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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一路奔涌进入山西，自北向南流经 19
县（市），造就了晋陕大峡谷的壮美；与此同时，

黄河流经区域沟壑纵横、土质疏松、植被稀疏，

水土流失易发难治……

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推进黄河流域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2018 年至 2022 年，沿黄 19 县

（市）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2300 多平方

公里，水土保持率由 53.8%提高到 56%。

山绿了—
探索因地制宜造林，

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不断
提高

从偏关县乾坤湾望去，黄河水碧如翠。坡

上一个个鱼鳞坑里，10 多年前种的油松已有四

五米高。

“偏关的造林专业队挖鱼鳞坑不用拉线，

打出来就是齐齐的。”看着满山的绿，偏关县林

业局林业站站长张志勇颇有成就感。

偏 关 县 地 处 毛 乌 素 沙 地 边 缘 ，风 大 多

沙，是山西生态极度脆弱的区域。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偏关人在梁峁山峦接力种树，克服

了育苗难、成活率低等难题。几十年下来，当

地绿化率从 1977 年的不到 4%提高到 2022 年

的 40%。

“无雨黄土满天飞，有雨泥水遍地流”，黄

河边的永和县曾饱受水土流失困扰。

“石质山土层薄，只有 10 厘米厚，再加上

干旱少雨、蒸发量大，种活一棵树不容易。”永

和县林业局工作人员王爱民说，永和县有 9 万

多亩石质山，造林是一场硬仗。

没有土，就从山下取土运上山；没有水，就

雨季造林，雨后 7 天内必须把当年所有树苗栽

进去；没有路，就在河两岸架起索道运送树苗

……永和县不断摸索，在整地、栽植、管护等环

节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经验，造林成活率达

到了 90%，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0.5%提高到 2022 年的 28%。

2021 年，山西省黄河流域 86 县（市、区）森

林覆盖率达到 22.16%。“十四五”期间，山西将

力争实现黄河流域宜林荒山基本绿化。

水清了—
多部门协同治理，推进

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

站在乡宁县枣岭乡驮涧村山头眺望，山

坡上侧柏青青，沟坝地里玉米成行，梯田上苹

果丰收在望……

驮涧村所在的驮涧沟流域沟壑纵横，一到

雨季，山洪便如黄龙般流入黄河。修建淤地

坝，是阻拦泥沙流入黄河的“土法子”。从上世

纪 50 年代起，驮涧沟就开始造沟坝地，推动流

域治理。

“现在修淤地坝，挖掘机、装载机、压路机

联合施工，工作更高效。建设标准也不断提

升，坝体、放水建筑、溢洪道齐全，还配套监控

设备。”乡宁县水利局水保移民股股长张鹏刚

说 ，乡 宁 县 先 后 在 驮 涧 沟 流 域 建 设 淤 地 坝 4
座 、沟 坝 地 1000 亩 、梯 田 2000 亩 ，绿 化 5000
亩 ，累 计 完 成 水 土 流 失 综 合 治 理 面 积 1000
公顷。

驮涧村路两边，排水渠加装了盖板，实现

雨污分流；雨水顺着渠道汇集到新建的一个个

集雨蓄水池，用来灌溉；塬面种地用的都是有

机 肥 。 驮 涧 沟 流 域 出 口 水 质 已 达 到 三 类 水

标准。

“以前是水利部门单打独斗，现在是水利、

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林业等多个部门协同治

理。”张鹏刚介绍，2022 年，乡宁县驮涧生态清

洁小流域获评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当前，山西正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

效，2025 年前在全省选取 10 个县（市、区），开

展整县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试点，打造 100 条

高质量精品小流域。

民富了—
以 水 土 保 持 项 目 为

引领，创新发展特色产业

“家里种了十几亩果园，亩产稳定在 7000
斤，一年收入十几万元。农闲时，在村里的农

业公司打工，一天能挣 100 元。”站在山头，驮

涧村村民杨德荣说起如今的好日子颇为自豪。

乡宁县以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吸

引社会力量投入水保治理。昱德新农业发展

有 限 公 司 累 计 投 资 1.1 亿 元 ，建 成 梯 田 2000
亩，打造苹果、西红柿、南瓜种植基地，配套建

设冷库，延伸番茄酱、药茶等加工链条，带动周

边 200 多名村民人均年增收约 1.5 万元。

“水保工作不仅要守护绿水青山，更要造

富于民。”山西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处长崔哲

峰介绍，山西沿黄地区以水土保持项目为引

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在吉县，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实施，

形成了以苹果为主导的水果经济林。如今，吉

县共种植 28 万亩苹果树，年产值超过 12 亿元，

打造出“吉县苹果”区域公用品牌。

“吉县 80%以上的农民是果农，农民 80%的

收入来自苹果产业。”吉县苹果产业协会会长

杨朝辉介绍。

好生态催生新产业。山西打造全长 1238
公里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其中的永和段，

将黄河沿线的乾坤湾、黄河蛇曲地质公园、红

军东征永和纪念馆、望海寺等景点串珠成链，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领略红色文化、感受绿色生

态、体验黄河美景。沿着旅游公路，民宿、农家

乐、采摘、文化演绎等业态多点开花，带动沿线

村民吃上“旅游饭”。

山西持续推进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山绿水清 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何 勇 刘鑫焱 付明丽

奔腾的塔里木河浇灌广袤绿洲和

良田，壮美的博斯腾湖吸引来自四面八

方的游客，千年坎儿井借助文旅融合发

展绽放新活力……近年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绘就了一幅人水和谐

的大美画卷。

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是基础

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水资源

利用效率有多高，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就

有多大。长期以来，新疆水资源时空分

布不均衡，结构性缺水矛盾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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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擘画、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明确了治水思路，确立了国家

“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

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

战略，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为科学精准做好

新疆水资源管理利用工作、推进水资源

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提供了科学指南

和方法指引。

思路一变天地宽。从专门成立水

资源管理委员会，到建立“提级管理、系

统调配、每周调度、调出成效”的工作机

制，推动形成统一管理、系统推进、集中

高效的水资源管理体系；从制定“一库

一策”蓄水方案，到科学实施塔河干流

向开都—孔雀河“以丰补枯”等，构建丰

枯 调 剂 和 多 源 互 补 的 流 域 水 网 格 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

论述，统筹做好节水蓄水调水工作，着

力解决新疆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约束

瓶颈问题，推动水资源管理从粗放模式

向精细化、科学化转变。2022 年，新疆

水库总数达 671 座，总蓄水量 121.34 亿

立方米；累计供应农业用水 542.7 亿立

方米，较上年增加 49.54 亿立方米；生态

补水 367 亿立方米，较上年增加 38.4 亿

立方米。得益于水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新

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更

加 充 足 ，人 民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 感 不 断

增强。

河湖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

兴。大美河湖涵养一泓碧水，润泽新

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沃土，造福

天山南北的各族人民群众。新疆水资

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的实践充分证

明：只有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

思路，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

定人、以水定产，统筹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治理，走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

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

约节约发展之路，才能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

保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水资

源问题考虑进去。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强调

“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水资源优化配

置，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光伏等产业

园区，根据资源禀赋，培育发展新增长

极”。新征程上，要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

势和产业基础，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

源空间均衡配置，进一步提高水资源

集约安全利用水平，切实发挥水利在

加快构建新疆“八大产业集群”、支撑

“一带一路”核心区和农业强区建设中

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水资源在新疆

经济、社会、生态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水

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面临新机

遇，要有新作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久久

为功、善作善成，就一定能推动新疆迈上高质量发

展的轨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团结和

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

丽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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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江苏境内的龙潭长江大桥上部结构施工主缆中央通气管道全部安

装完成，将有效解决桥梁主缆除湿防腐难题，提升耐久性和使用寿命。龙潭长江

大桥预计 2024 年年底建成，建成后对推动扬子江城市群和宁镇扬一体化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图为 9 月 6 日，建设中的龙潭长江大桥。 方东旭摄（影像中国）

龙潭长江大桥加紧建设

本报北京 9 月 7 日电 （记者郁

静娴）为推动“以种适地”同“以地适

种”相结合，加快选育耐盐碱特色品

种，充分挖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近日，农业

农村部向社会推介发布了第一批耐

盐碱优异作物种质资源清单，涉及大

豆、水稻、玉米、小麦等 10 种农作物，

共计 711 份。

此次向社会推介发布的首批耐

盐碱优异资源，聚焦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种业创新重大需求，有

三 方 面 特 点 ：一 是 鉴 定 数 据 准 确 可

靠，种质资源都经过了多年多点耐盐

碱鉴定和不同筛选压力下的循环选

择，今年再次进行了验证；二是耐盐

等级高，耐盐等级达到最高的 1 级或 2
级，部分资源兼具高产、抗病等优异

性状；三是适应区域较为广泛，来自

全国多地，可适应滨海地区、黄淮海

平原、东北松嫩平原、西北内陆等多

个盐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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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2017 年以来，坎儿井的水在冬季用

于生态补水，让干涸的艾丁湖再次出现湖面。

古老的坎儿井润泽着绿洲，新的水利工程也在

陆续建设。2021 年 3 月 15 日，吐鲁番市高昌区大

河沿镇北部山区的大河沿水库正式向下游供水。

水库建成后，把冬天和夏天用不完的水蓄下来，在

春季和冬灌期间需要水的时候给下游供水，当地的

灌溉保障率从 75%提高到了 90%。

红柳河园艺场位于大河沿引水工程下游。果

农李先水说，过去每到 5 月，葡萄进入开花期，用水

量大增，经常无法充足浇水。 7、8 月河流丰水期

时，又只能眼睁睁看着河水流走。如今，每当进入

农业用水高峰，农民只需要提前报送用水计划，水

库就会提供充足的灌溉用水，这也使葡萄亩产达到

3 吨以上，实现了明显提升。

历经近 68 个月有序建设，新疆大石峡水利枢

纽工程已完成了全部水下结构建筑物封顶，计划于

2026 年 10 月完工。建成后水库总库容 11.7 亿立方

米，将缓解阿克苏河灌区春旱缺水状况，提高灌区

灌溉保障率。

截至 2022 年底，新疆水库总数达 671 座，总蓄

水量 121.34 亿立方米，累计供应农业用水 542.7 亿

立方米，生态补水 367 亿立方米，通过多目标统筹、

多措施优化、多点位发力，有效实现多引、多供、多

蓄目标，切实发挥了水资源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

科学用水生态向好

傍晚，不少市民漫步于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绿

树流水之间。这条哈密“母亲河”一度干涸断流。

1998 年起，一系列增水工程陆续实施，持续为哈密

河补水，“母亲河”恢复了碧波荡漾。目前已建成

面积达 5300 亩的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哈密河沿

线绿化率由 18%提高至 78%，成为城市中的“天然

氧吧”。

这样的城市湿地，不止一处。在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库尔勒市南部，面积达 5400 亩的杜鹃河湿

地公园已种植万余株乔木灌木及大量的水生植物，

犹如城市的一叶“绿肺”。

大面积绿化所需灌溉用水从哪里来？几公里

外的南市区污水处理厂将生活污水严格处理达到

一级 A 标准后，每天为杜鹃河湿地公园供水 3 万至

5 万立方米，每年可节约用水 900 万至 1500 万立

方米。

“目前全市绿化灌溉用水 22%都是中水，年使

用量达到 1500 万立方米。这不但降低了城市绿化

成本，还节约了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库尔勒市园林

绿化事务中心副主任郭维说。

“博斯腾湖好风光，风帆飞去水天长。渔家笑

唱丰收乐，歌声满湖鱼满舱。”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

博斯腾湖经过保护治理，总体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

环境质量三类标准，如今水清湖美。

巴州生态环境局博湖县分局局长刘屹介绍，经

过 治 理 ，29 个 直 接 或 间 接 入 湖 排 污 口 被 永 久 封

堵。2018 年以来，累计从开都河向博斯腾湖生态

输水 8.07 亿立方米，促进了博斯腾湖水体大循环和

水质提升。目前，博斯腾湖水位已恢复至 1047 米，

比最低时提升近 2 米。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博斯腾湖野生鸟类品

种和数量也不断增加，据观测有 198 种、数十万只

鸟类在迁徙过程中途经博斯腾湖。这里还是新疆

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

位于巴州尉犁县的罗布淖尔湿地，前不久刚刚

接受了来自塔里木河的生态输水，两岸胡杨生机勃

勃，再过一个月，叶子变黄，这里将呈现一片金秋

美景。

8 月 2 日，大西海子水库输水闸口抬起，水沿着

河道向下游缓缓流去，第二十四次第二阶段向塔里

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工作启动。

不同于历次输水时水流从闸门奔涌而下、波涛

翻滚的场景，这次输水通过闸门控制流量，使水头

慢慢流向下游，滋润干涸的河道和两岸植被。新疆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副局长王福勇说，这得益于科

学调度方案的指导。考虑到台特玛湖湖区水量当

前由车尔臣河补充且已达到适宜的水面面积，8 月

又是胡杨等植物的集中落种期和主要需水期，本阶

段输送的生态水全部用于滋润下游河道两岸的天

然植被。

节水灌溉持续增产

金秋时节，新疆处处唱响丰收的欢歌。得益于

农业高效节水推广普及，新疆农业生产迎来新飞

跃，今年新疆夏粮总产量达 701.2 万吨，再创历史新

高，各类特色林果实现量质齐升。

库尔勒市阿瓦提乡其盖克其克村的梨园内，即

将成熟的香梨挂满枝头。9 月 5 日起，香梨陆续开

始采摘，被送往各地群众的餐桌。

“今年香梨的个头普遍比较大。”其盖克其克村

党支部书记刘哲敏说，因为水肥的科学利用，果品

的商品果率预计可以提升 20%，果农的收益会有较

大提升。

库尔勒市金久诚香梨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田

海生算了一笔账：以前的种植模式每年要进行 5 次

大水漫灌，每亩地每次用水至少 160 立方米。现在

只保留春季或冬季的一次漫灌，然后再使用滴灌浇

6 次水，一亩地全年用水不到 500 立方米，节约了大

量用水。

同样因节水尝到甜头的还有吐鲁番。高昌区

三堡乡台藏村、英吐尔村实施了葡萄节水灌溉微喷

灌系统示范项目，这种微喷灌系统能将水分精准输

送到植株根系，保证每棵葡萄树都能得到足够的水

分和养分，“葡萄树喝最少的水，长出最优的果。”副

乡长苏巴提·苏莱曼说。

吐鲁番市水利局局长孜拉吾东·加拉力丁介

绍，吐鲁番水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量较少，去年全

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疆平均水平的一半，

“计划用 3 年时间将现有近 55 万亩葡萄全部实施高

效节水。”

相距不远的哈密市伊吾县淖毛湖镇晚熟哈密

瓜种植基地，一片片瓜田看不到尽头。“今年的瓜都

卖出去了，每亩地平均收入在 4000 元左右。”种瓜

大户梁娟英今年种了 290 亩瓜，收成不错。

“瓜种到哪儿，滴灌带就浇到哪儿。”梁娟英说，

哈密瓜增收靠的是膜下沟滴灌栽培技术。

2001 年，淖毛湖镇在基地推广膜下沟滴灌栽

培技术，实现了手机应用程序设置控制每个条田的

轮灌区，总体灌水成本降低 30%，实现水资源高效

利用的同时，哈密瓜品质不减反增。

瓜果香已飘到了全国各地，棉花花铃正待绽

放。尉犁县是新疆棉花生产大县，目前，全县百万

亩棉花实现高效节水全覆盖，棉花生产实现亩均节

水 100 立方米。

3000 亩极飞科技“超级棉田”里，100 多个土壤

传感器正根据土壤墒情自动浇水施肥。棉田项目

负责人艾海鹏说，去年“超级棉田”相较周边传统农

户，减少灌溉用水 47.3%，平均亩产却从 300 多公斤

增加到 403.6 公斤。

（采访组成员：本报记者李亚楠、韩立群、胡仁

巴、温素威、徐雷鹏、李晓晴、王靖远、孟繁哲，执笔：

李亚楠）本版责编：纪雅林 吴 燕 邓剑洋

本报呼和浩特 9 月 7 日电 （记者亓

玉昆）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3 年宣传活动

7 日 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巴 彦 淖 尔 市 启 动 。

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秘书长宋锐介绍，此次宣传活动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组织，全国人

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有

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部

分都市类媒体参与采访报道。采访活动

将重点围绕内蒙古关于荒漠化综合防治、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草原保护、

黄河保护法贯彻实施等情况开展。

据了解，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

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

同时也是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集中、危

害严重的省区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内

蒙古深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森林覆

盖率、草原植被盖度持续“双提高”，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持续“双减少”，重点治理区

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重

大转变，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 1993 年

开始举办，已经走过 30 个年头，是我国生

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

社会关注度的老品牌，为促进生态环境保

护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3年宣传活动在内蒙古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