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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五年规划编

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
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
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

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
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齐心协力把“十四
五”规划编制好。

我国将于 2021年开始实施“十四五”规划，目前党

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
议。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规划建议编制工作安
排，有关方面近期将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干部群众、专家
学者等对“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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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河换了“容颜”》
见第四版

20年植被覆盖率提升近1倍 入黄泥沙年均减少超4亿吨

黄河，沙退水清正成为现实
本报记者 卢泽华 张 枨 李 栋

真是一道奇景：黄河水，变清了！
5月中旬以来，平日浊浪滔天的

黄河壶口，竟不时变身清流飞瀑，在
20 多米的陡崖间奔腾直下。沿黄各
省（区），也不断传来黄河变清的消息：
从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到河南郑州
桃花峪，1200 多公里的黄河中游，多
处出现“一河清水向东流”的景象。

地质专家李鄂荣考证，史载可查
的“黄河清”只有 43 次，最长的一
次为 1727 年，持续 20 多天。如今的

“黄河清”，涉及流域之广、持续时间
之长，史所罕见。

黄河之“黄”，实为泥沙。古籍
有载：“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近代
实测资料分析，黄河干流年均输沙量
为 16 亿吨，含沙量为 35 千克每立方
米，含沙量为世界河流之冠。

黄河泥沙从哪里来？九成来自黄
土高原。这里土质疏松，易蚀易散。
每逢暴雨冲刷，则流失大量水土，奔
入黄河。“下一场雨，脱一层皮，累
死累活饿肚皮”这句民谣，正是黄土
高原贫瘠与苍凉的写照。

“长期水土流失导致很多地方变
成石沙质，几乎没有土质，树木成活
率很低，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
活。”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林业局副
局长郝云峰说。

流失的泥沙，让黄河流域经济社
会发展长期滞后——中国 14 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有5个涉及黄河流域。

根本性转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
后。黄河首次得到系统性治理，“沙
退河清”正成为现实：据测算，近
20 年来，黄河中游平均每年拦减入
黄泥沙超过4亿吨。

新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实现

“绿进沙退水清”。
子午岭位于黄土高原腹地，是陇

东地区的生态屏障，被视为观察黄河
流域水土保持的样本。然而，由于过
度砍伐、工业开发等因素，新中国成
立 40 多年间，子午岭就损失了天然
林4800平方公里。

“11岁时，父亲带我第一次进林
区，那时感觉树木稀稀疏疏，一刮风
尘土飞扬，一下雨泥泞满地。”甘肃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嵩咀铺林场党委书
记鲁彦靖是第二代护林人，在他的记
忆中，从 1998 年实施“天保工程”
开始，林区开始大面积栽树。现在保
护区林场管护的 321 万亩林木，60%
是人工林。

2013 年，甘肃省庆阳市定下一
个新目标：每年造林 100 万亩，用 7
年时间，“再造一个子午岭！”如今，
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地处黄
河上中游。1995 年遥感调查实测，
全市八成面积正在水土流失，每年约
1.5亿吨泥沙流入黄河。

形势严峻，全市开始了大规模退
耕还林、退牧还草。如今，鄂尔多斯
市不仅水土流失面积较 1995 年减少
了 50%以上，森林覆盖率也接近三
成，成为国家森林城市。

——科学治理，多点施策，实现
“拦泥又收粮”。

水土流失，破坏容易治理难——
形成1厘米土壤需120年到400年，而
流失 1厘米表土常常只需 1年。保持
水土，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和科学方法。

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保站始建
于 1952 年，在陕西开展淤地坝试验
和植被研究等工作。

植被研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
作。位于隶属绥德水保站的辛店沟水
土保持示范园，从 1953 年开始，就

开始针对黄河两岸的土质进行树种培
育。通过引进上百种果树，研究推广
洋槐护坡林等树种，为绿化荒山沙
地、种植经济作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几十年来，黄土高原上还建成了
5.9万多座淤地坝。

“黄土高原有着数百年发展历史
的淤地坝建设，但真正快速发展，是
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水保站工作了
30多年的辛店试验场场长白平良说。

一座座淤地坝的建设，大大减少
了汇入黄河的泥沙量。仅以黄河主要
支流中年平均来沙量第二位的无定河
为 例 ， 1971—1980 年 比 1952—1960
年输沙量减少62.4%。

造林种草、退耕还林、封禁治
理……随着一项项举措的实行，黄

土高原植被覆盖率，已从 1999 年的
32%，提升至2018年的63%。

——生态扶贫，变害为利，一个
战场打赢两场战役。

从 2000 年开始，山西省在黄河
流域试点退耕还林，通过合作社造
林、贫困群众管护等方式，与脱贫攻
坚相结合。

吕梁市岚县界王狮乡蛤蟆神村贫
困户王明珍夫妇是这一政策的受益
者。在岚县新一轮11.5万亩的退耕还
林工程，两口子加入当地合作社，从
事沙棘苗的抚育、栽植、除草、喷药
等工作，年收入达到3.5万元左右。

截至 2018 年，山西累计完成退
耕还林 2730.3万亩，惠及农户 153万
户547万人。

2019年9月，是黄河治理史上一
个值得被记住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自此，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
略，一张黄河治理的新蓝图铺展开来：

上游以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
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
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
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突出抓
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做好保
护工作，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
高生物多样性。

进入新时代，九曲黄河奔腾出新
的浪潮，“沙退水清”的治理奇迹，
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手中继续
创造。

4月17日，夕阳下的河南三门峡黄河湿地，水面清澈，宛如展现在大地上的一面镜子。 杜 杰摄 （人民视觉）44月月1717日日，，夕阳下的河南三门峡黄河湿地夕阳下的河南三门峡黄河湿地，，水面清澈水面清澈，，宛如展现在大地上的一面镜子宛如展现在大地上的一面镜子。。 杜杜 杰杰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都知道天津小站水稻好吃，可是很多人不
知道，要伺候出好吃的水稻，很不容易咧！

天津处于九河下梢，受海水顶托，盐碱地
多。种出好稻，就得调节土壤盐碱度——给稻
田压清水、补清水。清水来源主要是潮白河。

然而，一到夏天，潮白河沿线用水量激
增，调水压力加大。

前几天，天津农垦小站稻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董 事 长 饶 志 仓 就 犯 了 难 ： 水 稻 正 值 分 蘖
期，15 万亩稻田急需补清水，可听说用水紧
张得很……

农时不等人啊！他急得半夜三更在院子里
走溜儿。

其实，饶志仓多虑了，宝坻区政府已提前派
人摸了底并做了谋划：拨钱维修了稻田水泵；协
调水利部门根据轻重缓急有序调水。

你瞧，这几天，田头灌溉渠里的水就流得
欢呢。饶志仓一天到晚在田头晃悠，闻着喝足
了水的稻禾发出的馨香，他心里美着呢！

目前，作业量已经完成90%。

再是能人，也有犯愁的时候。这不，河南
襄城县范湖乡大陈村名人陈瑞峰，正站在金灿
灿的花海里唉声叹气呢！

为啥？最近，他卖中药材遇上了麻烦。
7月下旬，正是采收黄蜀葵花的黄金时节。往

年，直接发货到江苏一家药厂，价好量大，供不应
求。可今年，药厂出口量下降，中药材采购量大减。

这 300 亩黄蜀葵花，可往哪儿销啊？陈瑞
峰家底厚，亏点也能承受。可是，上百个脱贫
户咋办？

3 年前，身为省农垦集团技术员的陈瑞峰
回村创业，流转了 600 亩地，一半金菊，一半
黄蜀葵。乡亲见他发财，纷纷跟着打工学技。

村干部向上反映了情况。不久，几个乡干部
来到大陈村，一头扎进药材田里，一边对着花拍
视频，一边对着镜头呜哩哇啦说着什么。临走，神
秘地告诉陈瑞峰：“老陈，抓紧多备点货！”

这些干部回去的当晚，乡里的各种直播平
台、微信圈都在介绍陈瑞峰的产品。没过几
天，陈瑞峰地里的产品便销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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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水 记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我们这样抓“六保”
美台勾连又要“搞事情”了。
据报道，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

亚历克斯·阿扎计划在未来几天率团访
问台湾，和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及
部分官员会面，强化所谓“美台防疫及
医卫合作”。

在中美关系十分敏感、两岸关系复
杂严峻的背景下，美台之间这个动作充
满挑衅的意味。

消息传出，民进党当局和绿营舆论
一片“欢欣鼓舞”，再次吹起“美台关系

新突破”等陈腔滥调。绿营媒体大篇幅
报道阿扎将访台的新闻，拼命煽乎这次
访问的所谓“意义”。蔡英文办公室、台
外事部门恬不知耻声称，这次访问的促
成“是台美关系的友好见证”“足证近年
在台美共同努力下，双方互信基础稳
固，沟通顺畅”云云。甚至有民进党籍

“立委”高分贝鼓噪“台美关系”走向正
常化，认为未来台当局高阶官员公开访
美已是“指日可待”云云。

近年来，美国频频打起“台湾牌”，
炮制了一系列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涉

台“法案”，其中就包括鼓噪美国与台湾
各层级官员互访的所谓“台湾旅行法”。
这次美台勾连继续搞小动作，美国意图
在于借台湾问题攫取政治私利，掩盖国
内疫情防控不力、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的
窘境。美方此举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
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鼓励其进一步挑衅
大陆、升高两岸对立，将严重危害台海
和平稳定。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

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
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
往来，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

“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为国际
社会所公认。任何无视、否定或者挑
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都将以失败而
告终。

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甘当棋子，
与美方勾连，获取政治私利，损害两岸

同胞共同利益，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不
可能得逞的。一些民进党政客和绿营分
子天真地认为，美国通过几个涉台“法
案”、派高阶官员访台，就代表“美台关
系”日渐巩固，若真如此，那也未免想得
太简单了。既然是“棋子”，那“弃子”也
是分分钟的事情。

台湾问题事涉中国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绝
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
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

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台独”是一条
走不通的死路、绝路，只会给台湾民众
带来深重灾难。民进党当局自我膨胀，
逆势蠢动，罔顾广大台胞的福祉安危，
只会碰得头破血流。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民进党当局“倚美抗中”极其危险
■ 柴逸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