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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方位
重大工程一线
R

第八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以下简称“南博

会”）将于 7 月 23 日至 28 日在云南昆明举行，沿用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主题，由商务部和云南省

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是中国同南亚国家重要的经

贸交流活动。7 月 9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博览会以及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情况。

“2013 年，首届南博会落户昆明。11 年来，中

国同南亚国家一道，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经

贸往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果惠及双方人民。”

商务部副部长李飞介绍。

贸易合作推动互利共赢。2023 年，中国和南

亚国家贸易额接近 2000 亿美元，比 2013 年翻了一

番。中国作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地位持续巩固，巴基斯坦的大米、斯里

兰卡的红茶、马尔代夫的海产品、阿富汗的松子等

越来越多的南亚国家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深受中

国消费者喜爱。

设施联通提升民生福祉。一大批惠民利民的

基础设施项目在南亚落地，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

进，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卡

拉奇至白沙瓦高速公路（苏库尔—木尔坦段）等一

批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完工，为当地就业和经济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云南省副省长刘勇表示，近年来，云南加快推

进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推进中老

泰引领示范通道和中缅通道建设，配合做好中越

跨境标准轨铁路联通，推动跨境多式联运常态化

运行，进一步密切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经贸往来。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至南亚东南亚通航点 26 个，国

际货运航线已覆盖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

亚国家和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介绍，本届南博会

凸显专业化办展理念，15 个展馆中，专业馆占近

60%，设置建筑科技馆、制造业馆、绿色能源馆、现

代农业和地理标志产品馆等，畅通全产业链合作

渠道。设置国内合作馆展示区域合作新成果，设

置咖啡产业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等展示云南特色

产品和人文风情。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境外 81 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境内 27 个省份确认参展参

会。报名进馆参展的企业近 2000 家，其中，近一半

是境外企业，涵盖了南亚、东南亚所有国家，已报

名的参会采购商超 2300 家。自首届举办以来，南

博会已累计服务国内外 1.8 万余家企业参展，吸引

超过 400 万人次入场参观，外贸成交额累计超过

1000 亿美元，促成 3000 多个项目签约落地，实现了

“展品变商品”“采购商变投资商”。

本届南博会已吸引超2300家采购商报名
将于 7 月 23 日至 28 日在昆明举行

本报记者 罗珊珊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

■权威发布R

晋陕峡谷，壁立千仞。从“几字弯”跋涉而来

的黄河，奔腾深涧，山的雄浑交织河的奔涌。7 月

9 日，在黄河中游碛口至禹门口河段，挖掘机挥舞

铁臂，导流洞支洞掘进施工，黄河干流控制性骨干

工程——古贤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强调“‘十四五’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抓好重大任务

贯彻落实，力争尽快见到新气象。”

作为“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之一，古贤

工程控制黄河流域总面积的 65%，控制黄河 73%的

水量、60%的沙量和 80%的粗泥沙量。建成后，大

坝立于大河，揽万顷黄河水，将充分发挥防洪减

淤、供水灌溉、发电降碳、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进

一步织密国家水网，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建最高碾压混凝土重力坝，
黄河干流第三大水库库容

黄河碛口至禹门口河段，山高谷深、峡谷延

绵、湍流似箭，是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理想河段。

古贤工程一坝跨两省，左岸为山西省吉县，右岸为

陕西省宜川县。

为何选址在此？“几代水利人开展大量地质勘

测工作。”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长安新代介绍，从 1954 年提出坝址比选方案，到

1997 年明确提出开发任务，从写入“十四五”规划

纲要，到《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序

推进古贤等工程”，设想、规划、论证、立项，历经 70载

奋斗，古贤工程开始从蓝图变实景。

高峡平湖，稳固的地基是关键。勘探钻孔近 8万

米、探洞近 4000 米、完成不同比例测绘工作 2719 平

方公里……向大地要数据，黄河地下面貌日渐清晰。

“坝址岩层是紫红色砂岩、粉砂岩和泥岩互层

状分布，极易形成泥化夹层，简单来说，岩层软硬

相间，就像是‘千层饼’。泥化夹层是影响坝型选

择、坝基稳定的关键因素。”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清波说。

黄河在头顶奔流，钻机向深处掘进，黄河河床

地下 40 米处，是勘测人员的办公室。从泥化夹层

分布规律到结构特征，从变形试验到渗透测试，一

个个数据、一场场试验，凝结成“浅层挖除、中层齿

槽截断、深层‘掏空’置换”的综合处理方案。“我们

还创新技术，有效解决了在泥化夹层上建设超高

混凝土重力坝的难题。”李清波说。

看“身高”，古贤工程为国内在建最高的碾压

混凝土重力坝。

“建设这个‘大块头’，预计每月最大浇筑强度

60 万立方米，比已建同类工程多一倍。”黄河古贤

水利枢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庆亮介绍。

连续高强度浇筑混凝土 30 多个月，要求原料

供应必须充足。一道难题摆在面前：混凝土骨料

场距离坝址 65 公里，路程远，沿途交通运力有限，

如何破解？

勘察、设计、施工和设备制造等多个团队联合

攻关，最终拿出方案：建设一条国内规模最大的皮

带运输系统。“这条近 65 公里长、布置在地下隧洞

内的皮带运输系统，沿线穿越煤矿采空区、煤层气

区，须克服围岩变形、突泥涌水等地质难题。皮带

运输系统建成后，每小时运输骨料 4600 吨，能有力

保障工程施工需求。”刘庆亮说。

看库容，古贤工程库容为黄河干流第三大水

库库容，控制黄河 73%的水量，调节库容巨大。

“具体看，大坝分别设置低位排沙底孔、中位

泄洪中孔、高位溢流表孔，形成‘上中下’协同、‘左

中右’互济的泄水排沙建筑物总体布局，实现防淤

防洪与供水发电综合调度运用。”刘庆亮说。

促进水沙关系协调，提高下游
河道输沙能力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

的症结所在。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

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

“滚滚黄河裹挟大量泥沙，导致河床淤积、河

道游荡、河槽萎缩，塑造了下游近 800 公里的地上

悬河，洪水风险是流域最大威胁。”水利部黄河水

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副局长张乐天介绍。

大坝耸立，拦截泥沙。黄土高原是黄河中下

游河道泥沙主要来源，扼守黄河中游的古贤工程，

可控制黄河 60%的沙量和 80%的粗泥沙量。

如何解决库区淤积对工程运用的影响？“水库

设置有正常泄流排沙孔外，还增设了低位排沙底

孔，可在泄洪腾库时加快泥沙外排。”刘庆亮说。

水库接力，调水调沙。“调水调沙是人为调控

黄河干支流水库，用大流量的河水把泥沙冲至大

海的过程。古贤工程建成后，将和小浪底、三门

峡、万家寨等水利枢纽工程联合运用，增强水流动

力，提高冲刷能力。”张乐天介绍。

先算泥沙账。张乐天说，小浪底水库是黄河干

流最末端大型水库，把河道泥沙送至大海且确保两

岸堤防安全，需要下泄流量达 3500 至 4000 立方米

每秒、并不少于 5 天，或者以 2600 立方米每秒流量

下泄、并不少于 6 天。从当前黄河干流枢纽工程分

布看，万家寨水库距离小浪底水库约 1100 公里，距

离较远，难以形成冲刷合力，而相邻的三门峡水库

库容较小，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后续动力不足。

水库群如何配合？古贤工程库容大，距小浪

底水库仅约 450 公里，可与上游的万家寨水库配

合，加大下泄流量，为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提供充

足水量和水流动力，加快泥沙外排。“以小浪底、古

贤水利枢纽为核心的黄河中游泥沙调控体系将初

步形成，进一步为母亲河舒筋展骨。”张乐天说。

有效治理地上悬河。“水库群联合开展调水调

沙，维持下游河槽过流能力，可确保下游河道长期

不抬高，降低‘横河’‘斜河’对堤防的冲顶风险，提

高黄河下游防洪安全保障水平。”安新代介绍。

改善干支流关系。在陕西潼关，黄河第一大

支流渭河与黄河干流交汇。“因黄河河床淤积抬

升，渭河入黄出现‘拦门沙’，水流不畅，遇到洪水

时，甚至会出现渭河水倒灌，威胁关中地区防洪安

全。”安新代说，古贤工程投入运用后，可通过下泄

大流量冲淤，降低潼关高程，畅通渭河河道，提升

渭河防洪安全标准。

提高晋陕水资源保障率，改善
数百万亩农田灌溉供水

坐落在山崖上的吉县古贤村，“河从脚底流，

守着黄河用水愁”。“盼了多年，可算是把古贤工程

盼来了。”村委会副主任郭朝荣说。

郭朝荣和村民盘算：“大坝工地就在村旁边，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将来引水上山，改造

老果园、推广矮化密植技术，继续把苹果产业做

大。”拉动投资、带动就业、助力致富产业发展，古

贤工程为吉县发展带来新机遇。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控

制性要素，古贤工程将为山西、陕西 23 个县（市、

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水资源支撑。

民生工程保供水安全。作为国家水网的重要

结点工程，古贤工程通过集中从库区取水代替沿

河分散提水，破解“地高水低”问题，满足供水、灌

溉、生态调度等目标需求。

“特别是山西临汾、运城供水区，陕西渭北泾

东供水区将从提水变为自流，陕西延安供水区可

降低抽黄扬程，大幅减少用水成本，提高水资源保

障率，改善数百万亩农田灌溉供水。”刘庆亮说。

绿色工程助生态修复。“工程建成后，沿线地

区通过置换灌区用水，改善汾河、北洛河等支流生

态状况，逐步实现地下水压采平衡。”水利部黄河

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可素娟介绍，“工

程还可提高下游生态流量保障程度，黄河龙门、利

津断面的生态流量达标率提高到 100%，保障河口

三角洲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

富民工程促协调发展。工程投资大、带动产

业链条长，预计可吸纳就业数十万人；库区形成

200 多公里长的青山绿水风景带，串联壶口瀑布、

红色旅游景区等，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每年提供数

十亿千瓦时清洁能源。

古贤工程建成后，黄河干流自上游到下游，将

形成龙羊峡、刘家峡、古贤、三门峡、小浪底五大骨

干枢纽梯级调度格局。“五大骨干枢纽协同配合，

为黄河沿线农业灌区、能源基地、工业园区、重要

城镇提供有力水资源保障。”水利部规划计划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看上游，龙羊峡和刘家峡水库助

力青海、甘肃构建风光水多能互补系统，建设全国

重要能源基地。看中下游，古贤、三门峡和小浪底

水库，为沿线地区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富民乡村产

业、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提供水支撑。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我们要把古贤水利

枢纽工程建设成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民心

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打造黄河流域水利枢

纽新标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图为古贤工程施工总布置图。

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有限公司供图

版式设计：蔡华伟

调水沙、保供水、发绿电

黄河古贤工程进入建设阶段
本报记者 王 浩 李晓晴

“生态环境好，老百姓就

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指 引 下 ，我 国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

纵深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迈出

重大步伐。

6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 持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

会议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要贯彻的原则，其中之一

就是“坚持系统观念”，强调“处

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

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

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作 为 新 时 代 生 态 文 明

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

了丰富的系统观念——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

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

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

泊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

理、协同治理”；

…………

坚持系统观念，建设美丽

中国，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

到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新变

化，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

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系统完整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基本形成

“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在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作为重大制度创新和重要改革

举措有力有序展开，发挥利剑作用。三轮督

察动真碰硬，督促地方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 ，推 动 解 决 一 些 地 方 的 生 态 环 境“ 顽

疾”——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云南集中

整治滇池沿岸违规违建问题……

聚焦顶层设计，系统谋划。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污染防治攻

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

战之一，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生态文明建

设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聚焦“四梁八柱”，逐步筑牢。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下，党中央审议

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形成生态文

明体制的纲领性架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

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文明目标评价考核

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四梁八柱”，逐步筑牢。

聚焦法律法规，着力完善。

今年 6 月 1 日，《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正式

施行，以立法形式确立生态保护补偿基本制

度规则。我国已基本建成世界上覆盖范围最

广、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进入新时代，我国制修订环境保

护法、环境保护税法、长江保护法以及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形成“1+N+4”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立法力度之大、执

法尺度之严、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

入河入海排污口一头连着江河湖海，一

头连着生产生活。过去，由于碎片化分工格

局，“环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海洋不登

陆”，排污口管理存在着“中梗阻”。新组建生

态环境部，打通“地上和地下”“岸上和水里”

“陆地和海洋”“城市和农村”“一氧化碳和二

氧化碳”。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整

合 分 散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职 能 ，充 分 体 现 了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尤 其 是 体 现 了 这 一

重要思想中的系统观念。”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排污许可、河（湖）长制、碳排放权交易

等管理制度加快出台，产权清晰、多元参与、

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基本形成。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有效落实，全党全社会更加自觉、更

加坚定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祁连山南麓，青海木里，高天流云、青草

黄 花 。 曾 经 ，大 规 模 非 法 采 矿 导 致 满 目 疮

痍。 3 年多来，通过采坑回填、渣山复绿、边

坡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木里矿区生态系统

结构逐渐稳定、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回升。

习近平总书记 6 月 19 日在青海考察时

强调：“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创造性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理念，此后又将“草”和“沙”纳入其中。我国

坚持系统观念，创造性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制

度，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生态系统稳

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提升。

陕 西 富 平 县 ，蜿 蜒 的 石

川河水清岸绿，水绕着城，城

抱着水。当地从生态系统整

体性出发，坚持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和一体化保护，打出

修复水生态、保障水安全、转

化水价值组合拳，石川河生

态环境逐年改善。“我每天都

来逛两圈，看着好风景，吼上

几嗓子秦腔，心里美得很！”

从小生活在岸边的居民魏美

玲感叹。

“ 生 态 是 统 一 的 自 然 系

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

有机链条。”我国按照生态系

统 的 整 体 性 、系 统 性 及 其 内

在规律，坚持整体保护、系统

修复和综合治理，全方位、全

地 域 、全 过 程 开 展 生 态 环 境

保护。

污染防治攻坚战，从“坚

决打好”到“深入打好”。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接 续 出 台 ，长 江 保 护 修 复 攻

坚 战 、黄 河 生 态 保 护 治 理 攻

坚 战 等 深 入 实 施 ，土 壤 污 染

源 头 防 控 行 动 、农 业 农 村 污

染 治 理 攻 坚 战 等 稳 步 推 进 ，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你

看 ，环 境 多 美 啊 。 以 前 的 臭

水 沟 改 造 成 了 亲 水 公 园 ，乡

亲们就像住进了花园里。”广

东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狮峰

村村民李仲歆说。

“我 国 总 体 上 仍 然 是 一

个 缺 林 少 绿 、生 态 脆 弱 的 国 家 ，植 树 造 林 ，

改善生态，任重而道远。”新时代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已连续 12 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一抔抔土、一棵棵树，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

续科学开展，种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

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宏伟工程。2023年 6月，

“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打响，越来越多的绿

意延展。

着力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有效扩

大生态环境容量，推动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快速

积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

“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

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全过程中，我们都要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锚定新目标，砥砺新征程。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把绿色

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

面，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协

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政绩考核“指挥棒”绿起来。

“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

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

红花、当英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大

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

重，不再简单地“以 GDP 论英雄”。2021 年全

国两会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听完林场工人

周义哲代表讲述的砍树变护林经历，总书记

笑 着 说 ：“你 提 到 的 这 个 生 态 总 价 值 ，就 是

绿色 GDP 的概念，说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

绿色生产方式广泛推行。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

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我国加快构建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大力推行绿色生产

方式，推动能源革命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系

统推进清洁生产，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沿江

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十年禁渔”扎实推进，绿

色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绿色生活方式渐成时尚。

“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

明的社会氛围。”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积极弘

扬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

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活动，推

广绿色出行，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

产方式绿色转型。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和方

式，正在融入每个人的生活。

山西运城盐湖有 4600 多年开采史。近年

来，当地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实施“退盐

还湖”，盐湖保护范围内停止工业生产，同时壮

大汽车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利

用区位优势，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黄河流域各省区都要坚持把保护黄河

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基准线，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事，坚决

不能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态兴则文明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指引下，坚持以系统观念，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一定能够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

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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