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2 日是第三十一届“世界水日”，

第 三 十 六 届“ 中 国 水 周 ”的 宣 传 活 动 同 步

开 启 。 联 合 国 确 定 今 年“ 世 界 水 日 ”的 主

题 是“ 加 速 变 革 ”。 结 合 黄 河 保 护 法 将 自

今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我国纪念今年“世界

水 日 ”“中 国 水 周 ”的 活 动 主 题 是“强 化 依

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

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明确提

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思路，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指引黄河保护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水利部门防御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大秋季大洪水，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坚持不懈实施调水调沙，下游河道主

河槽行洪能力不断提升；实施水资源消耗总

量和强度双控，维护了黄河健康生命；全面加

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水土流失实现面积和

强度“双下降”；持续向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

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生物多样性明

显增加。

黄河保护法以水为核心、河为纽带、流域

为基础，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更加注

重保护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黄

河流域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为导向，明确

了一系列针对性、保障性、约束性的制度措

施，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在中华民族黄河治

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我们要深刻领

会黄河保护法的立法意图、核心要义、实践要

求，将宣传贯彻黄河保护法与全面学习、全面

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坚

决履行好法定职责，在法治轨道上有力有效

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项水

利工作。

一是抓紧抓好学习宣传和配套制度建

设。抓住关键时间节点，创新方式方法，加

大宣传和普法力度，让黄河保护法“家喻户

晓”，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习惯和自

觉。对照黄河保护法，全面梳理配套制度建

设要求，坚持突出重点，加快制定取水许可、

强制性用水定额、水沙统一调度等系列配套

制度，推进黄河保护法明确的规划、标准、目

录、名录、方案制定，推动法律制度规范衔接

有序、协调统一。

二是完善黄河保护治理水利规划体

系。黄河保护法坚持流域“一盘棋”，明确建

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

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黄河流

域规划体系，要求依法编制黄河流域综合规

划、水资源规划、防洪规划。要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系统观念，做好黄河流域相关规划

实施情况评估和修订工作，抓紧推进各专项

规划和方案编制，切实发挥好规划的指导、

约束作用，为节约、保护、开发、利用水资源

和防治水害等工作提供强有力支撑。

三是强化黄河水沙调控和防洪安全。

黄河保护法聚焦洪水风险这个最大威胁，紧

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对建设

水沙调控和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完善水沙调

控和防洪防凌调度机制、加强水文和气象监

测预报预警等作出了全面规定。要加快建

设以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为主要组

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善水沙调控体

系和方案，实施干支流水库群联合统一调

度。编制完善黄河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

方案、防凌调度方案，强化流域统一调度。

健全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

组成的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构建预报、

预警、预演、预案体系。制定完善黄河滩区

名录，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治理。加强河

道 、湖 泊 和 骨 干 水 库 库 区 管 理 ，确 保 防 洪

安全。

四是促进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黄河保护法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

最大矛盾，对用水总量控制、强制性用水定

额、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等作出了全面规

定。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精打细算

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落实取

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制度，适当优化黄河水

量分配方案，健全省、市、县三级行政区用水

总量和强度管控指标体系。严格水资源论

证和取水许可管理，落实强制性用水定额管

理制度，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实施水资源差

别化管理。打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攻

坚战，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

镇节水降损。深化水价改革，开展用水权市

场化交易，加强合同节水管理、水效标识等

机制创新，完善节水支持政策。科学论证、

规划和建设跨流域调水和重大水源工程，加

快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不断完善流域水

资源配置格局。

五是加强黄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

黄河保护法针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等

问题，对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河口整治、生

态流量等作出了全面规定。要从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系统性和完整性出发，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分

区分类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加强水源

涵养区保护，加大黄河干支流源头保护力

度。抓好重点区域水土流失防治，实施水土

保持重点工程，严格生产建设活动水土流失

监督管理。加强河口生态保护与修复，保障

入海河道畅通和河口防洪防凌安全。强化

生态流量和生态水位管控，开展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修复流域水生态。

六是提升流域治理管理能力和水平。

黄河保护法对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加强协

作、促进高质量发展等作出了全面规定。要

增强流域意识，充分发挥流域管理机构作

用，强化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

度、统一管理，为黄河流域统筹协调机制相

关工作提供支撑保障。加强黄河保护治理

重大科技问题研究，加快建设数字孪生黄

河，提升流域治理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水平。加大执法力度，深入推进水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

诉讼协作机制落地见效，加强跨区域联动、

跨部门联合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水事违

法行为。

向着新目标，奋楫再出发。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踔厉奋发、久久为功，扎扎实实推动

黄河保护法落地见效，让母亲河永葆生机。

（作者为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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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年轮的方法，
可以大致判断树木的年
龄，但要精确定年，还需
要借助专业的“交叉定
年”方法

本报北京 3 月 21 日电 （记者李晓晴）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为持续巩固拓展水利扶

贫成果，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水利保障工作，

2022 年水利部安排 832 个脱贫县水利建设

投资 1106.4 亿元，实施 16550 个水利项目。

去年脱贫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

水利管理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为脱贫地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水利支撑和

保障。今年水利乡村振兴工作，将提升农村

供水保障水平，力争到今年底，全国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提升至 8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

盖农村人口的比例达到 57%。

巩固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成果。开展

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状况和农村居民饮水状况

排查，对脱贫地区和供水条件薄弱地区进行

常态化监测，健全农村供水问题快速发现和

响应机制；加强工程维修养护，巩固维护好已

建农村供水工程成果；做细做实县级和千人

以上供水工程应急预案，坚决防止发生整乡

整村饮水安全问题。

完善农村供水工程网络。按照“建大、

并中、减小”的原则，扎实推进农村规模化供

水工程建设和小型工程规范化改造。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城乡一体化和千吨万人

供水工程建设，实现城乡供水统筹发展。实

施水质提升专项行动。配合疾控部门对农

村饮用水进行水质监测和卫生监督，强化水

质检测监测，健全从源头到龙头的水质保障

体系，加强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

在激发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

力方面，水利部将加强水利劳务帮扶，督促指

导各地在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领域推广以工代

赈方式，推动更多群众参与以工代赈方式项

目建设，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强化农村水利

管理服务能力建设，严格落实水库大坝安全

责任制，推进小型水库专业化管护提质增效。

到今年底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力争提升至88%

在 树 木 的 横 断 面 上 ，常 常 会 见 到 许

多深浅相间的同心圆环，这就是年轮。

年 轮 ，是 树 木 形 成 层 细 胞 进 行 有 规

律 的 生 长 和 变 化 而 形 成 的 。 在 万 物 复

苏 的 春 季 ，树 木 形 成 层 会 快 速 分 裂 出 细

胞 大 、细 胞 壁 薄 的 早 材 细 胞 ，形 成 颜 色

较 浅 的 春 材 。 到 了 北 雁 南 飞 的 秋 天 ，形

成 层 细 胞 停 止 分 裂 ，晚 期 形 成 的 木 质 部

细 胞 个 体 小 、细 胞 壁 厚 ，形 成 颜 色 深 的

秋 材 。 春 材 和 秋 材 ，共 同 构 成 一 个 完 整

的年轮。

许多人可能认为，树木的年轮，一圈就

代 表 一 年 。 其 实 ，这 个 说 法 并 不 完 全 准

确。树木的年轮并不是每年都有，有时不

会产生，有时一年会形成多轮。当光热水

肥充足时，形成层细胞分裂较快较多，容易

形成宽轮；当气候环境条件不利、树木生存

艰难时，就会形成窄轮。在极端干旱或寒

冷的年份，会影响树木形成层的细胞分裂，

就会“缺轮”。树木正常生长过程中，如果

突遇寒流或短期干旱，形成层细胞分裂有

时会短暂停止后又恢复，这样一年内就会

形成多轮，称作“伪轮”。

通 过 数 年 轮 的 方 法 ，可 以 大 致 判 断

树 木 的 年 龄 ，但 要 精 确 定 年 ，还 需 要 借

助专业的“交叉定年”方法，即通过大量生活在相似生境、有

共同生长时期的年轮样品间的相互交叉验证，才能确定“缺

轮 ”和“ 伪 轮 ”。“ 交 叉 定 年 ”方 法 不 仅 能 帮 助 精 确 定 年 ，还 能

通 过 比 对 年 轮 的 特 征 ，将 活 树 、死 树 与 古 木 样 品（通 常 来 自

古 墓 、古 建 筑 、沉 船 等）产 生 的 年 轮 序 列 进 行 交 叉 验 证 与 时

间“ 拼 接 ”。 通 过 这 种 方 法 ，国 际 上 已“ 拼 接 ”了 超 过 一 万 年

的 树 木 年 轮 记 录 。 在 我 国 ，也 有 长 达 6700 年 的 树 木 年 轮 记

录 ，就 是 利 用 采 自 青 藏 高 原 东 北 部 柴 达 木 盆 地 边 缘 的 祁 连

圆柏活树与死树年轮“拼接”所产生的。

气候环境能影响树木年轮的形成与宽窄变化，树木年轮也

可以反映过去的气候环境状况。在没有详细气象观测记录的历

史时期，年轮可以作为替代气象资料，帮助我们追溯过去的气候

变化。通过树木年轮，我们还原了过去千年甚至万年的气候记

录，科学家就可以将当前的全球气候变暖进程置于历史背景中，

判断目前气候变化是否属于正常范围。同时，树木年轮记录还

可以为气候模型提供量化、精确的背景参数，使科学家能更可靠

地模拟未来的气候变化。

年轮，不仅可以反映过去的温度、降水、干旱等气候变化情

况，还能记录火山喷发、虫害、火灾、山体滑坡、雪崩、太阳活动等

极端事件，以及冰川进退、土壤侵蚀、大气污染等环境变化。考

古遗址中的古木年轮，能用于确定墓葬或遗址的年代，并帮助判

定不同族群的迁徙历史。即便是炭化的木材，也能帮助我们了

解人类木材利用以及用火的历史。

由此可见，树木年轮是大自然最忠实的记录者，将气候、

环境与历史像刻录唱片一样，一圈一圈地记录下来，为我们保

存了最原始的气候记忆。我们应该心怀对自然的敬畏，加大

力度爱护树木、保护森林。

（作者为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研究员，本报记者付文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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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李红梅）

中央气象台预计，21 日夜间至 23 日，受冷空

气影响，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华北、东

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4—6 级偏北风，

阵风 7—9 级，上述地区大部有 4—6 摄氏度

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将达 10 摄氏度以上，并

伴有较大范围的沙尘天气。21 日 18 时，中

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降温预报。

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 21 日 20 时至

22 日 20 时，新疆南部、青海北部、甘肃中

部、宁夏、内蒙古大部、陕西中北部、山西、

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中西部、河南北部、

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部

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21 日 18 时 ，中 央 气 象 台 继 续 发 布 大

雾 黄 色 预 警 。 预 计 21 日 夜 间 至 22 日 白

天，黄海西部海域、东海西部海域、山东半

岛东部及南部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

域、长江口和杭州湾附近海域、浙江和福

建东部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 1 公里

的大雾。另外，21 日夜间至 22 日上午，江

苏中南部、浙江中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

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

足 500 米。

南方将迎今年以来最强降水和强对流

天气过程。21 日夜间至 24 日，西南地区东

部、江汉南部、江淮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大

部等地自北向南先后将有中到大雨，部分

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由于前期南方大部地

区降水显著偏少，因此本轮降雨过程起到

明显的土壤增墒作用，且有利于农田水库

蓄水等。但在局部雨强较大的地区，也可

能会带来农田渍涝风险，建议因地制宜提

前做好防范工作。

北方将迎大风降温天气
南方将有强降水过程

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李晓晴）近日，水利部淮河水利

委员会与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人民检察院共同签

署《关于加强淮河流域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的实施

意见》，标志着淮河流域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初步建立。近年来，淮委严格执行涉水法律法规，依法查处各

类水事违法行为，推动办理水行政执法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21 件。

《实施意见》提出，建立淮河流域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

讼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分析研判淮河流域水事秩序和水利领域

违法案件，协商解决重大问题。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防御、水

资源管理、河湖管理、水利工程管理、水土保持造成严重危害，

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件，流域跨省级

行政管理区划发生的影响范围广、性质恶劣或涉及多部门职责

权限、协调难度大的案件等重大涉水违法案件，淮委可以会同

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人民检察院联合挂牌督办，共同推进问题

整改。

淮河流域建立水行政执法
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本报济南 3月 21日电 （记者肖家鑫）记者从山东省济宁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2022 年，济宁市大力推进荒山绿化工作，共

完成荒山绿化 4.635 万亩，平均成活率达 95%以上。

据介绍，2022 年，济宁市全面启动荒山绿化三年行动，因地制

宜、分区施策，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全市域推动国土绿化扩容增

量，全方位提升森林生态质量。今年，济宁市将对 8 个县市区的

1.74 万亩荒山进行绿化。目前，已累计完成整地 14421.3 亩、造林

9320 亩，计划 4 月底完成全部年度荒山绿化任务。同时，各造林山

头除项目作业设计规划实施的配套工程外，还将增加造林绿化所

需的水、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与造林一体设计、统筹实施，保证

未来 3—5 年日常浇水管护；对完成绿化任务山头实行全面封山育

林，全部配套建设护林房、硬质封山隔离墙（网）、安装责任公示牌、

封山育林警示牌等封山育林设施。

山东济宁大力推进荒山绿化工作

3 月 21 日，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的保洁员在双水河巡护。近年来，路桥区坚持绿色发展，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每条河道、每个湖泊均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用长效

机制守护良好水生态环境。 蒋友青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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