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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今年是南水北调东中线
一期工程全面通水 10 周年。
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
肩负着“一库清水永续北送”
的重任。河南淅川县开展生
态修复，治理群众生活污水，
促进丹江口库区生态保护修
复；统筹保护与发展，大力发
展绿色产业，推动生态富民。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版责编：程   晨   何宇澈   江   萌
版式设计：蔡华伟

“瘦身健体”是国企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如何“瘦”？怎样“健”？

陕西省宝鸡市作出了有益探索。市

属国企从 66 家减至 5 家集团，整合

各家主业，进一步提质增效。2019年

至今，宝鸡市属国企出资企业资产

总额从 522.42亿元增加到 1054.88亿

元 ，增 长 101.92%；营 业 收 入 从

132.31 亿 元 增 加 到 256.42 亿 元 ，增

长 93.8%；利润总额从 18.21 亿元增

加到 23.84 亿元，增长 30.9%。

“ 瘦 身 ”是 为 了 企 业 发 展 更 健

康、更有活力。今年以来，宝鸡一家

市 属 国 有 企 业 因 适 应 行 业 战 略 调

整、推进产能转移、突破发展瓶颈，

与央企战略重组，实现了资源优化

配置、强强联合，一家涉及民生的市

属国有企业，积极推进企地融合发

展，借助省属国有企业资源、人才、

技术等优势，完成股权合作，进一步

发展壮大。目前，宝鸡 66 家市属国

企正按照主业主责和功能定位，加

快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法人

治理结构，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不断

提高企业竞争力，重新整合为市发

展集团、市工发集团、市城建集团、

市文旅集团、市农发集团等 5 家市

属企业集团。

“攥指成拳”后，企业面向市场

更具竞争力。为从根本上解决市属国企布局结构不优、

资产规模不大、监管体制不顺、市场化程度不高、历史遗

留问题多等问题，宝鸡市国资委先后出台国企改革深化

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 年）、优化国资布局加强

监管激励改革方案、市属五大企业集团整合实施方案，按

照“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的要求，制定了一系

列工作台账和任务清单，使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

同时，宝鸡还大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力求为企业发

展蓄力。作为陕西省白酒产业链链主企业，西凤酒厂集团

有限公司正在以总投资额达 140 亿元的“10 万吨优质基酒

及配套生产项目”蓄力储能。西凤公司工程技改部负责人

介绍，截至目前，工艺生产类设备已经进入安装阶段。

2024 年，西凤酒深耕陕西市场，自营产品销售同比

增长超 30%；河南、山东等地市场销售业绩同比增长均突

破 50%；北京、上海等地市场稳扎稳打，市场占有率成倍

增长；西凤酒一半以上的省级分公司业绩增长超过 30%，

单个市场客户数量、销售规模、终端覆盖、渠道利润等均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24 年以来，宝鸡大力实施市属国企项目带动战

略，项目年度计划投资达 47.77 亿元，其中在建项目 6 个、

新开工项目 3 个、储备项目 4 个、谋划项目 6 个，项目数量

和投资额同比分别增长 4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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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群山之间，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的水在冬日暖

阳下波光粼粼。这库碧水将蜿蜒北上，纵贯千

里，润泽沿线百姓。

丹江口水库在淅川县境内的水域面积达

506 平方公里，占库区总面积的 49%。为保障

“一库清水永续北送”，淅川县必须管理好境内

绵延 1100余公里的库岸线、大大小小 150 余条

河流和环库 10 余万群众的生产生活。

做足“加法”，荒山变林
海，村中有“湿地”

22 平方公里的太子山林场地处丹江口水

库出水口。1975 年，一群热血青年来到满是

荒坡的太子山，成立造林队。近 50 年来，林场

森林覆盖率从不足 30% 提升到 92%，活立木蓄

积量从 2.5 万立方米增长到 10 万立方米以上，

为水源区筑起了 8000 米的环湖生态屏障。

集山区、库区于一体的淅川县是典型的喀

斯特地貌，境内石漠化面积达 125 万亩，其中

55 万亩是重度石漠化。“我们肩扛车拉、多级

提灌、客土造林，10 年来累计造林超 60 万亩。”

淅川县县长王兴勇说。

水土保持靠林地，库区群众生活污水怎么

办？何金明的老家在丹江口水库边的香花镇何

家沟村，近几年，他发现村小学后面多了一片湿

地，面积不断扩大。“我们通过污水处理设施和

人工湿地，最大限度地收集、处理、净化周边区

域产生的生活污水，阻止污水形成径流流入丹

江口水库，成效显著，后期管护成本也较低，还

为周边村民创造了一个可以游玩的好去处。”南

阳市生态环境局淅川分局局长王君说。据悉，

淅川县已累计投资 12.5 亿元，建成人工小湿地

20 余个、农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175 个、污水处

理厂 14个。

做好“减法”，拆除违建污
染企业，取缔网箱养殖

“国家需要，咱就拆。”谈起 10 年前的“壮

举”，原丰源化工公司总经理王运斌说得斩钉

截铁。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前，他的化肥厂年生

产能力达 6500 吨合成氨，产值约 2.5 亿元，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严重污染了水源。由

于保护水质需要，王运斌忍痛关闭工厂谋求转

型，带领员工创办了一家汽车减震器公司。

“2003 年以来，淅川县先后关停涉污企业

380 余家，取缔库区养鱼网箱 5.17 万箱，关停养

殖场 613 家，否定 73 个大中型项目选址方案。”

王兴勇说。淅川县一方面以壮士断腕的魄力

治理点源污染，另一方面以保姆式的服务推广

生物有机肥和配方施肥，减少面源污染。

“我们不单是库区生态的守护者，更是受

益人。”淅川县金河镇龚井村富硒黄金梨产业

基地负责人崔国平告诉记者。他的 500 多亩

基地全部使用农家肥，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

既减少了氮磷钾等化肥用量，还能防止土壤板

结。“种出来的黄金梨品质更好，带动周边农户

人均年增收 5000 元。”崔国平说。

善用“乘法”，发挥绿色乘
数效应，村民年收入翻番

关停只是开始，如何在水质保护与县域发

展之间实现双赢？

自幼生活在丹江口水库边的张小伟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他打小就跟着父辈捕鱼，后来

搞起渔家乐。中线工程通水前夕，淅川县取缔

库区水上餐饮船只及养鱼网箱，张小伟不得不

另谋生路。为了生计，2014—2020 年间，他和

妻子在每年禁渔期结束后，利用自家闲置渔船

在水库边上做贩鱼生意。2021 年 1 月 1 日起，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 10 年禁渔，张小

伟再次面临转行。

“县里早为我们的生计做了打算，2020年夏

天我就主动上交了渔船渔具。”张小伟告诉记

者。县里组织上岸的个体户参加农家乐培训

班，去乡村旅游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学习取经，还

请餐饮、房务、导游讲解等各方面老师来讲课。

现在，张小伟在丹江口水库边上开了一家

农家乐，主打土鸡和新鲜时令蔬菜，一年收入

近 20 万元，和贩鱼时比收入翻番。

近年来，淅川县统筹生态建设和特色产业

发展，大力实施“文旅兴县”战略，依托优质的

生态资源，不断丰富业态，建成国家 4A 级景区

3 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 12 个，打造精品民宿

16 家 、农 家 乐 700 余 家 ，3 万 名 群 众 吃 上“ 旅

游饭”。

用好“除法”，统筹“最大
公约数”，联合执法

近日，淅川县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刚

在丹江口水库马蹬河段巡查时，发现有疑似侵

占丹江口库容的痕迹。河长办第一时间下发交

办通知，要求淅川县库区执法支队调查处理。

“为了守好一库碧水这一‘最大公约数’，淅

川县统筹林业、环保等 7个职能部门、144项行政

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权，成立库区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统筹协调库区综合执法及水质保护工

作。”淅川县政府党组成员、库区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政委赵红伟说，过去库区管理事项多、涉及

部门多，存在管理事项交叉或互相踢皮球的情

况。为解决此类问题，淅川县启动“河长+检察

长”联动工作机制，依托河湖长制，加强与鄂、陕邻

省县区的合作，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中线工程通水 10 年来，丹江口水库库区及

总干渠水质持续保持Ⅱ类及以上，地表水责任

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2023 年丹江口水库Ⅰ类

水质天数 335 天。淅川成功建成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绿色是淅川的底色，更是淅川发展的底

气。”南阳市副市长、淅川县委书记张志强说，10年

来，淅川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既

扛稳护水治污之责，又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探索

出一条生态富民的绿色之路。

上图：丹江口水库淅川境内一景。

王洪连摄（人民视觉）  

河南省淅川县多措并举守护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十年，守好一库碧水
本报记者   朱佩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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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举办高等级专业赛事，引进培育精品休闲赛

事，创新打造热门主场和街头赛事，着力发展新兴时尚

赛事，丰富各类全民健身赛事……今年，河北省以体育

赛事为抓手，通过丰富赛事供给、打造赛事消费新场景

等系列措施，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引流带动作用，推

动文旅体农等各行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转化

为经济发展“增量”，打造赛事经济发展强力引擎。

截至今年 11 月 30 日，河北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

类体育赛事活动 4454 场，其中，国家级赛事 113 场、京

津冀区域赛事 167 场、省级赛事 246 场，共吸引参赛人

员和观众达 1050.49 万人次，带动餐饮、住宿、休闲、购

物等消费超过 154 亿元。

做大高水平赛事  拓宽赛事经济路径

河北省体育局不断增加高品质赛事供给，将高品

质赛事作为拉动大众消费的重要引擎，致力于满足不

同年龄、不同兴趣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12 月，2024—2025 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

地技巧世界杯、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跳

台滑雪女子世界杯、跳台滑雪洲际杯等 7 项国际赛事

在张家口崇礼拉开帷幕。赛事不仅吸引了世界高水平

运动选手前来参赛，还为进一步的推广普及冰雪运动

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

全产业链发展。

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3 月的 23 项全国雪上项目

比赛中，河北省承办 12 项，占比 52%，10 项在云顶滑雪

公园、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等场馆举

办，有效推动了冬奥遗产利用。

河北省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积

极打造“户外在河北”品牌，推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太行山山地户外运动带等户外运动赛事聚集区建设，

重点培育崇礼 168 超级越野赛、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

中国赛·张家口站、“爱长城·向未来”京津冀自行车系

列赛等十大 IP 赛事。同时，各县区市也积极响应，因

地制宜组织“一县一品”精品赛事。

做强群众赛事  提升赛事经济效益

培育赛事经济，不只限于高端比赛。河北省体育

局创新打造了一系列热门主场和街头赛事，如衡水湖

国际马拉松赛、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中国·邯郸国

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庄超”2024 石家庄五人制足球联

赛、三人制篮球赛等。同时，积极培育“村 BA”、“村

超”、健步走、骑行等参与度高的大众赛事，城市联赛、

社区联赛也在逐步形成品牌，让参与赛事成为人民群

众新的生活方式。

在 2024 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比赛期间，

上千名球迷来到石家庄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观赛。

作为石家庄“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赛事之一，这场比

赛时间跨度达 4 个月，线下吸引观众 10 万人次，线上观

赛和话题点击量达 2 亿人次。赛事举办期间，还举办

了文旅推介、文创展卖、非遗展示、美食摊位等活动，展

示了石家庄的美景、美食。

做精特色赛事 　丰富赛事经济内涵

针对年轻人对流行、时尚和社交的需求，河北省体

育局着力发展新兴时尚赛事。匹克球、攀岩、街舞、飞

盘、电竞、滑板、汽摩、激光跑、小轮车、山地自行车等潮

流赛事在年轻人聚集的商圈、广场、公园等地举办，形

成了强烈的聚集效应和品牌效应。

如今，体育赛事作为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场景，不

仅可以通过门票售卖、直播引流、品牌赞助等形式获得

直接收入，还能通过吸引游客，带动旅游、餐饮、购物等

消 费 的 整 体 增 长 ，将 引 来 的“ 流 量 ”转 化 为 消 费 的

“能量”。

11 月 27 日，“李宁杯”2024 第一届中国匹克球巡回

赛玉兰九赋·保定公开赛在保定学院体育馆收官。来

自 1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00 多名选手参赛，通过

高超的球技展示、精准的团队合作为观众带来一场场

扣人心弦的比赛，赛场氛围十分热烈。赛场外，设有冠

军博物馆展台、健康体检站、安国药膳市集，琳琅满目

的商品备受消费者欢迎。“体育+”多元融合消费新场

景让更多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时尚体育的魅力。

下一步，河北省体育局将继续依托自身资源禀赋，

以赛引流，以赛促流，持续深入推进“赛事+旅游”“赛

事+文创”“赛事+会展”“赛事+商贸”等“赛事+”业态

融合发展，打造旅游新业态、产业新模式、消费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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