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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深灰色的北京雨燕从高处意外坠

落，狭长的翅膀在水面上快速扑扇。岸边，两

位观鸟者迅速展开救援，趴卧堤岸、徒手打

捞、吸水擦拭、晾晒翅膀……两个多小时后，

在围观人群的欢呼声中，雨燕振翅重回蓝天。

这是 6 月 30 日清晨发生在北京北海公

园的一幕，其中一位参加救援的观鸟者，是

中国观鸟会志愿者付建平。

67 岁的付建平退休前是一家杂志的编

辑。1997年 5月，为了给杂志约稿，她参加了

一次去北京密云黑龙潭观鸟的活动。借助老

式的双筒望远镜，她看到崖壁上的苍鹭昂首

而立，颀长的白色脖颈上点缀着两串黑色的

斑点，头部的辫状羽在微风中飘动。被眼前

景象深深吸引的付建平，从此加入了观鸟、护

鸟的行列。2005年起，她担任北京观鸟会（中

国观鸟会的前身）会长，一当就是 10年。

双筒望远镜、鸟类图鉴、笔记本、笔……

带着这些装备，付建平的观鸟足迹遍及北

京、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等 10 多个省份。

她 还 曾 远 赴 其 他 国 家 观 鸟 。 不 外 出 的 日

子，付建平就在自家小区里观鸟。“每一次

观鸟都是在向大自然学习，让人懂得尊重和敬畏自然。”她说。

“要想保护好一种鸟，首先要了解它的习性。”付建平说，鸟类环志

是世界上公认的研究候鸟迁徙规律、生活习性的重要手段。鸟儿脚上

的金属环有唯一的编号，当被回收时，发现者可据此查阅鸟儿的相关信

息，并将信息报告给环志机构。迁徙鸟类环志的回收率很低，需要大量

的环志个体，这项工作在许多国家都是由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完成。

2002 年，付建平偶然得知有机会去河北北戴河鸟类环志站参与

环志。“环志可以近距离接触鸟类，一定很有意思！”付建平满怀期待。

一上手，付建平才发现这是一个“苦差事”。给鸟环志，先要布网把

鸟抓住。天还没亮，付建平和同伴们就要到达现场，把撞入网中的鸟儿

一一摘下、环志、测量、放飞。为了防止鸟儿挂网时间太久，每隔两个小

时，志愿者们就要在 3万多平方米的网场内巡查一遍。直到夜幕降临，

过了鸟儿撞网的“晚高峰”时段，志愿者们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

环志是一项要求极高的技术活儿。付建平还记得第一次把鸟儿

持握在手中的感觉，“抓紧了怕它受伤，抓松了它可能溜走，遇上爪子

尖利、嘴咬合力强的鸟儿，一不留神，手指就会被抓咬出血口子。”

付建平倾注了最深感情的鸟儿，莫过于北京雨燕。春末匆匆而

来，夏末翩翩而去，长期以来，围绕北京雨燕有许多待解之谜。2007
年，北京观鸟会在颐和园廓如亭启动北京雨燕环志项目。

北京雨燕一生几乎不落地，很难像其他鸟类一样在迁徙途中被

捕获，环志难以回收。令付建平兴奋的是，随着一款净重仅 0.65 克

的光敏定位仪的应用，北京雨燕的研究获得巨大突破。

2014年 5月 24日凌晨两点半，廓如亭布下“天罗地网”。4点半之

后，“睡眼惺忪”的北京雨燕开始出巢挂网。一片漆黑中，仅靠头灯照

明，30余名经过培训的中国观鸟会环志志愿者与鸟类及环志专家赵欣

如研究团队一起，捕捉、环志、佩戴定位器、采集数据……在确保北京雨

燕安全的前提下，中外专家与志愿者们配合默契，为 31只北京雨燕戴上

了光敏定位仪。

时隔 12 个月，2015 年 5 月 24 日凌晨，付建平和志愿者们在廓如

亭翘首期盼。回收数据显示，2014 年 7 月下旬，北京雨燕开始迁徙，

飞过天山山脉，越过红海，10 月末到达非洲南部越冬。第二年 2 月，

它们离开非洲，4 月下旬回到北京，迁徙路途往返约 3 万公里，途经

37 个国家和地区。

“数据读出来的那一刻，大家特别兴奋，感觉做了一件特别有意

义的事。”回忆起 8 年前的情景，付建平语气中仍难掩自豪。此后，针

对北京雨燕迁徙行为的追踪研究又历时多年，最终首次精确揭示了

北京雨燕迁徙生态学规律，成果在国际期刊上正式发表。

“每年 5 月到颐和园廓如亭去环志，是我们与雨燕的约定。”付建

平说，“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定能揭示更多北京雨燕的秘密，为保护

这一物种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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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观鸟都是在
向大自然学习，让人懂得
尊重和敬畏自然

■绿水青山守护者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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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阅读

河套灌区地处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位于黄河

“几字弯”顶部、黄河内蒙古
段左岸，利用黄河水灌溉发
展农业的历史已有 2000 多
年。近年来，当地通过节水
控水、引黄滴灌和信息化建
设，让历史悠久的千年河套，
焕发新生机。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关注生态型灌区④关注生态型灌区④

R

“千年秀林”，是河北雄安新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张闪亮名

片。2017年 11月 13日，“千年秀林”第一棵苗木在雄安新区种下。近 6年

来，40 多万亩“千年秀林”有序铺展，200 余种、2000 多万株苗木在新区

大地上茁壮成长。雄安新区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显著

提升。

“千年秀林”建设按照绿核为心、圈层展开、廊道联通、网络结构的

布局思路，尊重自然规律，采用原生冠苗，选用长寿、珍贵、健康、美观、

乡土树种，通过自然随机散点、曲线栽植多种方式，创新营造异龄、复

层、混交的近自然林，构建宁静、和谐、美丽的自然环境，同步创建“数字

森林”。

科学化、智慧化的“数字森林”是“千年秀林”的另一大特点。雄安新

区的每棵树都有对应的二维码，就像一张“身份证”，涵盖着苗木从孕育到

出生、成长每一个过程的信息。建设者需扫描每棵树的二维码，再将苗木

的基本信息录入雄安森林大数据系统，并采用定位设备对苗木进行快速、

准确定位，为后期整个“千年秀林”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奠定基础。

上图：“千年秀林”一隅。

右图：“千年秀林”一棵树上的二维码。

“千年秀林”织就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雷 声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 7月 24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召开农村饮水

安全保障工作推进会，提出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常态化排查

和动态监测机制，聚焦农村供水薄弱环节，分类施策，采取城乡供水

一体化、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小型工程规范化改造、实施农村供水

水质提升专项行动等措施，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近期，水利部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饮水问题排查整改 巩

固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的通知》，要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切实解

决好群众身边的饮水问题；开展问题排查、动态监测与风险防控，强

化问题整改，完善举报问题办理流程；强化农村供水水质保障，深入

实施水质提升专项行动，规范水质自检，加强水质巡检，全面完善供

水水质巡检制度；加快补齐农村供水工程短板，优化农村供水工程布

局，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加强千吨万人以下供水工程规范化改

造；加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压实农村供水管理责任，推进农村

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加强基层管水人员培训。

水利部部署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

全面开展农村饮水问题排查整改

本报石家庄 7月 24日电 （张腾扬、孔源）近日，河北邢台分别在

信都区、沙河市、临城县、隆尧县等地开展地质灾害防灾避险应急演练，

让群众增强避灾意识、熟悉避灾信号、掌握避灾路线和应急避难场所。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赵俊生介绍，邢台编制《2023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明确重点防范期、防治措施；将 499 处地质

灾害隐患点逐点上图入库，建立了管理台账，逐点落实防灾责任单

位、责任人和群测群防员，并发放防灾责任卡和防灾明白卡，实现地

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全覆盖。

当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遇有强降雨过程，及时通过短信发布预警

级别和区域等信息。同时，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组织地质灾害

防治技术员赴山区县协助指导属地开展巡查排查和撤离群众等工作。

河北邢台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本版责编：程 晨 张 晔 何宇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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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24 日电 今年第 5号台

风“杜苏芮”24日上午 8 时加强为强台风，17
时其中心位于我国台湾省鹅銮鼻东南方大

约 840 公里的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洋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5 级。中央气象台

预计，“杜苏芮”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于

27 日进入我国南海东北部海域，28 日上午

在福建中部至广东东部一带沿海登陆，登

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24日

至 29 日，我国东南海域及福建、台湾沿海

将有 9—11 级大风、阵风 12—14 级，台湾、

福建、浙江、广东、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或

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4 日 18 时，中央

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预计 25日至 28日，台湾岛、浙江东部、福

建、广东东部、江西东部和南部等地将先后出

现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福建中南

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

地特大暴雨，最强时段为 27日夜间至 28日。

专家提醒，“杜苏芮”强度强，影响时间

长、范围广，登陆后深入内陆，可能北上给我

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风雨影响。请相关地

区居民提前做好准备；相关海域船舶提前回

港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人员请及时撤

离。由于预报时效较长，“杜苏芮”后期趋势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将密切监

视台风趋势和影响，及时发布最新预报预

警信息。

24 日，水利部研究部署“杜苏芮”暴雨

洪水防御等重点工作。“杜苏芮”将主要影

响闽南地区、太湖流域、长江流域鄱阳湖水

系、淮河流域沂沭泗水系、黄河下游大汶

河、海河流域徒骇河马颊河漳卫河等。

24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

织防汛防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

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杜苏芮”及

西南地区洪涝灾害发展态势，调度浙江、福

建、四川等省份防办，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

农业农村部紧急部署台风防御工作，

要求各地切实强化组织领导，及早制定应

对预案，备足防台救灾物资，抓细抓实各项

措施，确保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

生产安全。

24 日 22 时，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

挥部启动防风Ⅳ级应急响应。

（综合本报记者李红梅、王浩、刘温馨、

郁静娴、李刚报道）

台风“杜苏芮”将于28日
在闽粤沿海登陆

多部门部署防御工作

夏日，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双河镇进步村，在面积达 3000 多亩的引黄

滴灌智慧辣椒种植示范园区内，可见一条

条引黄滴灌带穿越田垄不断延伸，得黄河

水浇灌后的辣椒长势喜人，一派生机勃勃。

“多亏了咱河套灌区的一条条水渠，引

来总干渠里的黄河水，让田里的农作物都

能‘喝上水’。”进步村党支部书记陈茂伟

感慨。

河套灌区东西长约 250 公里，南北宽

50 余公里，总土地面积 1784 万亩，引黄灌

溉面积达 1154 万亩，是全国 3 个特大型灌

区之一，也是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

商品粮、油生产基地。

渠系纵横交错，兼顾
农业和生态功能

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坐落在流经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黄河干流上，被称为

“万里黄河第一闸”。登上几十米高的观景

平台，只见长达数百米的雄伟闸坝巍然傲

立于黄河之上，将黄河水分为两条，一条流

向黄河主干道，另一条则汇入河套灌区的

总干渠，黄河水再进入纵横交错的灌排渠

道，润泽河套大地。

作为河套灌区的入口，黄河三盛公水

利枢纽工程于 1959年 6 月动工，1961年 5 月

建成运行，以农业灌溉为主，兼有防洪、供

水、生态补水等功能。黄河三盛公水利枢

纽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穆怀录介绍，枢纽

建成前的河套灌区是“多口引水，无坝自

流”，经常是“天旱引水难，大水流漫滩”。

枢纽建成后，河套灌区所有灌溉渠系的水

流量均由此引入调控，灌溉面积由建闸时

的 562 万亩，发展到如今的 1154 万亩。

从 宽 达 10 多 米 的 总 干 渠 出 发 ，东 行

230 公里，黄河水进入各个干渠、分干渠、支

渠等。“总干渠于 1958 年开挖，十几万河套

人民锹挖肩挑，1967 年总干渠各分水枢纽

终于建成。总干渠可对全灌域的水量进行

调节。”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总干

渠分中心工程科科长韩中海说。

除了灌溉，总干渠的引水还为巴彦淖

尔市大小湖泊、湿地等带去源源不断的补

给 。 记 者 在 乌 梁 素 海 西 北 端—— 河 套 灌

区水利发展中心排水分中心红圪卜扬水

站看到，来自灌区的排水，正通过 6 台巨大

的 斜 式 轴 流 排 水 泵 ，被 扬 入 乌 梁 素 海

一侧。

“我 们 利 用 每 年 夏 灌 、秋 浇 的 灌 溉 间

隙，对乌梁素海进行生态补水，同时利用每

年黄河分凌期及防汛期，使黄河分凌水和

汛期水汇入乌梁素海，实现防凌防汛与生

态补水双赢。”韩中海说。据红圪卜扬水站

站长王刚介绍，乌梁素海平均库容 4 亿立方

米，近几年河套灌区每年向乌梁素海生态

补水达 6 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都会将乌梁

素海的水至少“置换”一次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河套灌区历经引水工

程、排水工程、灌排配套、现代化改造等 4 次

大规模水利建设，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

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

溉到节水建设三大跨越。”河套灌区水利发

展中心主任张广明说，目前，河套灌区有 7
级灌溉渠道和排水沟道，共计 10.36 万条，

长 6.4 万 公 里 ，各 类 设 施 和 建 筑 物 18.35
万座。

推广节水控水，促进
农业增效

“渠 水 快 到 你 家 田 里 了 ，赶 快 去 接 水

吧！”“好嘞！我马上到！”在磴口县渡口镇

东地村，村民李峰在家中接到电话后，立刻

前往自家田里。

“过去田间灌溉是大水漫灌，速度慢不

说，啥时候到谁家田里也不知道，只能干

等。”李峰说，“现在有了水务灌溉合作社统

一管理，在家接个电话，过来就能管好自家

田地。”一边说着，李峰把田边渠道刨开，水

立刻流入田中，灌溉完堵住渠道，让水流向

下一家，十几分钟就完成了。

李峰说的“水务灌溉合作社”，是今年 4月

由东地村与隔壁新地村联合成立的东新水

务灌溉合作社。如今，该合作社按渠系负

责两个村、13 条直口渠、1.9 万亩农田。

“我们花了半个多月核查两个村涉及

的所有土地，建议村民调整农作物种植结

构，集中连片种植统一作物，以便根据需水

量集中灌溉。”合作社工作人员、东地村村

民樊继龙说。

与此同时，当地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推广引黄滴灌，智能化测控一体化闸门

控制水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并在智能

化信息平台上实时查看流量、流速等，让村

民能够了解自家地究竟用了多少水。

“通过集中连片种植、加强统一管理、

发展引黄滴灌等措施，合作社成立以来平

均每亩地节水 100 立方米，节水效果十分明

显。”合作社理事长、东地村党支部书记陈

小军说。

在进步村的引黄滴灌智慧辣椒种植示

范园区内，陈茂伟指着一根根滴灌管道说：

“我们通过土壤墒情检测仪，以适宜农作物

生长的土壤水分为调控阈值，当土壤相对

含水率低于 70%时，系统接收到土壤缺水

信号，按照提前设定好的需水量自动开启

阀门，水量供足后自动关闭，实现科学精准

供水。”此外，总干渠中的黄河水通过智慧

闸门引入澄清池后，待泥沙澄清，再加压进

入水肥一体机，实现自动化施肥配药，最终

进入一根根管道中，滴灌集中连片种植的

辣椒。

近年来，河套灌区按照“四水四定”原

则，积极推进工程节水与引黄滴灌工作，推

广农艺节水和科技节水，建立节水奖励激

励机制，粮食产量由 1987 年的 17.5 亿斤增

加到 2022 年的 58.17 亿斤，引黄农业耗水量

由 1990 年 的 52 亿 立 方 米 降 至 2022 年 的

38.47 亿 立 方 米 ，引 黄 耗 水 量 呈 逐 年 下 降

趋势。

推进信息化建设，
促进灌区高质量发展

记者在位于临河区城关镇的永济干渠

第一分水枢纽看到，工作人员正紧盯着多

块电子屏。这些电子屏有的显示闸坝前后

工情视频监控画面，有的显示各闸口实时

开 启 高 度 ，有 的 显 示 水 位 、瞬 时 流 量 等

数据。

“过去我们测水位，不是用皮尺，就是

拿着放有浮子和标记刻度的浮筒测量，现

在我们用雷达水位计测水位，可以精确到

毫米。”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永济干渠供

水所所长高国臣介绍。

在位于五原县的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

心义长分中心，调度屏上红色与蓝色直线

互相交织，构成一张详细的灌排运行状况

图。“红色是灌溉渠道，蓝色是排水沟道，旁

边的数字标明了实时运行水位、流量等数

据。”义长分中心试验站站长陈爱萍告诉记

者，“通过现场自动采集、自动汇总、远程传

输，每间隔 5 分钟便向中心自动传送一组新

数据。”

河套灌区信息化建设起步于上世纪 90
年代，2002 年正式开始规模化建设，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与应用，先后两次被水利部列为

全国大型灌区信息化试点灌区，2022年再次

被列为全国数字孪生先行先试灌区。“我们

通过积极推进灌区信息化建设，提高了水资

源科学调配能力和保障安全运行能力，促进

河套灌区高质量发展。”河套灌区水利发展

中心副主任徐宏伟说。

对于未来，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党

组书记李根东表示，河套灌区将继续推进

现 代 化 建 设 ，不 断 提 高 科 学 分 水 调 度 水

平，为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作出积

极贡献。

内蒙古河套灌区——

高效灌溉 润泽良田
本报记者 张 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