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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起 三 门 峡 、东 至 开
封，一条蜿蜒的绿色廊道，
成为当地百姓的生态廊道、
致富廊道、幸福廊道。近年
来，河南通过在黄河沿岸打
造生态廊道，推动生态修
复、打造生态产业、发展生
态旅游，在守护一泓清水入
黄河的同时，也让黄河之水
滋润沿岸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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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7月 23日电 （记者范昊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

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截至目前，长江经济带 1.5 万余艘运输

船舶受电设施已完成改造升级。今年 1—6 月份，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共 432555 艘次、用电量达 51182359
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40%、63%。

近年来，长航局与国家电网、长江水系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等建立了岸电协调机制，推动建立健全港口和船舶岸电相关

技术规范；推动出台行业支持政策，实施试点改造船舶优先过

闸、待闸期间使用岸电的船舶给予诚信加分等措施。目前，长

江干线省际游轮、内河商品汽车滚装船、载货汽车滚装船、集

装箱船、川江及三峡库区大长宽比示范船、通过三峡—葛洲坝

枢纽通航建筑物的 600 总吨及以上干散货船和多用途船、特

定航线江海直达船受电设施改造完成率达 100%。

今年上半年

长江经济带运输船舶
靠港使用岸电量同比增长63%

本报南宁 7月 23日电 （庞革平、黄尚宁）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典型案例（第二批）》，推出 13 个典型案例，引导各地结合实际

学习借鉴，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

运作、可持续的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为厚植广西生

态优势积蓄新的内生动力。

13 个典型案例有：广西创新国家储备林林票制度推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广西左右江流域“山水工程”生态修复

保护促进价值提升案例、钦州市钦州港“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引领港产城绿色融合发展案例、崇左市江州区卜花村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柳州市“小米

粉”成就“大产业”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等。

广西发布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当前，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北方进入主雨季，台风活动进入活跃

期。今年入汛以来，气象部门加强监测预

警，各地探索预警递进式服务机制，全力筑

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7 月 17 日 13 时，当台风“泰利”中心位于

广东深圳偏南方约 283 公里的海面上时，深

圳市民李华收到台风预警短信，这是深圳市

气象局于 16 日 12 时开启的沿海触发式靶向

提示信息。

早在台风生成之初，深圳市气象局便

按照“31631”递进式服务模式，提前 3 天、1
天、6 小时、3 小时、1 小时开展气象监测预

报 预 警 工 作 ，滚 动 更 新 预 报 预 警 信 息 ，累

计 向 全 市 防 灾 责 任 人 发 布 预 报 预 警 信 息

384 条，向全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专

业 行 业 服 务 用 户 等 6727 家 单 位 发 送 短 信

27 万 条 ，向 全 市 1.8 万 块 显 示 屏 投 放 台 风

预警信息。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

司长王亚伟介绍，递进式服务是根据气象

灾害发展的不同阶段，按照不同需求供给

预报预警服务产品，并分级别、分区域精细

化联动相关力量，使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信

息快速转化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防灾

减灾行动力。递进式服务的理念是将灾害

性天气过程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建立覆

盖“ 灾 前 — 临 灾 — 灾 中 — 灾 后 ”全 链 条 的

服务。

目前，气象部门“6 小时预报、3 小时预

警、1 小时叫应”的“631”递进式服务机制已

融入地方防汛指挥调度、基层巡查防守、避

险转移的各个环节。应急管理部防汛抗旱

司长江流域处处长谭巍介绍，国家防总将

“631”机 制 列 为 地 方 典 型 经 验 做 法 进 行

推广。

除 了“631”机 制 ，一 些 地 方 还 探 索 了

“1262”递进式服务机制。在福建，以提前

12 小 时 、6 小 时 、2 小 时 为 节 点 的“ 三 个 提

前”气象灾害防御机制及分级分区分类精

准指挥，形成“1262”精细化乡镇气象灾害

预警联动机制；在云南，明确气象部门开展

强降水“1262”递进式预报预警工作，规定

了 各 级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部 相 应 的 职 责 和

分工。

今年 4 月 17 日，中国气象局建立的全

国 预 警 叫 应 联 动 信 息 平 台 开 始 业 务 试 运

行。截至目前，已有 30 个省份 1.7 万余条信

息报送至该平台，天气实况、预警、叫应、联

动等情况的数据集约展示，成为高级别预

警叫应在线监控和实时提醒的重要抓手。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预警发布室

主任王佳禾介绍，各地叫应服务启动标准

条件呈现出“一县一策”的属地化特征，符

合各地地形、流域、气候特征等独特属性，

有利于地方政府、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开展

防灾救灾行动。

如今，全国和地方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服务系统均已实现集约化、自动化、智能化，

覆盖各灾种风险评估、预警产品制作、信息

发布全流程，可以实现预警信息靶向分钟级

到达用户。

（陈磊参与采写）

入汛以来加强监测预警

气象部门探索预警递进式服务机制
本报记者 李红梅

“那颗星就是火星，看，北斗七星就是

那柄勺子，那边是人马座……”不久前，江

西省宜春市靖安县第一小学在操场上搭

帐篷，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夜观星空”活

动，孩子们不仅对星空多了了解，还了解

了光污染等知识，直呼长见识。

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杞

山保护管理站已经连续多年向周边学校

开放自然观察课。在这里，护林员和老

师带着孩子们观察植物、动物的生活场

景，了解生物多样性，解释人类活动对自

然环境的影响。一次小小的观察课，让

孩子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有了

深刻体会。

提升全民生态文明素养，孩子们的

生态科普教育是重要基础。今天，我们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是为了让子

孙后代永享绿水青山。未来的他们，更

是生态文明的有力维护者。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孩子的生

态科普教育，如何让他们收获相关知识，

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一颗生态文明

的种子？靖安县的尝试说明，自然就是

最好的生态老师。

大自然是学习的最佳载体，可以帮

助孩子告别抽象概念，更好地推动孩子

习惯的养成。带小朋友走进自然，学习了解动植物的种类、特

性，感知大自然的奥妙，可以让他们和自然建立亲密联系。

推动孩子们走进自然，学校和老师的作用很重要。靖安

县第一小学的“夜观星空”活动，让创意与自然擦出了最美的

火花。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在探索自然教育，笔者曾在一些

学校看到利用空地开发的小公园、小菜地、小鱼塘，让孩子们

通过观察和劳动体会自然之美，这样的探索真是多多益善。

推动孩子走进自然，去观察、记录、表达，家庭的氛围也至

关重要。从了解垃圾的自然降解过程到实践垃圾分类处理，

从爱护植物到了解水土流失的危害……需要家长去积累、去

发现、去带动。笔者有位朋友，每到寒暑假都会组织同好的家

长们带着孩子走进市区公园，为孩子们讲解二十四节气、古人

耕读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既普及了传统文化和生态知识，

又拉近了亲子关系，一举多得。

其实，只要走到户外，有心者处处皆可见自然之美，处处

皆有自然的课堂。让我们牵着孩子的手走进自然，培育呵护

好大自然在孩子心中种下的这颗种子，将来，这颗种子就有可

能长成参天大树。

在
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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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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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走到户外，有心
者处处皆可见自然之美，
处处皆有自然的课堂

夏日傍晚，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黄河

大堤南侧的大河路街道前刘村，宽敞平整的

景观步道上游人如织，两旁的绿植郁郁葱

葱。“这里环境美，节假日带着孩子来逛一

逛，欣赏下美景。”市民尹继业说，和家人围

坐在绿荫下，一边饮茶一边聊天，感觉非常

惬意。自然生态的氛围、舒适怡然的空间，

让黄河生态廊道吸引了越来越多市民来到

这里欣赏黄河、亲近黄河。

近年来，河南省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黄河沿岸建设复合型

生态廊道，流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系

统功能不断增强。

推动生态修复，营造
亲水空间

三门峡大坝两岸青山连绵，树木葱郁，

黄河从这里流入河南。沿岸，20 余只黑鹳

时而栖息石上，时而跳入水中，与白鹭、苍鹭

争相捕食。

一旁的市民张明云兴奋不已，赶忙按下

快门，记录这些生动的瞬间。“现在三门峡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空闲时间我喜欢拿着相机

抓拍珍稀动物。”张明云说。

好生态引得百鸟来。黑鹳是一种候鸟，

数量极为稀少，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近年来，黑鹳频频光顾三门峡。此外，大

鸨、灰鹤、白天鹅、鸳鸯等也成为这里的常客，

使得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

崤山为伴，土塬连绵，三门峡地势高低起

伏，河道蜿蜒。三门峡境内，240公里复合型

黄河生态廊道功能彰显，串联起黄河岸边的

山山水水。近年来，三门峡市按照“三河为

源、四水同治、五库联调、六区受益”工作总布

局，持续开展河湖“清四乱”，改善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恢复河流健康生态。如今，三门峡境

内 18条黄河一级支流已实现“清水入黄”。

弘农涧河流经三门峡灵宝市，是三门峡

市最大的一条黄河支流。沿弘农涧河而上，

这里的沿黄生态廊道中点缀着休闲驿站和

景观小品，沿岸步道整洁美观。“这里建有儿

童乐园，周末我们会带家人过来亲近黄河，

变化真大！”在河边散步的灵宝市民李战生

感慨。

近年来，三门峡深入推进“四水同治”，

持续推进天然林修复、公益林保护，营造水

源涵养和水土保持林，弘农涧河水质从劣Ⅴ
类提升到Ⅱ—Ⅲ类之间。

“我们将持续推动水资源利用、水生态

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工作，通过强化水质监测

分析、推进清废行动，把黄河生态廊道打造

成造福百姓的幸福廊道。”三门峡市水利局

党组书记、局长裴宗杰说。

2022 年，三门峡市国考断面地表水环

境质量持续为“优”，全年水质达标率 100%，

优良水体比例 100%；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取

水水质达标率 100%。

打造生态产业，助力
村民增收

“你看，这白对虾，个大饱满。”河南省开

封市祥符区曲兴镇大蔡村崇溪水产养殖基

地，技术员张利朝正在岸边忙着投喂饵料，

“黄河生态廊道建成，俺也吃上了生态饭！”

曲 兴 镇 北 依 黄 河 ，地 下 水 矿 物 质 丰

富，水产养殖优势得天独厚。借助黄河生

态 廊 道 建 设 的 发 展 契 机 ，大 蔡 村 整 合 资

源 ，引 进 精 细 管 理 模 式 ，建 设 水 产 养 殖 基

地。 2021 年，大蔡村从农户手中流转土地

坑塘 600 余亩，发展水产养殖业，当年销售

收入 2600 万元。

“以前外出打工总是担心家里，现在在

家门口上班，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实现家

门口就业，村民王沙心里乐开了花。

近年来，开封市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

度，以特色产业发展为抓手，宜种则种、宜养

则养、宜草则草，引导沿黄乡镇因地制宜科

学选取适合本地的水产业。目前，祥符区毗

邻黄河的 4 个乡镇在规划的黄河生态廊道

范围内已发展水产养殖面积 1.5 万亩，相关

产业年收入总值达 4000 万元，特色产业与

生态保护实现有机结合。

眼下，祥符区袁坊乡袁坊村黄河生态廊

道 蝉 鸣 阵 阵 ，1 万 多 亩 莲 藕 进 入 盛 花 期 。

2020 年，袁坊乡开发利用坑塘，种植莲藕，

成立合作社，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袁坊村莲

藕合作社还注册了商标，走品牌化路线。藕

农柴素叶已经种植莲藕 5 年多，藕田由 20 亩

发展到现在的 300 多亩。“去年莲藕销售行

情好，每亩收入超万元。”柴素叶说，今后她

打算继续扩大莲藕种植规模。

开封市持续把生态廊道建设和高效农

业建设相结合，沿途增设现代农业设施等，

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鱼虾养殖、

莲藕种植等产业产生了显著经济效益。

发展生态旅游，传承
黄河文化

过了小浪底水利枢纽，从高原峡谷奔腾

而来的黄河水便涌入广袤肥沃的华北平原。

在洛阳市新安县石井镇黄河神仙湾风景区，

一湾碧水，满山林果。登上山岭之巅俯瞰，黄

河生态廊道宛如游龙盘在山腰上。在荒坡改

造后建成的果园里，果树郁郁葱葱。

神仙湾风景区位于石井镇东侧的黄河

岸边，是黄河生态廊道的一部分。借助良好

的生态环境，石井镇抓住机遇，全面发展全

域旅游，在神仙湾风景区布局研学体验、高

端民宿、户外露营等新业态，走出生态打底、

旅游赋能的发展道路，成为当地巩固脱贫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支撑。投壶、

射箭、制陶，孩子们研学于此，亲近山水，寓

教于乐；露营、越野、采摘，青年人欢聚于此，

纵情放歌。今年以来，石井镇接待游客人数

50 万人次，神仙湾风景区接待游客超过 15
万人次。

沿黄河生态廊道逆流而上，走上新安县

正村镇石泉村观景平台，壮美黄河一览无

余。一处谷底坐落着连片的民宿，田舍相

望，密林相拥，白墙黛瓦的新中式建筑错落

有致。“观黄河，看流云，近郊游也能亲近自

然、放松身心。”洛阳市民李玉丹说，自己利

用周末假日特意来到新安休闲放松。

过去石泉村山荒田薄，2020 年黄河生

态廊道修到了村口，当地抢抓黄河生态廊道

建设机遇，依托集体经济，整合闲置资产，通

过市场化方式招募运营商，与经营主体共同

打造民宿集群，建立运营商与集体经济、集

体经济与农户的双向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良

性循环。

游人纷至沓来，文旅消费升温。“村里把

黄河边的窑洞改造成文创小院，集中展销黄

河澄泥砚、函关窑瓷器、乡村老粗布等极具

黄河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游客的喜

爱。”石泉村党支部书记毛献新说。去年，石

泉村入选河南省首批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

全年接待游客 30 万人。

今年 6月，黄河生态廊道贯通，黄河非遗

研学体验、黄河主题文旅文创等新业态新产

品也在近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生态为基、文

旅赋能的幸福画卷正在黄河岸边渐渐展开。

图①：沿黄生态廊道洛阳市新安县段。

张雨田摄（人民视觉）

图②：黄河生态廊道开封段步道。

石 斐摄（人民视觉）

河南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建绿色廊道 展幸福画卷
本报记者 王乐文 王 者

本报北京 7 月 23 日电 （记者李红梅）

23 日白天，山东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中

部、云南中南部及台湾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

出现大雨或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3 日夜

间至 26 日，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北部等地

有中到大雨，四川中南部、重庆南部等地部分

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23 日 18 时，中

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分别与水

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

象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 23 日 20 时至 24 日 20 时，四川盆地

西部和中南部、重庆南部及黑龙江西部、浙江

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

部、西藏东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

暴雨。黑龙江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中部和东

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本报杭州 7月 23日电 （记者窦皓）记者

从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22 日傍

晚至 23 日凌晨，杭州市富阳区短时强降雨引

发山洪致局部山体塌方和泥石流。截至 23 日

14 时，暴雨共造成 5 人死亡、3 人失联。灾情

发生后，富阳区出动救援抢险队伍 600 余支，

转移涉及危险区域人员 1500 余人。

四川盆地等地将有强降雨
浙江富阳强降雨致灾

①①

②②

（上接第一版）

“从年产量仅 200 吨的实验示范线 2016 年建成投产，到年

产量 6 万吨的智能化碳丝生产线去年启动建设，碳纤维产业

见证吉林绿色发展新作为，坚定了我们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做优的信心。”吉林化纤集团董事长宋德武说，吉林拥有碳纤

维原丝年产能 16 万吨，碳丝年产能 4.9 万吨，均居全国前列。

始建于 1959 年的吉林化纤集团，发展曾陷入低谷。“创新

是企业的动力源，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宋德武说，吉林化纤

集团瞄准碳纤维领域冲刺“高精尖”，累计投入研发资金逾 10
亿元，率先开启我国碳纤维原丝规模化生产之路。

万缕千丝编织发展新画卷。去年 5 月，吉林化纤集团首

条专供风电叶片生产使用的 35K 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投产，

产品刚度是普通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叶片的 2 至 3 倍。

风电塔筒林立，扇叶凌空欲飞。如今，越来越多碳纤维材

料制造的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吉林大地上。2022 年，吉林省全

年风光发电项目建设装机约 1312 万千瓦，新增并网 518 万千

瓦，超过“十三五”时期风光装机并网总和。

加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吉林经济发展的

含金量和含绿量持续提升。

（本报记者吴月辉、祝大伟参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