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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秋意渐浓。

傍晚时分，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溪
水潺潺，满眼绿意。溪水旁，一排左公
柳正随风舒展枝条。不远处，几座亭台
小榭点缀在水中央，平添一抹江南风
情。

从伊州区穿城而过的哈密河，被当
地人称作“母亲河”，是哈密湿地绿洲的
生命线。而曾经的哈密河，却并非有这
般好景致。

80 岁的哈密市民徐奶奶就住在湿
地公园附近。“以前这里只是一条小河
沟，农业灌溉用水量大时，河沟基本就
干了，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绿化面积。”
徐奶奶回忆。

2019 年，哈密市着手推进哈密河生
态恢复工程，加快哈密“母亲河”绿洲的
生态恢复。截至目前，已建成面积达
5300 亩的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是生态
恢复前的 3.8 倍，其中新增绿地 2157
亩，哈密河沿线绿化率由 18%提高至
78%。

“现在河道里铺上了一层石头，防

止河水向下渗漏，再也没有断流过。每
天和老伴儿一起来这里散散步，锻炼身
体，呼吸新鲜空气，感到很幸福！”徐奶
奶脸上满是笑意。

生态环境美，引得白鹭栖。白鹭对
栖息地的环境标准要求很高，被世界环
保组织称为“空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
鸟”。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
宋占士自豪地介绍道：“目前，我们已经
在公园中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
鹭的活动踪迹，充分说明了这里的生态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空气更清新、水质
更好了！”

在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分布着
“十园两广场”，一条 26 公里的健身步
道将各个园区串联起来，四周花草林木
与亭台长廊错落有致，处处都是风景。
宋占士说，自开园以来，湿地公园为周
边居民游玩、锻炼、娱乐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让市民切实感受到“绿意盎然”的
民生实惠。

一片绿荫擦亮了宜居底色，一泓碧
水涵养着村镇发展。

秋天的哈密巴里坤县高家湖湿地，

风景旖旎。一条条溪流蜿蜒流淌，一片
片湖泊静躺在草原的怀抱中。独特的湿
地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水资源，引得白
鹭、黄鸭、大雁等鸟类至此落脚，成为生
态改善最生动的注脚。

2015 年以前，这里是另一番景象，
土坯房没有地基，住上 3、5 年村民们就
得搬迁。每逢下雨，泥泞的乡村小道更
是难走。“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别
说外面的游客了，本村村民都走不出
去。”对过去高家湖的环境，巴里坤县文
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
局长蒋晓亮感慨颇多。

为改变落后面貌，巴里坤县开始进
行村容村貌整治。坑坑洼洼的泥泞路、
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如今已被平坦整洁
的柏油路、独具乡村气息的安居富民房
代替，观光长廊、房车宿营地、木栈道等
设施也相继竣工。

湿地草原风光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打卡。蒋晓亮介绍，几年前，这里只有一
户农家乐，如今全县农家乐数量已增加
至 70 多家。今年以来高家湖湿地共接

待游客 70 万人次，每人次平均消费 268
元。

生态好，游客就多，巴里坤县的村
民吃上了“旅游饭”，钱袋子渐渐鼓了起
来。

2019 年，高家湖湿地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生态旅游发展火热，吸
引了很多年轻人返乡创业。

“90 后”孟庆杰从小在巴里坤县大
河镇小青疙瘩村长大，大学毕业后回到
了家乡，开起了度假村。“现在度假村一
次能接待 300 人，到了旅游旺季，房间
更是供不应求。”孟庆杰说。

谈起当初回乡的选择，孟庆杰言语
间透着对自己家乡的爱意：“我们巴里
坤有雪山，有湿地，有草原。住在这里的
民宿，晚上可以仰望满天繁星，早上起
来面对的是天山美景，湖水中有白鹭、
黄鸭和天鹅。这么好的条件，当然要回
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美
丽的河湖润泽滋养着哈密，在天山脚下
展开了一幅水清岸绿的秀美画卷。

董蓓 李慧 尚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天山脚下，铺展绿色生态新画卷

大河汤汤，华夏泱泱。保护黄河是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
展的高度，作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宁夏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保
护黄河义不容辞，治理黄河责无旁贷。

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
考察时要求“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承担重大使
命任务，宁夏率先在体制机制上创新，
以改革开路，以创新破题，在系统性提
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中展现“上游担
当”，以敢于先行先试的魄力加快推动
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奏响新时代“黄河
大合唱”塞上乐章。

“资源有价、交易有市、节约有效”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
门”，九曲黄河奔流入海，在中华大地上
勾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黄河“几字
弯”一撇处的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
黄河流域的省份。

宁夏地域面积不大，但面临的生态
脆弱、水资源紧缺、产业转型升级挑战
多等问题在黄河流域具有典型性。通过
先行先试为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积累可
复制的经验，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
升，是宁夏承担的重大使命任务。

为此，先行区建设中，宁夏在体制
机制创新上先行一步，大力推进用水
权、土地权、排污权、山林权、用能权、碳
排放权“六权”改革，建立起资源有价、
交易有市、节约有效的制度体系，持续
释放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活力。

水资源短缺是黄河流域面临的主
要问题之一。为破解水困，宁夏在深化
用水权改革过程中，将用水权确权到末
级渠系最适宜计量单元，为工业企业建
立用水台账，用水定量、使用有偿，过去

“水从门前过，不用也有错”的用水理念
被有效扭转。

“确权前，我们这一带每年灌溉用
水量达 4000 多万立方米，确权后用水
总量限定，倒逼大家自觉节水，每年灌
溉用水量降到 2200 多万立方米。”吴忠
市利通区二支渠农民用水协会会长马
金良说。

改革中，宁夏还引入定价、入市等
市场化手段，激活水、地、污、林、能、碳
等要素，优化资源配置。宁夏早康枸杞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彦华便深刻体
会到了山林权改革带来的活力，该公司
为其拥有的 822 亩枸杞树办理了不动
产权证，并成功以此抵押贷款 1000 万
元。朱彦华说，这些资金基本满足全年
田间管理资金需求，大大缓解了流动资
金压力，让企业发展劲头更足。

据宁夏党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苏
焕喜介绍，经过改革，宁夏近 3 年万元
GDP 用水量累计下降 15%以上，通过用
水权交易累计交易水量近 1 亿立方米，
盘活利用闲置和批而未供土地 9.95 万
亩，1600 多家企业完成初始排污权确
权，新增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面积 19.1
万亩，“六权”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和阶
段性成效，总结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改革经验。

“四尘同治、五水共治、六废联治”

“览百川之洪壮兮，莫尚美于黄

河”，从古至今，黄河之美入诗入画者
甚多。但事实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
题十分复杂，大量泥沙入河、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曾直接影响黄河
健康。

先行区建设中，宁夏跳出一时一
域，从国家战略全局、全国生态体系建
设、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角度看待自身
定位和发展，牢牢扛稳“上游担当”，在
全面治理环境问题上先行先试，深入推
进煤尘、烟尘、汽尘、扬尘“四尘同治”，
饮用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乡污
水、农业退水“五水共治”，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危险废物、畜禽粪污、工业固
废、电子废弃物“六废联治”。

通过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
域协同治理，实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
氧污染防治等攻坚行动，整治入黄排水
沟和黑臭水体，加强建设用地、农用地
环境监管等一系列措施，宁夏绘就了一
幅天蓝、地绿、水清的塞上新画卷。

黄河一级支流清水沟里游鱼成群，
两岸鸢尾、丁香等植物随风轻摆，美不
胜收。几年前，汇集着沿岸生活污水、农
业退水的清水沟却是一条臭水沟，恶劣
的水质常年影响黄河干流健康。“那时
人从沟边走过都要捂着鼻子。”吴忠市
水务局水利工程师赵光博说。近几年，
经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建设人工湿
地等一系列整治，清水沟彻底换了一番
模样，在岸边散步休闲成了不少居民的
生活习惯。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为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宁夏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以先行者的魄力，深入开展贺兰
山、六盘山、罗山生态环境整治，全域推
进生态总体性保护、系统性治理，为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贡献力
量。

立秋已过，离中卫市区约 10 公里
处的小湖附近依然绿意盎然，3 年前还

裸露着的沙地上密布着麦草扎成的草
方格，流沙被紧紧锁定，株株绿树昂扬
生长。

宁夏三面环沙，很长一段时间里，
荒漠化、沙化侵蚀着当地人的生存空
间，还给黄河中下游带来维持水沙平衡
难度增大、沙尘天气增多等种种问题。
近年来，宁夏大力实施防沙治沙工程，
持续加大荒漠化治理、退化草原修复和
造林绿化力度，促进自然植被休养生
息，仅在 2020 年至 2022 年间便营造林
近 420 万亩，修复草原生态 80.7 万亩，
治理荒漠化土地近 270 万亩，推动黄河

“几字弯”荒漠化综合防治水平进一步
提高，为全流域生态安全贡献重要力
量。

全方位努力下，宁夏年度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连续 7 年达 300 天以上，
森林覆盖率较 2019 年提高 2.8 个百分
点，水土流失实现总体逆转，黄河干流
宁夏段水质连续 6 年保持域类进、域类
出，实现生态环境由乱到治、由污到净
的转变。

“含绿量足、含新量多、含金量高”

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是黄河流域各
省区的共同短板。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
省份，宁夏长期面临着资源利用粗放、
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

先行一步，就要有先破的勇气、先
试的闯劲。

近 3 年来，宁夏改变过去透支黄河
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粗放发展模式，
淘汰落后低效产能 630 多万吨，倒逼经
济结构优化，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

“双轮驱动”，重点发展的新型材料、清
洁能源等“六新”产业，葡萄酒、枸杞等

“六特”产业和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
“六优”产业，正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实现发展方式和发展动能的深刻
变革。

宁夏滨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厂区中机械轰鸣，中控室里，技术人员
实时监控着设备运行状态。这家在石嘴
山市平罗县成立不久的公司主营业务
是通过微生物发酵、蛋白分离等工序将
含一氧化碳的工业尾气“变废为宝”，生
产成燃料乙醇、乙醇梭菌蛋白等高附加
值产品。

“利用这种工艺处理工业尾气，产
生的经济价值是传统方式的三四倍，还
能大幅减少二氧化碳、颗粒物和氮氧化
物排放，产品在清洁能源和饲料市场上
供不应求。”公司总经理贾伟说。

这是宁夏“六新”产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宁夏煤制油技术、高端阀
门制造、3D 智能铸造等高科技实现了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新型材料
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30%左右，新能源装
机占比超 50%，2022 年全区单位 GDP
能耗比 2020 年下降 8.2%……一个个新
发展成果推动宁夏经济“含绿量”“含新
量”“含金量”不断提升。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宁夏经济高质量发
展成果正广泛惠及人民群众。

近期宁夏 50 余万亩酿酒葡萄陆续
成熟。这些天，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农
民马寿建忙着组织村民，到附近的葡萄
园里打工。“这些年周边建起好多葡萄
园，找工作很容易。打工几年后，我升职
成为葡萄园的片区负责人，每月挣 1 万
元不成问题，去年还给家里添了辆小汽
车。”马寿建说。

数据显示，2020~2022 年，宁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5735 元提高到
29599 元，居民收入提高速度超过 GDP
增速。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
间”，新征途上，宁夏正全力推动先行区
建设取得新的更大突破，为黄河永远造
福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宁夏贡献。

刘紫凌 李钧德 靳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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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治 宁夏先行
———宁夏全力推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盛夏的江西省鹰潭市贵溪
市青茅境林区，漫山翠绿，鸟鸣
声声，勾画出一幅绝美的山水
图。

“回家吧！”近日，鹰潭市（贵
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动物医生
张振中双手托起一只只环颈雉，
轻轻松开，小家伙就张开翅膀飞
回深林。“上个月有村民送来 5
只刚出生的幼雏，经过我们精心
护养，已经达到放归条件。”张振
中说，此次放归的还有 1 只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猴面鹰、4 只刺猬
和 1 只竹鼠。

近年来，贵溪市做实“林长
制”，织密扎牢林业资源保护网，
将保护野生动物形成共识、达成
原则、化为机制，走向人与自然
深度融合，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的良性互动，让野生动物尽
享生态福祉。

构建保护圈

大清早，贵溪市三县岭林
场，护林员李贵平已经开始一天
的工作。山间林密，人迹罕至，宽
不足 1 尺的崎岖小道，李贵平却
走得极为熟练。担任护林员以
来，这条巡山路他每天要走两
趟。“以前我是砍树人，如今我是
护林人。”李贵平说，“山林越来
越密，野生动物也多了，他们都
不怕人。”

强化担当“治绿”，重拳出击
“护绿”，精准施策“增绿”，贵溪
市持续创新探索“林长制”，严守
生态红线，构建野生动物“大保
护圈”。2018 年，贵溪市设立了
市、乡（镇）、村三级林长，并构建
以行政村林长、监管员、护林员
为主体的“一长两员”森林资源
源头管理架构。

目前，贵溪市共有三级林长
502 人、监管员 34 名、护林员
147 名，共同构建起全覆盖、边界
清晰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实现了
网格一对一巡护。该市不断提高
护林员岗位技能水平，让护林员
成为林业部门的“眼睛”、森林资
源管理的“探头”，并充分利用智
慧化巡护系统，推动源头管理实
时化、规范化。

驱车驶向耳口林场，沿途山
林层层叠叠、绿意浓浓。两山排
闼送青来，既源于当地良好的资
源禀赋，也离不开林业人十年树
木的功劳。“将低效林改造和稀
有树种‘增绿’结合起来，不断提
升森林品质和品相。”贵溪市林
业局局长张象林介绍，贵溪市是
江西省重点林业县，林地面积达
204.3 万 亩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4.45%，全市森林质量和生态
系统功能得到明显提升，为野生
动物生长搭建起良好的自然屏
障。

织牢“安全网”

在鹰潭市（贵溪）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仍有不少动物“病号”
在“住院观察”。“这是苍鹭，那是
绿头鸭，这一间住的是野鸡和夜
鹭。”张振中每天都要查看它们
的恢复情况。

贵溪市丰富的山林资源成
为野生动物的天堂，已查明现有
脊椎动物 364 种，其中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57 种。“我们以前
缺乏有效救助手段，一旦它们受
伤或生病，致死率很高。”张振中
说，救护中心成立后，相当于为
野生动物建立了一所“中心医
院”；受伤的动物送进来，由动物
医生进行专业诊治，完全康复后
再放归自然。

中心除了设有 3 间宽敞的
病房，还设有手术室、隔离室等，
配备了血液分析仪、生化分析仪
等专业救护设备，对受伤野生动
物进行检查、检疫、治疗和合理
安置。自 2022 年 4 月成立救护
中心以来，这里已救治野生动物
120 余只。

“小动物们无法开口求助，
都是热心村民帮助送来救治。”
张振中介绍，林业部门工作人员
每年都要上山进村开展野生动
植物保护宣传教育活动，使村民
们树立起牢固的保护意识，真正
做到不惊扰、不捕杀、不食用、不
买卖野生动物。同时，加强野生
动物收容救护中心建设，建立野
生动物保护志愿活动协调机制，
为野生动物自由繁衍提供更多
保障。

江西阳际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总面积为 10946 公顷。保护
区内，贵溪市通过“林业工作站+
林场+护林员”的日常巡护监测，
运用“技防+人防”持续开展野生
动物种群动态监测，及时清除兽
夹、“天网”等捕猎装置，为野生
动物提供安全“生活区”。保护区
外，贵溪市在全省率先建立“林
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深入摸排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案
件线索，开展公益诉讼，严守野
生动物保护红线。

“保护野生动物个体，是保
护种群的一种有效手段。”张象
林介绍，贵溪市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各链条
各环节，多管齐下构建起大保护
机制，将“安全网”织得更牢更
密。

呵护多样性

在双圳林场，50 多岁的职工
郭袁剑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山林
转一圈。去年 8 月，他在溪水间
散步，碰巧一大群猴子在水中嬉
戏，夕阳的余晖照着水面，泛起
点点光斑。

“那一刻太美了！我从小在
这里长大，山里的野生动物越来
越多了，不光有成群结队的猴
子，还生活着白鹭、山鸡、斑鸠等
野生鸟类。现在，我每天都要来
看看它们，防止有人前来打扰。”
郭袁剑说。

多年来，老郭每天都到山里
巡逻。严寒季节，他还带上食物
来投食，帮助猴子和鸟儿顺利过
冬。

凤头鹰高飞，猕猴嬉戏……
苍茫大山中，这样的画面令人欣
慰。

夏日午后，刚下了一场大
雨，鸟鸣之声不绝于耳。江西阳
际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沙管
理保护站站长王志阳来到山里，
将藏在树丛间的红外摄像仪收
回，“猜猜这回能拍到谁！”

让王志阳期待的身影，是一
群生活在保护区的“原住民”。从
开始布设相机以来，藏酋猴、白
鹇、赤麂等省级以上野生保护动
物就多次闯入镜头。群山深处，
它们或自由觅食、饮水，或从容
散步、嬉戏，全然不知已被镜头
捕捉下来。

只在外围观测记录，决不干
扰影响。“前两个月，我们拍到了

‘鸟中大熊猫’黄腹角雉，还拍到
难得一见的黑熊，小动物‘出镜
率’越来越高。”王志阳细数着这
些变化说，现在监测区域面积可
以达到 240 公顷，红外摄像精确
又清晰，把野生动物活动的珍贵
画面都能记录下来。

天色渐暗，巡林归来的王志
阳填写好巡林日志，开始整理带
回的 10 多台红外摄像仪。如果
拍到不认识的“新朋友”，他就交
给“智囊团”帮忙辨别。贵溪市与
中山大学、上海辰山植物园、江
西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保持长期合作，开展自然保护生
物多样性监测，结果显示保护区
内野生动植物种群持续恢复并
呈扩大趋势。王志阳自豪地说，

“这证明我们的保护措施是有效
果的，要持续做下去”。

“保护好野生动物，呵护生
物多样性，必须持续发力，久久
为功。”鹰潭市副市长、贵溪市
委书记、贵溪市总林长陈敏介
绍，贵溪建立以保护区、森林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体系，保护它
们的生存环境；不断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滥捕滥猎
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宣传引导，
增强 公 众 保护 野 生 动 物 的 意
识，把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赖永峰 刘兴

这是流经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的黄河。姻新华社记者冯开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