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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内蒙古大草原，有一片湖泊令人神
往。它便是我国北方第一大淡水湖呼
伦湖，蒙古语意为“海一样的湖泊”，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区域气候、维系
草原生态平衡和保障我国北方生态安
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外界曾
断言它会是下一个罗布泊。近年来，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呼伦贝尔市从
草原生态保护、产业结构调整、管护能
力建设、环境整治、科研监测、湿地生态
系统恢复和水资源保障等方面，采取了
一批行之有效的措施。如今，呼伦湖畔
鸿雁归来碧波荡漾，其治理与保护工作
成效显著。

生态危机迎来转机

夏日的呼伦湖，水天一色，湖清岸
净，飞鸟翔集。

一大早，义务巡湖牧民满达骑着摩
托车来到湖边。“看到呼伦湖又清亮了，
我觉得很安心。”从小在呼伦湖边长大，
满达见证了呼伦湖生态由好到坏再变
好的几经变迁，“小时候湖水清澈，能直
接拉水喝。十多年前，湖面不断萎缩，
漂着垃圾的水也没法喝了。”

受 周 期 性 干 旱 和 人 为 活 动 影 响 ，
2002 年至 2012 年，呼伦湖水位连续下
降，湖面大幅缩减，湿地持续萎缩，野生
动物锐减，流域生态安全告急。

“当时湖里鱼少了，鸟也没了，环湖
草原沙化严重。”生活在呼伦湖东岸的
牧民侯玉广回忆说，那时打猎、捕鸟、私
捕乱捞屡禁不止。

2013 年，内蒙古自治区全方位启动
拯救呼伦湖行动，呼伦贝尔市扛起主体
责任，把呼伦湖生态保护治理作为筑牢
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头工
程，落实了多项保护与治理措施。

当地先从减少人为污染入手，取消
了环湖餐饮和旅游活动，呼伦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的牧民全
部外迁，渔业公司退捕转产，并建设了
10 个生活污水处理回用项目，想尽一切

办法将人为活动影响降到最低。
“呼伦湖流域有七成左右在新巴尔

虎右旗境内，尽管当地常年干旱，但我
们不向呼伦湖取一滴水。”新巴尔虎右
旗委书记布和巴雅尔说。

呼 伦 贝 尔 还 成 立 了 一 个 专 门 保
护 湿 地 生 态 的 公 安 部 门 —— 呼 伦 湖
公安分局。该局副局长薛爱忠说，从
2016 年 至 今 ，他 们 侦 办 多 起 犯 罪 案
件，有效遏制了破坏呼伦湖资源和环
境的行为。

十年治理，生态危机迎来转机。监
测显示，呼伦湖水位和水面稳中有升，
水面已扩大至 2244.3 平方公里，水量达
139.7亿立方米，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生态好转，野生动物又回来了。目
前，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增加
至 345 种，鱼类增加至 39 种，哺乳动物
增加至 38 种。“多年不见的兔狲，前年竟
然在我家牧场安了家。”满达站在岸边，
他看见鸿雁一掠而下，停留在沼泽地上
筑起了巢。

呼伦湖岸边一块牌子上写着：“除
了足迹，我们什么也没留下。除了摄
影，我们什么也没带走。”描述的正是现
在人与湖和谐共生的关系。

从“治湖泊”到“治流域”

呼伦湖生态之变背后是保护理念
之变。

“这些年呼伦湖治理与保护走过弯
路，一度搁置，还曾在中央环保督察中被
批进展缓慢。”呼伦贝尔市委书记高润喜
说，全市痛定思痛，及时转变思路，在实
践中不断优化呼伦湖综合治理工作。

十年间，呼伦湖生态保护和治理理
念发生了三重变化：一是由“就湖论湖”
转变为流域综合治理；二是由“九龙治
水”转变为协调统一；三是在“稳量盯
质”基础上更加重视建设水生态。

“作为吞吐性湖泊，呼伦湖的水量
多少和生态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
游来水，不能‘就湖论湖’。”呼伦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邹伟东说。

然而，呼伦湖治理之初更侧重治理湖体
本身。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博士
窦华山常年坚守在呼伦湖治理一线，他
说：“当时各部门都是从各自角度出发，
缺少对整个呼伦湖流域影响的考量。”
之后，当地及时调整治理方案，统筹考
虑湿地、沙地、草原和森林在区域生态
系统中的作用及与河湖之间的关系，全
面推进呼伦湖流域综合治理。

为破解“九龙治水”的问题，呼伦贝
尔市将涉及呼伦湖流域管理的多家机构
合并，实现“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

当地还成立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市
委副书记、市长任副组长的呼伦湖生态
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并将任务落实
情 况 纳 入 各 级 党 政 领 导 班 子 年 度 考
核。“领导小组上下联动，进一步推动了
全流域一体化保护治理工作的开展。”
呼伦湖生态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工作人员莫日根说。

呼伦湖的治理目标，也随着科研和
实践的深入不断明晰起来。

窦 华 山 表 示 ，以 前 追 求 提 升 水 质
指标，但后来发现呼伦湖水质污染成因
复杂，水质好坏也并不能完全反映环境
质量的高低，比如水质虽差不适宜人类
饮用，但依 然 能 满 足 各 种 水 生 物 生 存
需要。

2021 年，生态环境部同意“十四五”
期 间 对 呼 伦 湖 不 再 开 展 水 质 评 价 考
核。呼伦湖也成为国家首个开展水生
态环境评价考核的试点湖泊。窦华山
说：“从关注水质到更侧重水生态，是呼
伦湖转向科学治理的一大表现。”

守好一湖碧水仍需久久为功

眼下，呼伦湖迎来最美的时节，当
地政府部门针对呼伦湖夏季易发的蓝
藻水华现象，正加紧开展应急演练。

十年来，呼伦湖生态保护和治理取
得长足进步，人们对呼伦湖流域生态的
认识由浅入深，对问题成因的分析由表
及里，治理方法也更加科学、精准。

不过，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到夏天，局部湖水“异常”变绿，

伴随着刺鼻的气味，岸边不时冲上来死
鱼。蓝藻水华成了当前呼伦湖治理最
棘手的问题。

“呼伦湖属于藻型湖泊，依靠人为
力量很难完全控制蓝藻水华。因此当
地主要是监测预警，在重点生态区域实
施小范围人工治理。”窦华山说，目前呼
伦湖监测预警能力尚不足，以呼伦湖的
面积来说，现有的自动监测站数量还不
能提供足够的数据采集量。

除此之外，基础研究薄弱、跨国科
研合作不便等问题，愈发凸显。

“长时段的历史监测数据，才能反
映湖泊的演替规律和枯水丰水周期，指
导我们科学开展保护治理工作。”窦华
山说，但目前我国关于呼伦湖的气象和
水文资料只有六七十年跨度，水质也只
有 20 多年的监测数据，历史资料缺失制
约了基础研究。

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下设单位——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
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两层小楼里
几 乎 每 个 房 间 都 摆 满 了 实 验 检 测 仪
器。研究院副院长敖文说：“科研仪器
固然重要，但科研人员才是关键。目前
研究院缺少高层次的科研人员。”

内蒙古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
处长李芳说，呼伦湖的治理成果来之不
易，下一步治理必须依靠深入系统的科
学研究，遵循自然规律，采取稳慎精准
的治理保护手段。

守好一湖碧水，护好绿水青山，仍
需各方久久为功，接续探索方法和路
径，进而实现从保护山河湖泊到促进生
态环境的整体修复。

新华社记者 于长洪 张丽娜 安
路蒙 赵泽辉 王靖

呼伦湖十年之变

从“ 一湖之治”到“ 流域之治”

8月 16日，村民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家乡光华村红薯地里劳作。
2021 年以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家乡通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统耕、鼓励农户自主复耕等方式，积极盘活撂荒地和荒山荒坡，发展红薯、玉米、高粱等粮油作

物种植，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清江是长江的一级支流，自西
向东贯穿湖北省恩施州，以水景秀
美闻名。记者日前从恩施州建始县
景阳镇景江码头登船，沿着清江悠
悠下行，看到两岸农旅产业带活力
迸发，一幅乡村振兴图徐徐展开。

清江景阳镇段又被称为“清江
画谷”。沿江两岸，天公没有吝啬刀
斧笔墨，无数张“山水画”从不同角
度镶嵌在天地间。

不一会儿，灰底板壁岩上浮现
出 一 幅“ 饮 马 清 江 图 ”，黑 色 的 天
然 岩 上 ，大 自 然 的 鬼 斧 神 工 寥 寥
数 笔 就 将“ 饮 水 的 骏 马 ”勾 勒 出
来 ，“ 马 首 ”还 巧 妙 地 探 入 清 江 中 ，
让人赞叹。

据 同 行 的 景 阳 镇 干 部 朱 虹 介
绍，夜游清江项目预计明年建成，将
集灯光秀、情景剧表演于一体，让秀
美清江入眼更入心。

大 树 垭 村 与“ 饮 马 清 江 图 ”相
邻。只见江水在高山脚下冲击出一
片滩涂，上面分布着成片的果园和
大棚。朱虹告诉记者，大树垭村建
设的柑橘示范带，共种植玉皇柚、椪
柑等特色产业 1450 亩，每年可实现
果类收入超千万元。

2021 年新建的一条旅游公路从
景江码头往外延伸，串联起江边的
主 要 旅 游 景 点 。 岸 边 的 夷 水 公 园
中，自行车彩虹道横穿而过。朱虹

说，未 来 这 里 是 全 长 17 公 里 的 连
片 旅 游 区 ，将 有 许 多 体 育 赛 事 在
此 举 行 ，也 有 一 些 户 外 婚 纱 摄 影
基 地 和 民 宿 经 营 者 正 在 和 当 地 协
商投资。

远远望去，不少游客沿路自驾，
即兴停车游玩。在与大树垭村隔江
相 望 的 兴 隆 寺 村 ，村 里 近 年 来 引
进 农 业 科 技 公 司 ，投 资 1350 万 元
建 设 了 1800 亩 蔬 菜 、水 果 等 种 植
基地和 1000 平方米加工厂房，实现
年产值 2260 万元，带动 200 余户农户
就近就业。

游船继续向下游驶去，一只巨
大 的“ 蝴 蝶 ”好 似 从 天 边 飞 了 过
来。靠近一看，“翅膀”竟是两块巨
大 的 岩 石 ，这 就 是 清 江“ 蝴 蝶 岩 ”。
据景阳镇人民政府统计，“蝴蝶岩”
所在的野三峡旅游区建立后，景区
创造了近 3000 个旅游服务岗位，辐
射带动万余群众在文旅相关领域就
业创业。

在江边的水上乐园，旅游公司
开发了“水上飞人”、桨板等运动项
目，吸引许多游客到此游玩。

景阳镇党委书记姚代武告诉记
者，景阳镇 2022 年全年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千
万元，清江沿岸村民年均收入超过
1.7万元。

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 宋立崑

夏秋时节的八月，沈阳南部苏家
屯区八一街道来胜村的千亩稻谷田
里，轻风送来阵阵稻香。稻田旁一位
长得精瘦、说话诙谐幽默的干练老
头，正在和村民们拉着家常。

老 头 58 岁 ，名 叫 宋 庆 良 ，2007
年当选来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外人眼里，宋庆良是远近闻
名的致富带头人，但人们也许想不
到，上任之初的他曾遭到村民们的
普遍质疑。

老宋上任伊始的信任危机，源自
对几十年传统的“背叛”。

20 世纪 50 年代，来胜村水稻风
光一时。但到了 80 年代，规模小、没
品牌的来胜水稻种进了死胡同。村
民于广文清楚记着 2007 年刚嫁来时
的苦日子，“一亩地，费劲巴力忙活一
年才剩 300块钱。”

“得先让大家富起来，扣大棚种
瓜果蔬菜产出高、效益高，能让农业
种植走出传统，乡亲们不用再靠天吃
饭，还能多赚钱。”抱着这种想法，宋
庆良带领村委会一班人多地取经，带
回了“设施农业”四个字。

哪想到，村民的抵触超出预想。
“懒得干，能多赚几个钱？”“老实种地
得了，别弄花里胡哨的！”“紧巴日子
哪来闲钱？”……一时间，各种质疑冲
向老宋。

面对这些质疑，宋庆良选择用行
动来回答。没钱，宋庆良就一趟趟跑
信用社申请贷款；懒得干，宋庆良就
一家家动员，找爱干的先带头；作物
卖不出去，宋庆良主动联系销售企
业。第一笔钱揣到口袋里时，村民们
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

如今的来胜村也从村集体负债
100 多万元的贫困村，变成村集体存
款超过 500 万元的富裕村。3000 亩
大棚年产值 3500 万元；4000 亩高标

准水稻年产 520 万斤；150 亩采摘园
每年吸引游客过万人。曾感叹“没盼
头”的于广文打理着 2 个温棚和 2 个
冷棚，“油麦菜、油菜十几天一茬，一
棚能卖三四万元，一年能赚十几万
元。”

来胜村水好、土好，乡亲们有浓
厚的水稻情结。带领村民富起来的
宋庆良感悟到，农民的看家本领不能
忘，在增收致富的同时，自己的“饭
碗”也要端牢。2013 年他出其不意
地杀了一记“回马枪”：种高标准优质
水稻。

这一次，村民们选择无条件支持
宋庆良。

要 种 好 水 稻 ，来 胜 人 有 三 个
“法宝”：藏粮于技、规模经营、电商
销售。

2013 年，苏家屯区为来胜村派
驻村工作队时，结合产业实际选择了
辽宁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驻点科
技特派员李跃东一头扎进稻田，选择
适宜技术、普及农技知识。10 年间，
李跃东共为来胜村培养科技带头人
35人，技术骨干力量 420人。

稻香引来金凤凰，来胜村引进
了 深 圳 的 一 家 米 业 公 司 搞 起 规 模
经 营 。 为 让 村 里 的 农 产 品 卖 得 更
好，来胜村驻村第一书记关俊龙带
头 接 通 电 商 产 业 链 ，让 稻 米 、棚 菜
及其深加工产品俏销全国。农户、
生 鲜 公 司 、批 发 市 场 的 产 业 组 合 ，
让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送至北京、河
北等地的餐桌。

“做起电商，销路不愁了，还吸引
了 50 多名大学生回村创业。”宋庆良
自豪地说。

新华社记者 于也童 刘艺淳

清江画谷振兴图清江画谷振兴图

来胜村里寻稻香来胜村里寻稻香

生产设备轰鸣声不绝于耳，一辆辆
装卸车载着不同型号的铝合金板材在
不同工序间流转……在广西南南铝加
工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里，各条生产线
正有序作业。“截至 7 月底，公司用电量
累计达 14276 万千瓦时，我们正在抢抓
时间赶订单。”公司生产运营中心经理
胡献说。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逐步回暖，广
西企业项目投产劲头十足，拉动各地用
电量快速增长，释放出经济恢复向好的
积极信号。

广西惠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
要生产电解铜箔等产品。这家企业的
电仪工程师杨俊杰告诉记者，公司自去
年 9 月 起 陆 续 投 产 ，目 前 每 个 月 生 产
1000 多吨铜箔供应市场，“今年仅一季
度用电量就达 2387 万千瓦时，超过了去
年全年的用电量。”

自治区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 上 半 年 ，广 西 累 计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1155.8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其
中，工业用电量 725.77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2.8%。

自治区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处长温
丹丹表示，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的

“风向标”，企业用电数据的增长，折射
出工业生产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不仅是电力数据表现亮眼，近期广
西多个部门公布了上半年“成绩单”，金
融、税务等行业多项经济指标显现较快
增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企业生产忙、
市场活力旺的经济发展良好势头。

各大商圈，人潮涌动；热门餐厅，排
队叫号；特色景区，游人如织……今年
以来，广西各地旅游市场升温趋势明
显，带动服务消费快速恢复。

在桂林，商业街区、田园综合体、主

题乐园等开启“人从众”模式，以酒店住
宿业为代表的服务业迎来强势复苏。
桂林国际会展中心附近的桂林观光酒
店订单火爆，今年上半年该酒店增值税
发票开票金额同比增长 312.44%。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
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
西住宿业、旅游业开票金额同比分别增
长 12.7%、32.5%；广西工业企业开票金
额同比增长 3.6%。新兴产业为经济平
稳增长注入新动力，广西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开票金额同比增长 15.8%。

“税收大数据具有时效性强、覆盖
面广等优势，能及时、客观反映宏观经
济运行态势。开票数据的大幅增长，折
射出广西多个行业加快复苏的势头。”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总经济师
王鸿雁说。

与此同时，从金融机构的数据看，

贷款量呈现上升态势。
“公司的新能源项目在前期设备采

购等方面资金缺口较大。后来我们获
得‘桂惠贷’资金 3000 万元，降低了融资
成本。”广西潮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章冰说，“金融活水”精准及时到
来，为项目建设投产提供了大力支持。

“桂惠贷”是广西针对实体经济和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创新财政金融联
动机制开出的“综合药方”。自治区财
政厅金融处处长黎兆辉介绍，“桂惠贷”
财政贴息为“贷前补贴银行”，即给予银
行贴息，然后由银行直接降低利率向企
业发放优惠贷款，提高了企业获得补贴
的时效，为企业提供了便利。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西社会融
资 规 模 新 增 4581.56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150.06亿元。

“一系列数据折射出企业经营的活
力和信心在不断增强，为广西经济加快
复苏、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黎兆辉说。

新华社记者 雷嘉兴 陈一帆 徐
海涛 农冠斌

企业生产忙 市场活力旺
——广西经济一线观察

在位于洞庭湖平原的湖南省岳阳
市君山区，66 岁的农民李冬阳每隔一
两天就要到田里“看水”。一旦发现水
稻缺水，他就打开抗旱电表上的开关，
启动水泵抽水灌溉。

洞庭湖平原是“鱼米之乡”，8 月份
是农业生产 正 需 用 水 的 时 候 。 往 年
是 丰 水 期 ，今 年 由 于 气 候 干 旱 ，湖 区
水 位 明 显 偏 低 。 抗 旱 保 电 、抽 水 灌
溉，成了地方干部、农户和电力部门的
头等大事。

君山区良心堡镇维新涵闸距离灌
溉水源藕池河只有几十米，却愁于引
水。良心堡镇镇长龚海江说，藕池河的
8 月水位一般有 32 米左右，涵闸可直接
引水，现在水位只有 26 米，必须借助水
泵抽水。

然而原来的变压器容量不够，急
需 改 造 供 电 设 施 。 国 网 岳 阳 市 君 山
区 供 电 公 司 钱 粮 湖 供 电 所 东 方 红

（电 骆 驼）共 产 党 员 服 务 队 立 即 响
应 ，准 备 好 电 杆 、电 缆 、变 压 器 、配 电
柜等物资。

立杆 8 根、架设线缆 580 米、安装配
电柜和大容量电表……13 名电力工人
顶着烈日，在一天时间内为维新涵闸拉
通了“抽水通道”。

藕池河上，两台 75 千瓦的浮泵轰

隆 作 响 ，每 小 时 可 抽 水 3000 立 方 米 。
河水通过管道“哗哗”涌入涵闸、流进良
心堡水库，可灌溉全镇三个自然村的
5000 亩水稻。

“ 灌 溉 到 哪 里 ，供 电 服 务 就 到 哪
里。”钱粮湖供电所所长戴建华说，往
年 这 时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排 涝 、检 修 ，今
年 最 大 的 任 务 是 抗 旱 保 电 。 5 月 以
来，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安装抗旱电表
近 300 块。

钱 粮 湖 供 电 所 采 桑 湖 渔 场 台 区
经 理 蔡 作 明 每 天 骑 着 摩 托 车 走 村 串
户 ，帮 助 农 户 安 装 和 维 护 抗 旱 电 表 。
摩 托 车 上 挂 的 帆 布 包 里 ，装 有 测 电
表 、绝 缘 胶 、电 表 通 讯 模 块 等 常 用 物
品 。“ 农 户 打 来 电 话 ，我 们 就 随 叫 随
到。”蔡作明说。

为确保抽水灌溉的电力供应，国网
岳阳供电公司开启抗旱用电“绿色通
道”，大幅压缩装表送电时间。截至目
前，当地电力部门已累计出动 1.2 万人
次抗旱保电，安装抗旱电表 5819 块，保
障 67个乡镇抗旱用电需求。

随着水泵通电运转，站在田埂上
的 李 冬 阳 望 着 清 水 漫 进 绿 油 油 的 稻
田 。“ 在 我 们 湖 区 ，有 水 有 电 ，心 里 就
有底。”李冬阳说。

新华社记者 白田田

“ 有水有电，心里就有底”
——洞庭湖区抗旱保电一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