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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命之源，生存之本。一部治水史，折射出中
华民族的奋斗史、中国自古而今的发展史。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为新时代
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战胜一次次洪涝灾害，河湖长制全面建立，江河水
质全面改善，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建成
通水，国家水网加快建设……全国上下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治水的各项决策部署，治水
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驯水：生命至上

50 年前，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在其长篇通讯 《驯水
记》 中写道：为了取得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同水展
开年复一年的战斗。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暴雨和洪
涝灾害的突发性、极端性、反常性越来越明显。

2021 年，黄河中下游发生 1949 年以来最严重秋汛；
2022 年，珠江流域北江发生 1915 年以来最大洪水；
2023 年，海河流域发生 1963 年以来最大流域性特大

洪水；
2024 年，我国大江大河发生 26 次编号洪水，刷新

1998 年有资料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面对洪涝灾害的新特点、新挑战，各级党委政府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殷殷嘱托，
立足于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
备，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共同构筑起了守护家园的坚固防线。

2024 年 7 月，陕西秦岭山区遭遇强降雨，蓝田县辋
川镇的甘家坪等五个村受灾严重。

“眼看着河里的水涨高了 3 米多，从没见过这么大的
雨！还好镇村干部提前把我们转移到了安全地点。”说起
当时的情形，部分村民仍心有余悸。

一位年迈的村民说，刚开始大家都不愿意走，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镇村干
部极力劝说，果断组织转移。没想到刚到避灾点一会儿，家里的房子就塌了，“多亏
了他们，不然我命都没了！”

辋川镇党委书记刘娜告诉记者，接到灾害性预警信息后，镇村干部迅速进村入
组，妥善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快转、应转尽转，确保了全体人员安全。

每一场抗洪阻击战、攻坚战，都是一次对抗洪救灾能力的检验。
2024 年 6 月 28 日，长江中游干流九江水文站涨至警戒水位，长江发生今年第 1

号洪水。九江水文站下游约 10 公里处，是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所在的长江第
三大居住岛——江新洲，其 41公里长的防洪堤经受着咆哮而至的洪水考验。

水位快速上涨。7 月 2 日，江新洲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升至最高级别的 I 级，一
天需要上千人参与巡堤护堤，当地干部群众一起上阵，同心合力抗汛。

众志成城，共同奋战。被洪水包围的江新洲成功抵御了今年长江发生的 3 次编
号洪水的袭击。

江新洲的安然无恙，既得益于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的抗洪大军有效守卫，也受
益于三峡水库等长江上中游水库群的联合调度和拦洪运用。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测算，今年长江发生 1 号、2 号编号洪水期间，三峡水库拦洪 126.8 亿立方米，降
低中下游干流水位 0.7米至 3.1米，减轻了沿线防洪压力。

两年前的 2022 年，长江流域遭受历史罕见气象水文干旱后，水利部门实施长江
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项行动，保障了 1385 万人的饮水安全和 2856 万亩
秋粮作物灌溉的用水需求。

长江流域的防汛抗旱，是全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缩影。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各类水库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200 多座增至 9.5 万座，5 级

以上江河堤防达到 32.5 万公里，大江大河干流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
洪水的能力，困扰我国数千年的大水大灾难、大旱大饥荒状况得以消除。

与上个十年（2004—2013 年）相比，最近十年（2014—2023 年），我国年均因洪涝灾
害死亡失踪人数减少 70%，洪涝灾害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0.51% 降至 0.24%。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

调水：民生为本

初冬时节，冀中大地寒气渐浓。衡水市景县苦水营村村民付书明看着院子里的
7口大水缸，感慨道：“以前喝水全靠这几口大水缸，南水北调让它们‘退休’了！”

苦水营村的村名由过去村里所喝之水苦涩而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
村民告别苦咸水，喝上了放心的“好水”。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来，累计向北方调水超过 765 亿立方米，
为沿线 40多座大中城市、1.85亿人提供稳定水源。

郭超人的 《驯水记》 中写道：“把大量的南水调到北方，彻底改变我国南方水
多、北方水少的不平衡状态……这还只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幅理想的画图。但是我
们完全可以说，这决不是十分遥远的未来，而是正被人们双手创造着的现实。”

在新时代，南水北调工程总体布局加快完善，国家水网加快构建，更好地实现
水资源空间均衡。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在干旱少雨的西北，水关乎发展，更关乎生存。不少农
村群众吃水难、吃好水难。

引洮河之水润泽干旱大地，甘肃人民期盼了半个多世纪。1958 年，甘肃曾启动引洮
工程，后因财力、技术等原因停工。时隔 48年后的 2006 年，这一圆梦工程再次启动。

2014 年底，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建成；2021 年 9 月，引洮供水二期工程通水，陇
原大地近 600万人喝上了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漾漾清流润民生。
十多年来，我国 2.8 亿农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 90%。在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绝大部分农牧民告别了下河背水、远处
拉水、靠天吃水的生活。 （下转第二版）  

上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地丹江口水库。 胡竞文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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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申遗成功有哪些重要意义

中国代表团在巴拉圭申遗现场表示，春节
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寄寓着中国人
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寄托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睦相处的
价值理念。在世代传承中，该遗产项目为人们
追求美好生活赋予持久的精神力量，在促进家
庭和睦、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世界舞台上促进着文
明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中国代表团指出，春节申遗成功，有助于
弘扬和谐、和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非遗
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面向未来，中国愿
认真履行保护承诺，携手各方，以非遗为桥梁
和纽带，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为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如何做到非遗数量世界第一

2024 年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 周年。通过 20 年实
践，中国已形成既符合自身国情、又与国际衔
接，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体系。

近年来，中国一大批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
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各级人大、政府积极推进
非遗相关立法，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今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
目前，中国非遗资源总量近 87 万项，国家、
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其
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 1557 项 （包含 3610 个子
项）。认定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 9 万多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3068
人。全国现有非遗保护机构 2406 个。文化和旅
游部设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成立省级非遗保护
中心。

通过建立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完善代表
性传承人制度、推进区域性整体保护，以及加
快传承体验设施建设，中国非遗保护传承体系
日益健全，传播普及水平不断提升，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

非遗保护工作将如何继续推进

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将继续认真履行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断提升非遗系
统性保护水平。同时申报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
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非遗项
目，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
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巴拉圭当地时间 5 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3
个遗产项目通过评审，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 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正式实施转名

录程序。
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例，该遗

产项目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来，中国紧紧围
绕该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的风险，通过支持鼓励
传承人传艺带徒，大力开展各类培训、纳入正
规教育等方式促进该遗产项目的传承，传承群
体由 1000 人增长至 2 万人。在实现振兴的同时，
该遗产项目也为黎族群众特别是女性提供可持
续生计，为年青一代的全面教育提供优质资源，
为不同社区开展相互尊重的对话等作出重要贡
献。中国代表团表示，今后中国将基于该遗产
项目保护现状，继续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
维护文化多样性。

中国代表团指出，接下来，中国将继续统
筹运用整体性保护、分类保护、生产性保护等
方式，精准施策，不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活力，继续确保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成
为非遗保护的最广泛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

（据新华社巴拉圭亚松森12月6日电  记
者周永穗、朱雨博）

中国“非遗”项目数量世界第一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日前在巴拉圭举行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至此，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
第一。其中，有39个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个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1个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春节申遗成功有哪些重要意义？中国是怎么做到非遗项目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非遗保护
工作将如何继续推进？

海南省东方市东河镇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省级传承人符永英用黎锦制作的手袋。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的古廊桥咏归桥
雪后景色。

吴春平摄 （新华社发）  

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新生广场，羌族学
生跳沙朗舞欢庆羌历新年。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政府间委员会主席南希·奥韦拉尔日前
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接受记者专访时表
示，中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付出大量努
力，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中国文化悠久灿烂，春节申遗成功
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此祝贺中国人民。”
奥韦拉尔对记者说，“中国为保护文化遗
产付出了大量努力，值得许多国家借鉴。”

奥韦拉尔表示，中国非遗保护政策措施
值得肯定。“中国积极参与各种文化公约和
文化活动，并在其中有突出表现，我们赞赏

中国的行动。”
奥韦拉尔表示，非遗保护是各民族为

强化身份认同、追求传统文化代际传承而
作出的共同努力。本届常会是一场多元文
化的盛会，有助于增进各民族间团结与互
相了解。

“差异是我们成为人类的根本，也是
我们的优势，人类正是在这种多样性中蓬
勃发展。我们是如此不同，但共同之处在
于，我们都拥有灿烂的文化。”她说。

（据新华社巴拉圭亚松森电  记者朱
雨博、周永穗）

延伸阅读▶▶▶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为世界树立榜样

——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主席奥韦拉尔

新华社西宁12月6日电（记者陈杰） 6 日，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的柴达木盆地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柴达木盆地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输水线路全长 593 公里，计划于 2029
年全部建成，这一工程是国家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的那棱格
勒河水利枢纽工程配套供水工程。

据了解，工程分为一条输水总干线和东、西两条输水分线路，全部
建成后，每年可为柴达木盆地的企业供水 2.37 亿立方米，有效满足企业
用水需求。这一工程可为柴达木盆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
水资源保障，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用水需求双增长的压力，为
推动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有力支撑。

柴达木盆地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开工 晋东南地区开出首趟中欧班列
据新华社太原12月6日电（记者许雄） 12月6日，一列满载165辆国

产品牌汽车整车的中欧班列从长治长铁绿能物流园缓缓驶出。这是中欧班
列首次从晋东南地区始发，也是国铁郑州局在山西省开行的首趟中欧班列。

这趟中欧班列采用 40 英尺专用集装箱装运汽车整车，全程运行
8080 公里，预计 15 天左右抵达目的地，较海运方式节省约 20 天时间，
大幅提升了晋东南地区跨境物流运输时效。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市，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是国家现
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和山西省域副中心城市，也是环渤海经济圈、中
原经济区、陇海经济带的交汇点，太焦、瓦日、邯长铁路和郑太高铁
在此穿行而过，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