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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河”文章
毕京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三门峡地处黄河中游，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使命在肩、责无旁贷。

当前，三门峡正突出做好“河”这篇大文章，深入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共同抓好大
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

三门峡在河南省率先建设高品质、复合型沿黄生态
廊道，打造沿黄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培育新模式、新
业态、新经济，带动城市特色、城市品质持续提升，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地方之窗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3年11月16日 星期四

记者手记▶▶▶

张
武
昌
绘

▲▲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张明云张明云摄摄

扫
码
观
看
视
频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
互鉴而发展。10月24日，以“守护中意文化
遗产，促进文化交流互鉴”为主题的“中意
世界文化遗产地结好论坛”在浙江省杭州西
湖文化景观世界文化遗产地举办。

中意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此次
论坛举办地杭州，与意大利也有着特殊的

“情缘”。
杭州西湖边的六公园，立着一尊马可·波

罗塑像。元朝时，这位意大利旅行家就曾到
过杭州，他对这座城市一见倾心。他笔下的
西湖，让人充满遐想。300 多年后，又一位
意大利人利玛窦跟随马可·波罗的脚步来到中
国。他在 《坤舆万国全图》 中清晰地将杭州

标注在北纬30°的位置，并成为第一个记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外国人。

2019年，杭州与维罗纳城签署友好关系
协议。同为“爱情之都、世遗之城”的杭州
与维罗纳首创“因爱起缘、文化结缘、民心
续缘”的文化交流之路。双方在文化遗产保
护、经贸展会举办、城市旅游宣介等领域开
展了一系列交流合作。杭州以此为契机，打
造了西湖世界爱情文化公园，构建了一条文
旅融合的爱情文化展示线，成为中外游客喜
闻乐见的网红打卡地。

如今，每到情人节，不少恋人都会在杭
州西湖边坐一趟“1314 中意巴士”，许下

“一生一世”的浪漫誓约。
“在新兴技术的帮助下，西湖将自然与宝

塔等古迹相结合，并且做得非常好。”意大利
维罗纳市欧洲政策部议员贾科莫·科纳说，意
大利和中国、维罗纳和杭州应该在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帮助。

中意是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在人类
文明发展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两
国拥有世界遗产地数量均名列世界前茅。此

次论坛的举办，既是向中意两国文化遗产交
流合作40周年献上的一份贺礼，也是两个世
界文化遗产地之间“情缘”的延续。在双方
看来，文化遗产方面的国际交流至关重要。

“这次论坛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面机
会，我们可以交流宝贵的经验、实用的技
能。”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思说。

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意大利对法律体
系的完善非常重视。这点和中国近年来重视
推动文物保护立法工作不谋而合。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目前中国

已有相关法律 1 部、法规 2 件、部门规章 2
件，各遗产地在地方性保护立法方面也开展
了大量工作。接下来，国家文物局将在 《世
界遗产公约》 理念指引下，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 框架内，加快推进国家层
面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

随着论坛交流的深入，中意双方均认
为，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着气候变化、旅游发
展、遗产展示等共性问题。

关强表示，国家文物局希望两国以落
实世界遗产地之间开展缔结友好关系的备
忘录为抓手，进一步深化世界文化遗产专
业培训、课题研究、申报保护与展示阐释
等 领 域 务 实 合 作 ， 共 同 推 动 文 明 交 流 互
鉴，发挥世界文化遗产在传播文化、传递
友谊、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方面
的重要作用。

筑牢幸福河生态屏障

近日，在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黄河湿地，三门峡黄河湿地事务中心工作
人员发现了 40 多只黑鹳。自今年 7 月以
来，黑鹳多次飞抵三门峡黄河湿地。

黑鹳是世界濒危鸟类，目前全世界仅
存2000多只，中国有1000只左右，因数量
稀少，被喻为“鸟中大熊猫”。黑鹳是重
要的环境指示性动物，对栖息环境，特别
是对觅食水域极其挑剔，一般栖息于河
渠、溪流、湖泊、沼泽和草地，多在水边
浅水处觅食。

生态好不好，鸟儿用翅膀投票。黄河
流域生态脆弱，核心任务是治理保护。三
门峡坚决落实“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
和污染治理”重大要求，突出抓好流域整
治、水沙调控、生态涵养，谋划实施“十
百千万亿”工程，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域内 18 条
黄河一级支流实现“清水入黄”，240公里
复合型沿黄生态廊道基本贯通，打造千里
城市绿廊，实施库区 30 亿立方泥沙清淤
和综合利用项目，加强黄河主河道和塌岸
塌滩治理，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

流经数个乡镇的弘农涧河，是三门峡
市最大、全省第五大的黄河支流。说起这
里的变化，常在河边散步的三门峡灵宝市
民李战生感触颇深：“现在水清景美，以
前有一个时期这里浑浊不堪、气味难闻，
每次经过都想绕道走。”近年来，灵宝市
强力实施弘农涧河城区至函谷关段综合治
理工程，强化源头矿山综合治理和生态修
复，实施城区雨污分流和农村污水处置，
开展弘农涧河流域集中综合整治，大力发
展林果业进行水土保持，持续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推进河道治理和河湖“清四
乱”，有效改善了河流生态环境和水质。

10月10日清晨，在灵宝市弘农涧河思
平桥段，20余只白鹭聚集在浅滩处，时而
觅食嬉戏，时而展翅飞翔，闲庭信步，惬
意十足。弘农涧河水质从劣Ⅴ类提升到
Ⅱ-Ⅲ类之间，成为鸟类栖息的天堂。目
前，观测记录到的鸟类已超过30种。

每年10月中下旬开始，三门峡就进入
“大天鹅时间”。三门峡是闻名遐迩的“中
国大天鹅之乡”。白天鹅从 10 年前的 2000
余只增加到现在的1.6万余只，栖息地由4
处增加到 9 处，三门峡已成为全国最大的
大天鹅栖息地和观赏区。

产业转型向绿向新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离不开产业
转型升级。

10 月 8 日，在河南开祥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新建成的年产10万吨PBT装置系统产
品出口末端，工作人员对首批新产品进行
智能化装袋作业，这标志着该公司 10 万
吨/年 PBT 系列产品项目一次打通全流
程，顺利产出合格产品。

“经过数年发展，开祥化工已经拥有
两条完备的煤化工产业链条，攻克技术难
题，率先在河南省实现‘以煤制衣’的重
大突破。”公司总经理和进伟说，该项目
以对苯二甲酸、1，4-丁二醇、丁二酸

（酐）、己二酸等为原料，采用直接酯化法
聚合工艺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近年来，三门峡产业转型向绿向新，
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
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万亿
引领、千亿提升、百亿新兴”的产业格
局，努力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材
料新城和高端制造之城。

10月 12日，灵宝市 200兆瓦/400兆瓦
时集中式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
灵宝市首个大型集中式储能电站项目进入
全面建设阶段。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豫西电
网运行稳定性，提高电力辅助调峰、调频
能力及新能源消纳能力，将为灵宝市打造

‘源网荷储’四维协同互动新型电力系统
起到重大带动作用。”灵宝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李宝丽说。

绿色低碳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通过科技赋能强动力、节能降碳增内
力、转变观念聚合力，三门峡市坚持以战
略思维和系统思维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
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等关系，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快资源型城
市转型蝶变。

8 月下旬，三门峡市山果演义智慧农
业中心与马来西亚同源有限公司达成合
作，三门峡市“阳光玫瑰”葡萄首次出口
到国际市场。

这是三门峡打造独具特色的沿黄乡村
振兴样板的生动缩影。三门峡市高质量编
制 《三门峡市沿黄乡村振兴示范带专项规
划》，聚焦沿黄6个县 （市、区） 16个乡镇
90多个行政村，以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开
发乡村多元价值为抓手，按照“一带三区
四组团”空间布局，着力建设沿黄乡村振
兴示范带，87.5%的沿黄乡村形成“一村一
品”的产业格局。

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

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一
直是三门峡改革发展中最鲜明的底色、最
充沛的养分。

10月14日，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
岛”组织的“何以中国——中华文明探
源”系列线下沙龙活动在三门峡庙底沟博
物馆举行，10 余名“岛友”在逛博物馆、
找考古盲盒中感受庙底沟文化的内涵底
蕴，深刻了解中华史前文化的光辉灿烂。

“庙底沟博物馆的彩陶让我们看到了
先民对美的理解和追求，展现了当时人们

在艺术上的尝试和极高造诣，让我们更加
深刻地认识了中华文明的魅力与辉煌。”
来自郑州的“岛友”蔡艺彤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仰韶文化元素“庙底沟彩
陶花瓣纹”惊艳亮相央视兔年春晚主舞
台，解锁文明密码，绽放满庭芳华。“博
物馆里过大年”成为春节新时尚，庙底沟
博物馆春节期间接待游客3万余人。

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三门峡市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
合发展战略，在以仰韶文化为标志的黄河
文化上大做文章、做大文章，积极构建

“一带一廊”文化旅游发展格局。
“站在这里，一眼望三省，观赏九曲

黄河、长河落日、壮观云海。”灵宝市函
谷关镇东寨村党支部委员张展展说，每到
周末、节假日，来东寨村观光打卡的游客
可达五六千人，刺激了消费，带动了村民
增收。

东寨村依托黄河观景台，先后建成游
客服务中心、观景长廊、停车场等，大棚
采摘、农家乐、游乐园、特色小吃店等配
套服务项目相继落成，乡村特色旅游日益
火爆。

说起村里的变化，东寨村党支部书记
陈银海满心喜悦：“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
期间，我们村开展了‘我与黄河合影’

‘家庭畅玩无动力游乐园’‘文艺轻骑兵歌
舞赞家乡’‘打乒乓赢门票’等活动，短
短几天时间，接待游客近5万人次。”

三门峡市深入实施文旅文创“三年倍
增计划”，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坚持多
元化培育、特色化创新、有机化贯通，持
续深化“文旅+农业”“文旅+工业”“文
旅+红色教育”“文旅+体育”“文旅+康
养”等，打造文旅全产业链条。今年1至8
月，三门峡全市接待游客总人数 2780.8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230.8亿元，同比分别上
升 66.41%、77.94%，成为黄河流域重要旅
游目的地城市。

浙江省杭州市：

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情缘”
本报记者 顾 春

河南省三门峡市打造沿黄河复合型生态廊道

从“伴河而生”到“因河而兴”
本报记者 毕京津

河南省三门峡市打造沿黄河复合型生态廊道

从“伴河而生”到“因河而兴”
本报记者 毕京津

深秋时节，奔流不息的黄河，在崤函
大地上蜿蜒前行，与百鸟、群山、村
落、田野共同勾勒出一幅和谐壮美的生
态画卷。

作为黄河入豫第一站，三门峡市是
“伴河而生”的——伴随1957年万里黄河

第一坝的兴建而设市建城。全市域内黄河
主河道 206 公里、流域面积 9376 平方公
里、湿地面积2.85万公顷，分别占河南全
省的 28.9%、25.9%、42%，是依偎在母亲
河臂弯里的一颗耀眼明珠，素有“黄河明
珠、文化圣地、天鹅之城”的美誉。

近年来，三门峡市持续做大生态、做
优生态、做强生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
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奋力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从“伴
河而生”到“因河而兴”，三门峡这颗黄
河岸边的明珠日益璀璨。

河南省灵宝市地处豫、晋、陕
三省交界处，森林资源丰富，每年
森 林 病 虫 害 发 生 面 积 约 19 万 亩 。
1990 年，我被分配到灵宝市川口乡
林站工作。8 年后，由于业绩突出，
我被调到林业局森防站工作，成为
一名“森林医生”。

“森防站的工作是经常上山入
林，跟各种害虫打交道。作为一名
女同志，你能受得了吗？”起初，不
少人劝我转到其他科室。但我喜欢
这个职业，为树治病、服务林农，
是我最大的心愿。为有效防治森林
病虫害，我在两年时间里踏遍了灵
宝的山山水水。

我每年有8个月在野外工作，日
行山路几十里，毒蛇惊吓、蚊虫叮
咬、摔跤流血都是家常便饭。风里
雨里，寒冬酷暑，我从没叫过苦和
累。我绘制出了灵宝市森林病虫害
分布状况图，创建了国家级林业有
害生物中心测报点，还先后组织科

技下乡 100 余次，举办森防知识培训 30 余次，培训林
农1万余人次，被当地林农亲切地称呼为“牛大夫”。

爱绿、守绿、护绿，是我的追求和使命。2017
年，我开始负责灵宝境内黄河湿地保护工作，“上山
下滩”成了我的日常。在黄河湿地保护与修复过程
中，面对600余亩拆迁治理区复绿的难题，我蹲守一
线，组织技术人员逐地块分析研究，走访群众、咨
询专家，通过清理垃圾、平整土地、播草植绿等方
式，高标准完成治理，实现生态复绿。

2019 年，我担任国有灵宝川口林场场长，建设
现代化林场成了我的新目标。我深入各个林区、瞭
望站点，掌握第一手资料，完善了国有森林资源数
字库，编写了 《智慧化林场建设方案》。近年来，
林场完成油松林抚育 1.3 万亩，栽植珍稀树种水杉
200亩。

2021 年，我担任国有灵宝川口林场党支部书
记。身份有变化，初心却从未改变。我积极研讨参
与项目建设。近年来，林场林长制工作有序推进、
国有森林资源管护实现网格化管理；林场信息化建
设再上新台阶；实现利用无人机开展侧柏、油松林
无害化防治1万余亩，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安全；抓实
抓好林区及景区安全工作，加强与周边乡村的联防
联控……2023年8月，川口林场被中国林业协会授予

“全国十佳林场”荣誉称号。
作为林场党支部书记，今后，我要继续带领大

家一起拼、一起干，锚定现代化林场建设目标，持
续在增绿扩碳上下功
夫，不断促使绿水青山

“ 颜 值 ” 和 金 山 银 山
“价值”双提升。

（作者牛文梅为党
的二十大代表、河南省
国有灵宝川口林场党支
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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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黄河生态廊道三门峡黄河生态廊道。。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三门峡黄河水利枢纽三门峡黄河水利枢纽。。 杜杜 杰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