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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的蒙山山系、蜿蜒的沂河水系，共

同勾勒出山东省中南部的沂蒙山区域。修

山、保水、育林、整田……2021 年以来，山东

省临沂市在其辖区内实施沂蒙山区域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以下简

称“沂蒙山区域山水工程”），一幅水清岸绿、

景美人和的画卷正徐徐铺展。

沂蒙新景，山绿、水美、
田沃的优美画卷徐徐展开

翻开沂蒙山区域山水工程规划图，以沂

河水生态、水安全为重点的施工路径一目了

然：沿上游而下，山东省临沂市总体划分为

水源涵养主体生态修复区、水土流失主体生

态修复区、水安全水生态主体修复区三大修

复区域。

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鑫介

绍，临沂坚持以沂河为主线整体布局，围绕

水源涵养不足、水土流失、水污染与水生态

等问题，构建从源到汇的总体治理格局。

在上游实施污染治理、提升植被覆盖率

涵养水土，确保源头水质安全；在中游大力

推进水土保持；在下游开展水质净化、河道

水环境整治等工程，确保苏鲁交界断面水质

达标。

站在临沂市沂南县岸堤镇王山峪生态

造林区的山顶远望，可见茶园吐绿层层叠

叠，侧柏、黑松、楸树、乌桕等点缀其间。“水、

林、田的要素互补和良性生态循环，让荒山

变 成 了 绿 海 。”岸 堤 镇 林 业 站 站 长 张 昌 勉

说。当地采取生态脆弱区造林、封育治理等

综合措施，打造山绿、水美、田沃的优美生态

环境。

东汶河处于沂蒙山区腹地，是沂河的

重要支流，流域内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坡耕

地较多，植被覆盖度低，加之粗放农业生产

和矿产资源开发，水土流失严重。

临沂市以“山水工程”实施为契机，以

东汶河流域为单元，结合区域实际，在流域

内进行“荒山造林、矿山修复、水土保持”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去年，该项目被自然资

源部评为“中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

沂南县孙 祖 镇 西 高 庄 村 位 于 东 汶 河

中 游 。 层 层 梯 田 盘 山 头 、片 片 林 草 盖 坡

洼 ……过去的“荒疙瘩”摇身一变，成为保

土保水保肥的优质农田。西高庄村党支部

书记姜自华说，该村开展小流域水土保持提

升治理，改造过程中创新生态修复技术，就

地取材，采用了适宜北方暖温带地区的生态

干砌石和生态块，光是新建石坎地堰就有

100 公顷。

春耕时节，西高庄村田头，乡亲们除草、

翻地、起垄，为接下来播种小米做足准备。

农 田 生 态 好 了 ，种 植 小 米 成 了 致 富“ 新 活

计”。西高庄村成立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

作，发展小米等多种作物。合作社免费为农

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统一管理，作物成

熟后按照保护价进行收购，带动村民增收。

“现在这片地每年能给村集体带来 5 万元收

入。”姜自华说。

“系统实施，统筹推进全要素‘山水工

程’建设。”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赵晓晖

说。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大力支持下，沂

蒙 山 区 域 山 水 工 程 投 资 55 亿 元 ，一 盘 棋

谋 划 53 个 工 程 项 目 ，生 态 修 复 总 面 积

4090 平方公里，区域生态本底得到系统改

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持续推进，累计完成
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面积超
过 1亿亩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高级工程师

陈元鹏介绍，2016 年，“山水工程”启动。“十

三五”以来，在全国支持了 6 批、52 个“山水

工程”，涉及 29 个省份。在实施成效上，52
个“山水工程”已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治

理面积超过 1 亿亩。

据介绍，“山水工程”均分布在“三区四

带”国家生态安全格局范围内，其中，涉及长

江流域保护 16 个、黄河流域保护 15 个、青藏

高原保护 7 个、“三北”工程 21 个、西部大开

发 22 个、东北振兴 4 个、长三角协同发展 4
个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4 个。

看项目管理，根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资金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的通知》等

政策文件依据，自然资源部建立了“山水工

程”项目季报、年报、绩效自评等工作机制，

督促和指导相关省份推进“山水工程”项目

实施。

看标准体系建设，自然资源部建立了

“山水工程”“1+N”标准体系的总体架构，

根据《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

南（试行）》明确的技术流程和关键环节，逐

步推进“N”个技术标准的研究，包括实施

方案编制规程、验收规程、成效评估规范、

技 术 导 则 、适 应 性 管 理 规 范 、规 划 设 计 导

则等。

“‘山水工程’的实施，增强了我国重点

生态地区生态系统质量，优化了生态系统空

间格局，减少了生态安全隐患，整体提升了

区域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陈

元鹏说。

示范带动，努力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自然资源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说，近年来，

在“山水工程”的示范带动下，自然资源部门

扎实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国土空间生态保护

修复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

修复实现了 4 个转变，即由单一要素向系统

治理转变，由工程措施为主向自然恢复为主

转变，由末端治理向全链条管理转变，由依

靠财政向多元化投入转变，初步形成有规划

引领、有制度保障、有资金支持、有基础支撑

的新局面。

坚持规划统筹引领。目前，已初步建立

“国家规划+重点区域流域海域规划+地方规

划”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从山顶

到海洋、从高原到平原、从国家到地方的生

态保护修复“蓝图”基本形成。下一步还要

摸清家底，开展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掌握今后一个时期的

修复重点和空间位置。

加强绿色矿山建设，重点从生态保护修

复角度，科学优化采矿工艺，真正做到“边开

采、边修复”；建立健全陆域、流域、河口、湾

区的联动治理工作机制，以海湾为基本单

元，“一湾一策”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

治、生态保护修复、岸滩环境整治与生态减

灾。加强用海用岛项目生态修复事前论证

和事中事后监管，强化自然岸线、无居民海

岛、重要滨海湿地、重要海洋生态廊道，以及

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修复。

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全面

推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建设一批和

美 乡 村 。 今 年 还 将 召 开 现 场 推 进 会 进 行

专 门 部 署 ；积 极 推 进 城 市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

联通城市内外山水脉络，结合低效用地再

开 发 ，鼓 励 地 上 地 下 空 间 立 体 开 发 ，拓 展

绿色生态空间，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

韧性。

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表示，自然资

源系统要更加积极、自觉地投身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伟大实践，真正把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和行动，贯穿于自然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全 过 程 ，锲 而 不 舍 、久 久 为

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

格局，努力通过高水平保护，厚植美丽中国

的生态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

造新优势。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明显成效

“山水工程”推动生态治理系统化
本报记者 常 钦

核心阅读

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五
十五个世界地球日。近日，
记者跟随自然资源部采访组
走进沂蒙山区域，探访我国
的“山水工程”带来的绿色蝶
变。在国家级“山水工程”的
示范带动下，“山水林田湖草
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已逐渐深入人心，各地各
部门也正在积极探索“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模式。

本报合肥 4月 21日电 （记者金歆）4 月 17日至 21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执法检查组在安徽开展农业法执法检查。

武维华指出，农业法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的基本法。

对农业法开展执法检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战

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行动。

武维华充分肯定了安徽省贯彻落实农业法的好经验好做法。

他强调，各地要立足实际，全面贯彻落实农业法规定。要充分总结

现有经验，强化耕地保护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切实推动种业振兴，依法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检查组先后赴蚌埠、滁州、合肥、安庆等地，深入了解农业法贯

彻实施情况，督促有关方面将农业法落实到位。

武维华强调

依法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本报北京 4月 21日电 中央气象台预

计，未来 3 天，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

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南

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

气。4 月 21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预计 21 日 20 时至 22 日 20 时，广西东南

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大部、浙江南部

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沿海的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及近海海

域、广东东部和南部及近海海域、福建东南

部及近海海域以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

的部分地区将有 8—10 级雷暴大风或冰雹

天气；浙江南部、福建、广西西部和东南部、

广东、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

时雨量大于 20 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据预报，受降雨影

响，珠江流域北江将发生特大洪水。21 日

10 时，水利部针对广东省汛情将洪水防御

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维持对福建、江西、湖

南、广西 4 省份的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珠江防总决定于 21 日 8 时将防汛Ⅲ级应急

响应提升至Ⅱ级，珠江水利委员会同步将洪

水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18 日至 20 日，华南、江南南部、西南东

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广东贺

江、北江干流及支流，广西桂江及支流，江西

赣江上游支流等 53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最 大 超 警 幅 度 0.01 至 7.44 米 ，北 江 发 生

2024 年第 2 号洪水。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

珠江流域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北江水位将继续上涨并可能发展成特大洪

水，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极大，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水 利 部 向 浙 江 、福 建 、江 西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贵 州 、云 南 8 省 份 发 出“ 一 省 一

单”，精准靶向预警，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强

降雨防御，增派 3 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

助做好洪水应对工作。珠江水利委员会紧

盯流域全局，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滚动会

商研判，强化洪水调度预演，逐江河、逐区

域研判防御风险，针对性制定防御方案，并

督促指导地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

害防御，中小水库、病险水库、在建工程安

全度汛等工作，提醒地方及时转移受威胁

区域人员。

21 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

开防汛视频会商调度会议，与中国气象局、

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商

研判，视频调度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

等省份防指和消防救援总队，安排部署当前

防汛救灾工作。21 日 12 时，国家防总针对

广东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国家防总办公室已安排调运巡堤查险

技术装备赴广东省支援北江大堤巡查防守，

组织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排涝队伍做

好增援准备。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

组继续在韶关、清远等重点区域协助指导做

好防汛救灾工作。

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获悉：19日 10时至

21 日 11 时，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为 121.8 毫

米，降雨中心主要分布在清远、韶关、肇庆、

广州、东莞、佛山。21 日 16 时，全省有 24 条

河流 38 个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

广东省水利厅根据北江流域最新洪水

发展形势，逐步将乐昌峡水利枢纽出库流量

增加至 2000 立方米每秒；统筹调度北江流

域 15 宗重要水工程和连江干流 12 座梯级航

运枢纽，减轻英德市区防洪压力。据统计，

19 日 10 时至 21 日 15 时，广东全省共产生山

洪灾害预警 411 个，发送预警短信 28625 条。

7 个专家工作组 30 人协助各地市指导防御

工作；提前预置水利专业抢险队伍 46 支约

2000 人，粤北及肇庆等重点地区 8 支队伍

314 人严阵以待；5 座仓库 1.1 亿元物资随时

可调用。

广东海事部门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

对辖区船舶“一对一”点名提醒落实防汛措

施，并派出执法力量到重点水域现场值守，

检查船舶停航防汛系固情况，对辖区桥梁水

域、渡口水域、水上施工作业区域和重点码

头等开展隐患排查。

截至 21 日下午，清远市累计派出 1000
多个工作组，排查隐患点 2000 多个，转移

4.5 万多人；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已解救被

困群众 17 人，转移受灾群众 93 人。

广铁集团通报，于 21 日 12 时前，对途经

京 广 铁 路 韶 关 境 内 普 速 列 车 采 取 停 运 和

折返运行措施，确保列车和旅客安全，并于

21 日 10 时至 18 时停运部分途经韶关的京

九铁路普速列车。

截至 21 日 17 时，南方电网累计出动人

员 23573 人次、抢修车辆 8304 台次、应急发

电车 122 辆、应急发电机 146 台奔赴防汛抗

灾一线，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

接下来，广东省水利厅将根据流域水雨

情变化动态调整调度方案，紧盯超警戒河流

堤段、超汛限水库、高危山塘等重点工程、重

点部位。

（综合本报记者李红梅、王浩、刘温馨、

李纵、程远州报道）

图为 4 月 20 日，广东省清远市消防救援

支队在清远市英德市大湾镇救援被困群众。

广东省清远市消防救援支队供图

多地多部门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商调度

国家防总对广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近日，我国推荐申报的吉林长白山、福建龙岩、江西武功山、湖

北恩施大峡谷—腾龙洞、贵州兴义和甘肃临夏等 6 处地质公园正

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称号。至此，我国世界地

质公园数量增至 47 处，居世界首位。

春意渐浓，在吉林省长白山脚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

二道白河镇，候鸟归来，潺潺流水涌动着勃勃生机。往山上走，沿

途坚冰覆雪，巨石嶙峋。“半天时间，就能欣赏山上山下两种风光。”

来自浙江的游客薛瑜说。

如 果 有 心 寻 找 ，在 长 白 山 中 不 时 能 看 到 布 满 小 孔 的 岩 石 。

“这是火山喷发时产生的碎屑物。”吉林长白山火山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潘波告诉记者。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地处

吉林省东南部，总面积 2723.832 平方千米，以第四纪火山地质地

貌遗迹为特色，完整记录着寒武纪以来的地质变迁活动。吉林

长白山是数百万年来保存最完好的复合型火山之一。地质公园

内，有多种火山景观与地质现象，对研究火山的形成机制、灾害

监测与预防意义重大。

作为一座休眠火山，整个长白山从大约数百万年前开始火山

活动，地质公园也因此以火山地质地貌为主要特色。喷出的熔岩

和各种碎屑物堆积在火山口四周形成山丘，筑起庞大的锥形山

体。火山灰与浮石疏松地堆积在各个坡面上，在流水、冰川、风力

等外力的侵蚀作用下，形成火山口湖、火山碎屑峡谷、巨石等景

观。倘若俯瞰长白山，山体自下而上大体由玄武岩台地、玄武岩高

原和火山锥体三部分构成。千米海拔下，地势平缓开阔，中段玄武

岩高原处，山崖开始略有倾斜。再往上，海拔 2000 米左右便到了

火山锥体部分，山岭陡然变为峭壁，奇峰险峻。

地质地貌、成土母质、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差异，形成了长白山

明显的土壤垂直分布带谱。山地自下而上，依次为暗棕色森林土

带、棕色针叶林土带、灰棕色的亚高山疏林草甸土带和灰绿色的高

山苔原土带。从山麓到山顶，阔叶红松、长白落叶松、松毛翠、地衣

苔藓等各类植物依次出现，界限分明。

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所在的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具有典型完整

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森林木材总量约 7.1 亿立方米，生态系统年

固碳超 2000 万吨，每年减少水土流失超 2800 万立方米。

多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做好地质公园的地质地貌遗迹以

及生态资源保护工作，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拆除破坏长白山

原始生态的景区设施、为中华秋沙鸭设置专门保护区域、推进生态

环境状况等信息公开……蓬勃生长的植物种群、迁徙回归的飞禽

走兽，是生态保护成效最好的见证者。据统计，如今在长白山世界

地质公园内，已发现野生植物 2639 种、野生动物 1586 种。其中包

括东北红豆杉、长白松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紫貂、中华秋沙

鸭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加入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大家庭’，不仅是对长白山长期以来保护

和发展工作的肯定，还会为未来火山遗迹挖掘整理注入新的动力。”长

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高飞说，“我们将兼顾科研与科普，深挖长

白山地质地貌遗迹的内涵底蕴，让火山地质景观为更多人所知。”

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

高山峡谷秀丽 保护发展并重
本报记者 刘以晴 门杰伟

本版责编：程 晨 何宇澈 施 钰

本报天津 4月 21日电 （记者李家鼎）近日，天津启动第四十

三届“爱鸟周”活动。活动期间，天津市将举办多个鸟类知识以及

鸟类救助宣传展，在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网开设天津鸟类

科普专栏，全方位增强广大市民爱鸟护鸟意识。据监测，在今年春

季候鸟迁徙期中，目前过境天津候鸟总数已超过 80 万只，候鸟种

类和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均有所增加。

天津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全球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

地和中转站，适宜候鸟生存的湿地资源丰富。

天津今春过境候鸟总数超80万只

本报西宁 4月 21日电 （记者贾丰丰）日前，记者从青海省林

业和草原局了解到：2023 年，青海省统筹推进国土绿化试点示范、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等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去年共完成国土绿化

454.72 万亩，其中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146.18 万亩，为年度目标任务

123.6 万亩的 118%。

近年来，青海省稳步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示范省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步入高质量建设新阶段，祁连

山国家公园巩固提升试点成果，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扎实推进；

“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动，创新防沙治沙模式，完成 12 个国家

沙漠公园动态监测工作。

同时，通过不断丰富拓展义务植树尽责形式，青海省稳步推进

已建立的 29 处国家级、省级“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新增 4
处省级基地；2023 年全年多种形式义务植树累计折算 1800 余万

株，参与人数达 300 万人次；坚持以城区绿化为骨架、乡村绿化为

连接，充分利用边角地、空闲地、撂荒地、拆违地等见缝插绿，加快

城镇、村域荒山荒地、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等庭院绿化美化；资源

管理进入系统保护新阶段，建立“林草长+警长+检察长+法院院

长”“林草长+河湖长”联动机制和助理制度。

青海去年完成国土绿化454.72万亩
完成防沙治沙任务146.18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