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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4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

员会正式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1年）》。公报显示，黄

河流域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5.96 万平方千米。黄河流域

水土保持率从 1990 年的 41.49%、2020 年的 66.94%提高到 2021 年

的 67.37%，其中黄土高原地区 2021年水土保持率 63.89%。

据悉，2021 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 25.93 万平方千

米，其中水力侵蚀面积 18.86 万平方千米，风力侵蚀面积 7.07 万

平方千米。在初步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中，修建梯田 624.14 万

公顷，营造水土保持林 1297.18 万公顷，种草 237.66 万公顷，封禁

治理 437.32 万公顷。现有大型淤地坝 6265 座、中型淤地坝 1.05
万座、小型淤地坝 4.02 万座。

2021 年，黄河流域各地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1.1847 万项，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1.5154 万项次，完成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核查 1874 项，查处各类水土保持违法违规案件 143
件，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69.62 亿元。

黄河流域治理水土流失25.96万平方千米
水土保持率提高到67.37%

本报北京 12月 4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截

至 11 月 30 日，永定河已实现 2022 年累计全线通水 123 天；截至

12 月 4 日，永定河已实现 2022 年累计全线有水 168 天，超额完成

全年通水 3 个月、有水 5 个月的年度调度目标。近日，位于山西

大同、河北廊坊、天津等区域的永定河河道出现结冰，预计受冷

空气持续影响，永定河全线将陆续结冰。

自今年年初以来，水利部持续推进永定河水量调度和生态环

境复苏工作，结合永定河流域内外水雨情变化等因素，强化流域水

资源统一调度，统筹优化多水源科学配置，实现永定河春季和秋季

两次全线通水。在春季，大流量脉冲泄水试验，遏制了河道萎缩。

在秋季，相关部门结合数字孪生永定河建设，提高调度精细化水

平，实施小流量持续通水，实现与河道冰期相衔接。下一步，水利

部将继续会同相关单位，做好永定河水量调度总结评估等收尾工

作，并组织开展 2023年度永定河水量调度计划编制工作。

截至11月底

永定河实现今年全线通水123天

本报北京 12月 4日电 （记者高云才）农

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

护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以养护水生生物资

源为重点任务，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实施

好长江十年禁渔，促进渔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完

善制度体系、强化养护措施、加强执法监管，提

升渔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利用新局面。

意见指出，到 2025 年，休禁渔制度进一

步完善，国内海洋捕捞总量保持在 1000 万吨

以内，捕捞限额分品种、分区域管理试点不断

扩大。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200 个左

右，优质水产种质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每年增

殖放流各类经济和珍贵濒危水生生物物种

300 亿尾以上。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有

所改善，中国对虾、梭子蟹、大黄鱼等海洋重

要经济物种衰退趋势持续缓解，长江江豚、海

龟、斑海豹、中华白海豚等珍贵濒危物种种群

数量保持稳定。

意见提出，到 2035 年，投入与产出管理

并重的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制度基本建立。长

江、黄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显著改善，海洋

主要经济种类资源衰退状况得到遏制，长江

江豚、海龟、斑海豹、中华白海豚等珍贵濒危

物种种群数量有所恢复。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体系基本建立，水产种质资源应保尽保。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开展重点物种人工繁育救

护，健全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网络，建立健全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场

所及设施，对误捕、受伤、搁浅、罚没的水生野生动物及时进行救

治、暂养、野化训练和放生。要组织开展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育

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长江江豚、海龟、中国鲎、黄唇鱼、珊瑚等重点

物种人工繁育技术取得突破，开展大鲵、中华鲟、长江鲟等人工繁

育技术成熟物种的野外种群重建。要建立健全人工繁育技术认

定和标准体系，有条件的要建设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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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要 10 分钟，就能把整个灌区近

80 公里的干渠巡查一遍。以前，要把人分成

好 几 组 、走 好 几 天 。 自 从 安 上 了‘ 数 字 翅

膀’，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甘肃疏勒河昌马

灌区管理处干部李玉军感受到了信息化建

设带来的便利。

他 说 的 这 双“ 翅 膀 ”，是 疏 勒 河“ 孪 生

版”。今年 2 月，疏勒河入选水利部数字孪

生流域建设全国先行先试试点。数字孪生

流域建设，是以物理流域为单元、时空数据

为 底 座 、数 学 模 型 为 核 心 、水 利 知 识 为 驱

动，对物理流域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全

过程进行数字化映射、智能化模拟，实现数

字流域与物理流域同步仿真运行、实时信

息交互。

“通俗来说，就是在数字世界为流域或

水 利 工 程 投 射 出 一 个‘ 孪 生 兄 弟 ’。 分 布

于 河 道 、岸 坡 等 处 的 监 测 传 感 设 备 ，能 像

人 体 的 神 经 网 络 一 样 去‘ 感 知 ’现 场 的 实

时 动 态 。”甘 肃 省 水 利 厅 信 息 中 心 网 络 安

全 科 科 长 夏 天 告 诉 记 者 ，有 了 这 个“ 孪 生

兄 弟 ”就 像 为 流 域 、水 利 工 程 装 上 了“ 大

脑”，不仅能对潜在问题进行预报，对洪水

等突发情形进行预演，还能通过动态预案

管理对紧急事件提前预警。

疏勒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干旱区典型的

内陆河流域。疏勒河灌区是甘肃省最大的

自流灌区，哺育着 134 万亩农田。李玉军说，

疏勒河灌区目前已建成信息化管控平台，覆

盖 698 个斗口计量监测点、106 套测控一体

化闸门和 28 处雷达水位监测点，实现了从水

库源头到末级渠系水情信息的实时监测和

记录。

流经甘肃省迭部、舟曲、宕昌、武都、文

县的白龙江，是嘉陵江支流。利用数字孪

生技术，甘肃省水利厅在白龙江舟曲段构

建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目前，我们已在白龙江流域 123 平方

公里的人口密集区域建起实时监测网络和

自动化预报体系。”夏天说，系统对 53 个小

流域出口断面、66 公里长的主河道关键断

面流量实现 10 天风险预警、3 天预报预警、

实时监测预警。

据介绍，该系统自运行以来，已成功预

警 15 毫米以上降雨 11 次。

此外，数字孪生流域建设也为“人工地

下长河”——引洮工程安上了“千里眼”。洮

河是黄河上游第二大支流。去年 10 月，引洮

供水二期工程总干渠实现全线贯通，甘肃 5
市 13 县区 600 多万群众受益，占全省总人口

近 1/4 的老百姓喝上了甘甜、清冽的洮河水。

引洮工程是甘肃引水渠线最长的大型

跨流域引水工程。其沿线布满隧洞、干渠、

支渠、暗渠、渡管、倒虹吸、输水管线，干支渠

总长 1069.83 公里，超出洮河干流近 400 公

里，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人工地下长河”。

在 工 程 建 设 过 程 中 ，承 建 方 甘 肃 省 水

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步建设“数字孪生

引洮工程”，通过对水量精准智能调度、沟

（河）道退水模拟分析，实现了智能巡查、实

时分析和智能诊断。

“针对引洮工程长距离、多隧洞、全年

不间断运行的实际，我们构建了从总干渠

渠首至斗农口末端的智慧化管理系统，实

现了渠道物理流场的一体化实时孪生，进

而提高了工程安全运行、科学调度能力。”

甘 肃 省 水 务 节 水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负 责 人 介 绍 ，当 地 已 经 建 成 投 入 使 用 的

120 余 孔 一 体 化 测 控 闸 站 ，配 水 设 施 能 耗

大大降低、供水利用率提升至 95%以上，同

时降低了运行管理成本，并大幅缩短了故

障响应时间。

甘肃推进数字孪生流域建设—

科技赋能 守护河流安澜
本报记者 付 文

本报南昌 12月 4日电 （记者朱磊）记者从江西省鹰潭市

余江区林业局获悉：余江区试点“林长+检察长”联动工作机制

一年多来，形成了强大的保护合力，实现护绿增绿。

2021 年 2 月，余江区建立“林长+检察长”联动工作机制，检

察长携手林长开展巡林，以检察长为首的检察机关全面介入林

长制和森林资源管理工作，对林长制协作单位和各乡镇开始常

态化监管。今年，该联动机制在打击非法占用林地、滥伐林木等

专项监督基础上增加名木古树、野生动物、湿地保护内容，不断

丰富“林长+检察长”的内涵，构建责任明晰、协同配合、打防并

举、治理高效的林业资源保护机制。

江西鹰潭余江区

“林长+检察长”护绿又增绿

车停在距离试验田几百米开外的小路

前，一行人沿着小路步行不到 5 分钟，眼前便

出现了一片茂密的菌草。

这 些 菌 草 通 体 翠 绿 ，看 上 去 得 有 五 六

米高。“这还不算高，在热带地区，它可以长

得更高。”盐城师范学院湿地学院教授刘伯

斌说。

这是江苏盐城沿海的滩涂。

“这里的盐碱地面积太大了，望不到边！”

2017 年 10 月，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

席科学家林占熺第一次来到盐城沿海滩涂

时，发出了这般感叹。

2019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大学环

境学院教授张全兴在福建平潭长江澳的菌

草实验基地了解到菌草顽强的生命力及其

生态、经济价值后，向林占熺提出在江苏沿

海滩涂种植菌草的想法。

2021 年 4 月，盐城开始种植菌草。一年

多过去了，菌草已经给盐城的沿海滩涂带来

了一些变化。

开展种植试验，培育
适合盐城自然条件的菌
草品种

前两天，刘伯斌起了个大早，带着两个

学生驱车前往盐城大丰区草庙镇。盐城大

面积种植菌草的试验田就在这里，目前栽种

的菌草品种叫巨菌草，共有 150 亩。

跟随刘伯斌穿梭在这片茂盛的草丛中，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盐霜遍地、寸草不生。“来

尝尝，什么味道？”刘伯斌揪下一片菌草叶递

给记者。把菌草放入嘴中，有咸有甜，咸的滋

味更多一点。

“这就对啦，地里的盐都跑到菌草里面

啦！”刘伯斌说。甜，是菌草本身的味道；咸，

是因为菌草吸收了土地的盐分，降低了土壤

含盐量。

收割后的巨菌草，上半部分留在地里给

根部保温，剩下的储藏起来，为来年留种。

实验小组将晒干的巨菌草秸秆蓬松地铺在

菌草根部，以待菌草来年萌芽。除了收割、

留种之外，实验小组还将农田的土壤收集留

样，送回实验室，检测种植菌草之后土地含

盐量的变化。

今 年 6 月 ，福 建 幸 福 洋 滩 涂 盐 碱 地 传

来 了 喜 讯 ，林 占 熺 团 队 在 含 盐 量 曾 高 达

14.7‰的重度盐碱地种植了两种菌草——

绿洲 1 号和巨菌草，3 年后，这里的土壤含

盐量降低至 1.3‰。

培育适合盐城自然条件的菌草品种，是

下一步大规模种植菌草、治理盐碱化土地的

关键。“盐城气候与平潭存在差异，对菌草的

耐寒性有更高要求。”在实验室里，南京大学

盐城环保技术与工程研究院生态低碳技术研

究所所长刑立群边说边用不同浓度的盐水浇

灌菌草。他正在进行的是巨菌草耐盐实验：

在相同的环境里，设置不同的含盐量梯度，观

察巨菌草的生长情况。破解盐城土地盐碱化

治理难题的密码，或许就藏在其中。

改善土壤生态，为丰
富盐碱地的生物多样性
打下基础

从草庙镇驱车向东 20 公里，在闽苏合

作的另一块试验田中，绿洲 1 号正在茁壮成

长。这是一个比巨菌草更高、更耐盐碱的

品种。

由于紧邻大海，周围盐碱地含盐量已达

到 9‰以上，这块盐碱地属于重度盐碱化地

区。繁茂的菌草群与周围荒芜的景象形成

了鲜明对比。菌草株下方生长着野生草本

植物和灌木，开出的粉色小花，为滩涂添了

几分生机。

这片试验田位于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据不完全统计，滩涂沿线地

带栖息着 7000 多头麋鹿，其中 3000 多头属

于野生麋鹿种群。

麋鹿以禾本科、苔类及其他多种嫩草和

树叶为食，如何保证动物群体的食物来源，

是近几年保护区一直在研究的问题。同属

禾本科的菌草，被认为是替代传统饲料的一

种新选择。

一年前，保护区将收割下来的菌草分别

投喂到半散养和圈养两种饲养模式的麋鹿

种群中，观察它们的进食效果。“我们根据麋

鹿的进食状态判断，麋鹿对菌草还是非常喜

爱的。”盐城市麋鹿研究所副所长贾媛媛说。

贾媛媛介绍，菌草是否能作为麋鹿的日

常饲料，还需要进行科学论证和实验。如果

可以，不仅能大大降低麋鹿的饲养成本，还会

为野生麋鹿种群提供更为丰富的食物来源。

盐城还拥有盐城湿地国家级珍禽自然

保护区和条子泥湿地公园，吸引了许多鸟

类停歇、栖息。“菌草根系周围的酶活性反

应，对于土壤的养分和微生物的变化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林占熺说。今后，菌

草在鸟类的繁衍、栖息以及食物来源等方

面，都有望发挥作用。

菌草固氮能力强，固碳
前景广阔

在盐城市一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

的菌草地四周，圈养着不少牲畜家禽，不远

处还有一口鱼塘——这片不大的地方，均匀

分布着许多常见的养殖品类。

“养殖多品类动物，是为了实践菌草‘种

养加’模式。”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种养加”模式，指的是种植、养殖、加工的生

态农业模式。

这种模式下，如何让土壤持续保持较高

的养分和肥力？靠的就是菌草强大的固氮

能力。

对此，刑立群说，巨菌草区别于一般作

物依靠外界补充氮元素的情况，菌草可以通

过自身光合作用，利用固氮菌将空气中的氮

元素固定在土壤之中，提高土地肥力，降低

化肥的使用量。

除 了 固 氮 增 加 土 壤 肥 力 ，菌 草 还 具 有

强大的固碳能力，可有效减少大气中的温

室 气 体 。“ 如 果 盐 城 广 大 滩 涂 可 以 推 广 种

植菌草，我们就能把空气中的碳牢牢抓在

地下！”林占熺说，这是他和团队在盐城种

植菌草的目标。

“以巨菌草为例，研究数据表明，巨菌草

的光合作用效率是阔叶树的 4 至 21 倍，一亩

巨菌草年吸收二氧化碳 6 吨至 6.7 吨。”林占

熺说，今后，如果在盐城 680 余万亩滩涂上推

广种植菌草，固碳前景将非常广阔。

培育种植菌草，降低土壤含盐量，江苏盐城—

治理盐碱地 菌草来助力
本报记者 白光迪

核心阅读

江苏盐城自古有“环
城皆盐场”之称。目前，盐
城共有沿海滩涂约 683万
亩，约占江苏省盐碱地总
面积的70%。

自去年 4 月开始，在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与科
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盐
城通过种植菌草，降低土
壤含盐量，尝试破解土地
盐碱化治理的难题。

■美丽中国R

蜀山泵站枢纽是引江济淮工程三级提水泵站枢纽。其中，蜀山泵

站是亚洲装机、流量最大的混流式泵站。目前，引江济淮蜀山泵站枢纽

正加紧施工，为实现年底试通水试通航的目标做好准备。

图为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引江济淮蜀山泵站枢纽工程建设现场。

骆先洋摄（影像中国）

水利枢纽施工忙

本版责编：程 晨 张文豪 何宇澈

本报北京 12 月 4 日电 （记者李红梅）

11 月 26 日 开 始 影 响 我 国 的 寒 潮 天 气 已 结

束。受寒潮天气影响，全国大部地区过程最

大降温幅度达到 8 摄氏度至 16 摄氏度，南方

多地迎来今冬初雪，并出现持续低温阴雨天

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6日，南方地区的阴

雨天气将告一段落，全国大部地区雨水稀少，

气温缓慢回升，较常年同期略偏低，北方地区

天气晴好，南方地区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

4 日白天，苏皖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

中北部、湖南南部及四川盆地东部等地出现

小雨。预计，4 日夜间至 5 日傍晚，江淮大

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

地区有小雨，其中，江西北部、浙江中北部局

部有中雨。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 日，今年入冬以来

最强寒潮天气来袭。受寒潮影响，降温幅度

超过 16 摄氏度的国土面积有 215 万平方公

里，占全国 22%。西北地区、华北北部、华

东、江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中北部等部分地

区降温幅度达到历史同期第一。全国大部

气温由前期明显偏高转为明显偏低，气温 0
摄氏度线最南到达江苏南部、江西北部到陕

西 南 部 一 带 ，华 南 最 低 气 温 不 足 10 摄 氏

度。甘肃、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共

30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低气温突破 11 月历史

极值。西北和中东部地区出现较大范围雨

雪，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出现雨

转雨夹雪或雪，贵州、湖南及湖北东南部、安

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局地出现冻雨。

寒潮天气结束

北方晴好南方多云

本报银川 12月 4日电 （记者刘峰）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获悉：近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高级人民法院等 12部门

联合发布《黄河（宁夏段）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实施方案》，明

确到 2025年，黄河干流宁夏出境断面水质达到Ⅱ类，国控地表水断

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80%，地表水劣Ⅴ类水体控制在

10%以内，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20%，水土保持率达到 78.02%。

根据《实施方案》，宁夏将在黄河干流宁夏段、主要支流、重

要湖库及重点入黄排水沟等水域实施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城镇环境治理设施补短板、农业农村环境治理、

生态保护修复五大攻坚行动。在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

等关键领域，实施农业深度控水节水工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工程等十大重点工程。通过攻坚，黄河流域宁夏段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将稳步提升，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基本形成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格局，维护黄河生态安全。

宁夏发布方案

实施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