布和蟒头山国家森林公园，逐步建立以生态

为特色的旅游品牌。2021 年，全县旅游人数

达到 32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11.56 亿

元。宜川县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宜川县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今后将继

续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工作，持续造福宜川

百姓。

图为秦晋峡谷宜川县壶口镇椿树峁区

域（摄于 2022 年 5 月）。

侯玉郎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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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号”纯太阳能汽车是天津首个采用“揭榜挂帅”机制实

现技术攻关的科研项目。2021 年 4 月，天津市科技局发出榜单，

委托揭榜单位研发一款纯太阳能驱动汽车，要求续航里程不少

于 50 公里，可实现完全无人驾驶，比同类车型整车减重 50%以

上，研发时间 5 个月。经集中报名、层层筛选，天津阿尔特汽车

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成为挂帅单位。

“根据经验，研发一款整车一般需要 2 年时间，挑战颇大。”

让天津阿尔特汽车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彦辉有底气

的是，这份榜单列明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保障措施：挂帅

单位可自主组建研发团队，自主决定技术路线和经费开支，可通

过政府部门协调向本市各大科研院所、高校、科技企业寻求技术

支持……天津阿尔特汽车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在对天津市工

信局提供的 507 家汽车供应链企业和科技局提供的 60 余项先进

技术进行筛选、对接后，最终确定“天津号”集成使用 47 项先进

技术，筛选出 42 家供应商和参与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拿出了空间砷化镓薄

膜太阳能电池组件技术，为“天津号”带来了 31%的光电转化效

率；南开大学和天津理工大学团队带来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

术，使“天津号”车身的太阳能板受光面积最大化……去年 10
月，“天津号”完成整车联调联试和固定场景示范运营，各项攻关

指标初步达到榜单要求：测试数据显示，光照充足的晴天，续航

里程超过 70 公里，阴雨天气也能续航 50 公里。

天津市科技局党委书记毛劲松表示，今年天津将继续推广

“揭榜挂帅”等科研项目组织模式，扩大自主立项试点范围，赋予

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

度权。

优化创新生态环境，离不开完善的创新服务体系。

“相比于一些孵化器提供融资等常规服务，我们最大的优势

在于背靠科大讯飞这棵大树，将科大讯飞的技术与入驻企业的

创新技术有效对接。”天津智汇谷总经理郭华介绍，2018 年，天

津港保税区与科大讯飞联合打造的智汇谷投入运营，4 年来累

计引育孵化企业超过 250 家，孵化企业累计产值超过 125 亿元。

去年初在智汇谷注册成立的天津零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将科大讯飞的遥感影像 AI 技术与自己团队的无人机设计制造

技术成功嫁接，新产品被应用于测绘领域，迄今营业收入已超过

千万元。今年 4 月，科技部公布 2021 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名单，天津智汇谷榜上有名。

目前在天津，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达 86 家，在孵企业

4300 家；市级以上众创空间达 206 家，常驻企业和团队 6200 个。

天津还持续健全完善相关标准、信息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体

系、公共服务等，夯实智能制造发展基础。设立百亿级智能制造

专项资金，至今已累计支持 2998 个项目，全市安排资金 91.9 亿

元，带动投资超过 1200 亿元。搭建起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

和智能制造等十大产业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助推科研成果转化。

围 绕 制 造 业 立 市 强 化 科 技 赋 能 ，天 津 制 造 加 速 迈 向“ 智

造”。过去 5 年，天津建成 200 个智能工厂和数字车间，推动超过

8000 家工业企业上云。去年，天津智能科技产业营业收入占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和限额以上信息服务业比重达到 24.8%，其中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长 9.1%，信创、集成电路产业链

增速分别达到 31%和 24%，智能制造成为支撑天津制造业立市

新动能。

核心阅读

水土流失治理是黄河
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作
为黄河中游重要生态屏障，
2012年以来，陕西宜川县
坚持推进秦晋峡谷重点区
域绿化工程，年均入黄泥沙
量大幅减少，促进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