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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湖南常宁市洋泉镇村民在晾晒谷子（无人机照片）。
金秋时节，各地村民抢抓晴好天气收获、晾晒农作物。新华社记者 郭宜庚摄

秋收正当时

九曲黄河奔流，在中华大地上勾勒
出一个大大的“几”字。顶端的“几字
弯”片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要素俱
全，是我国北方多个生态功能交汇区。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黄河“几
字弯”区域的生态治理，多次深入内蒙
古、宁夏、陕西等地考察调研，指出“要
大力加强绿色屏障建设”“要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强调“要全力
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4 周年之际，让我
们一起倾听来自黄河“几字弯”一线的
生态治理故事。

染绿一片沙 拦住一沟土

一场秋雨过后，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图古日格嘎查碧
空如洗，草绿树茂。

“我的名字汉语意思是‘宽阔的海
洋’，这是我父母当年因饱受风沙肆
虐，为我取名时寄予的美好希望。”56
岁的牧民乌日根达来指着远处自己亲
手栽下的一片沙柳说，“看到绿色我就
高兴，因为美好的希望已经实现了。”

图古日格嘎查位于我国第七大沙
漠库布其沙漠的腹地。“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沙漠不断侵袭牧场，贫
穷与落后曾困扰着当地牧民。

乌日根达来还是个精壮小伙时，
在妻子支持下，卖掉家里的山羊换回 2
万元，正式开始植树治沙。

最初种下的 6000 多株小树苗，很
快就被连日的沙尘暴吞没。乌日根达
来吸取教训，探索先设置沙障，固定流
沙，再栽树苗。经过近半年的埋头苦
干，3000 多亩黄沙终于被沙障固住，重
新栽种的一棵棵树苗渐渐发芽。

“当时我就想着，只要能干动，就
要坚持把树种下去，为沙漠增添更多
绿色。”他说。

过去 30多年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乌日根达来带领周边牧民，以超乎
想象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持续不懈
与沙漠抗争，将树木成活率从 30%提升
到90%以上，10万亩沙地变成绿洲。

他还和杭锦旗的治沙英雄们采取
“北缘锁边、南部围堵、西部封禁、中部
切割”的治理措施，累计治理沙漠达
840多万亩。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打响后，乌日
根达来觉得更有事做了。“总书记强调
要‘加快沙化土地治理’，我们要继续造
林种草，系统治理流沙，阻止库布其沙
漠扩张，减少对黄河的输沙量。”他说。

黄河“几字弯”流经几大沙漠，又
穿过黄土高原，是黄河中下游泥沙的

主要来源地。阻沙入黄，还需加强黄
河岸线流沙控制。

“泥不下山、填饱肚子”，曾是陕西
省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人的愿望。
为求生存，高西沟人上山植绿固土、整
修农田、治坡打坝。

今年 68 岁的村民高治周记得，自
己十几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总是
饿肚子，“大人们说，只要山上有树了，
就有口粮了。我就恨不得一天把树栽
满，让我能吃饱肚子”。

数年寒来暑往，如今高西沟处处
是美景：蓝天白云下，梯田层层环绕，
油松郁郁葱葱，梨园硕果累累。全村
荒山治理程度达 78%，林草覆盖率为
70%，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

饥饿的记忆远去，高西沟人仍坚持
给黄土“披绿”，每年新发展的党员至少
要种 100 棵树苗。高西沟村党支部书
记姜良彪说：“借助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我们将继续巩固几十年生态治理的
成果，让山更绿，让母亲河水更清。”

用好一株草 守好一亩田

“我们这片盐碱地，玉米都长不到
1 米高，这草居然能长到 3 米，而且浑
身都是宝。”看着地里一片高大茂密、
茎粗叶长的巨菌草，宝丰村党支部书
记刘毅直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

即将成熟的巨菌草，如今可是宝
丰村村民的“宝贝”。

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宝丰村位于
宁夏引黄灌区北部，因蒸发强烈，盐分
聚积地表，耕地一半是盐碱地。

“种啥都长不好，种点儿玉米有时
都光长秸秆不结苞谷。”刘毅说，以前
地里没奔头，许多村民靠养殖、打工另
谋出路。

三年前，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专家带着原本适宜南方生长的巨
菌草，在石嘴山盐碱地试验种植，当年
就喜获成功。

“ 巨 菌 草 蛋 白 含 量 高 ，是 菌 菇 栽
培、牛羊饲养的好原料，而且耐盐碱、
根系发达、出草量大、‘吃盐’能力很
强。种植一百多天后，土地含盐量下
降了约 70%。”研究中心高级农艺师周
兴德欣喜地说。

但村民从来没听过巨菌草，怎么
鼓励大家种？

刘毅给村民们算了笔账，一亩巨
菌草能收益 3000 元，是原来种玉米的
2 倍到 3 倍，撂荒的土地可以被盘活，
村民种植巨菌草的积极性大涨。

2021 年，石嘴山市发展起菌菇生
产、饲料加工、牛羊养殖全产业链，带
动包括宝丰村在内的几个村共种植巨

菌草 6000 亩。
如今，菌草已成为沿黄省区生态治

理的“先锋军”。针对菌草在北方越冬
困难等问题，我国将积极探索通过基因
编辑、基因重组等高科技手段，培育适
应荒漠化生态修复治理的菌草品种。

紧邻宁夏平原的河套平原上，“塞
上粮仓”守卫战也在进行中。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乌兰
图克镇东兴村，村民们正将刚收割完的
玉米切碎做成饲料。广袤农田边一排
排防护林傲然挺立，如同“绿色卫士”。

“有了防护林，再也不用为庄稼担
惊受怕了。”回忆起多年前庄稼苗刚长
出一拃高就被沙尘暴掩埋的情景，57
岁的村民吕海军感慨地说。

距离东兴村 15 公里外，是成立于
1960 年的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近年
来，林场实现了从人工种植到机械造
林的跨越，并运用北斗卫星导航等现
代科技造林，完成沙地锁边治理后，还
扩大了防护林区域。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林场累计造林
3.9 万亩，森林覆盖率已达 65%，为周边
耕地、村庄筑起一道坚实的“绿墙”。

作为我国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
如今巴彦淖尔市已构建起乔灌草相结
合、农林牧一体化的综合防护林体系，
有效保障河套灌区 1100 多万亩耕地稳
产高产，促进广大农户增产增收。

乌兰图克镇党委书记樊海宽说：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打响后，我们全
面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配置高
质量农田防护林网，持续发挥防护林
稳定的生态效益。”

修复一方原 呵护一泓湖

不久前，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巴音
查干嘎查全体牧民做出一个决定：未
来 5 年内，将梭梭林面积扩大到 10 万
亩，走梭梭接种苁蓉为主、圈养牲畜为
辅的路子。

这个决定对于世世代代以放牧为
生的牧民来说并不容易。

巴音查干嘎查地处黄河“几字弯”
荒漠半荒漠化草原区，生态脆弱。要
从根本上扭转草原退化，必须摆脱传
统的放牧经营模式。

2021 年，乌拉特后旗在部分牧区
实施人工种植梭梭接种肉苁蓉项目，
这样不仅能防风固沙，还能增收。

但一开始巴音查干嘎查的部分牧
民并不买账，“草原封禁保护影响放
牧，加上大家没种过梭梭，不知道结果
会咋样。”嘎查党支部书记宝玉说。

为打消牧民疑虑，宝玉与嘎查党
支部成员率先在天然梭梭林接种 7000

亩肉苁蓉，又在集体草场栽植 1.1 万亩
梭梭。

两年后，眼看着草场返青，梭梭林
成活，肉苁蓉长势喜人，牧民心动了。

“肉苁蓉明年就能收获，纯收入能
有 840 万元，35%拿来扩大种植面积，
剩下的 65%分红给大家。”宝玉一抓住
机会就给牧民算账。

现在，生态致富已成为牧民的共
识。“草原是我们生存的根本，需要大
家共同守护。种好梭梭林，就能治沙、
致富两不误。”牧民乌仁查胡说。

近日，内蒙古启动黄河“几字弯”
生态治理攻坚战。内蒙古林草局副局
长陈永泉说：“总书记强调要‘保护修
复河套平原河湖湿地和天然草原’。
我们将聚焦天然草原退化、过度放牧
问题，采取围栏封育、草原改良等措施
推进退化、沙化草原综合治理，不断提
升草原生态质量和稳定性。”

草原受损的“皮肤”得到舒缓，被
誉为“黄河之肾”的湿地湖泊也正在加
速修复。

候鸟又要南飞了。宁夏银川市观
鸟爱好者李志军凌晨 4 点半起床，驱
车来到郊区一处湿地，旁观“候鸟大
学”教学现场：成群的苍鹭、白鹭育成
鸟在成鸟带领下，练习捕食、躲避等技
能，为长途迁徙做最后的准备。

“这些都是小场面，鸟类中的大明
星——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
更有看头！”李志军兴奋地说。

银川市湖泊湿地星罗棋布，被誉
为“ 塞 上 湖 城 ”，是 中 国 西 部 以 及 东
亚－澳大利西亚鸟类重要的迁徙线路
和栖息繁殖地。

但过去因为围湖造田、城市扩张
等，湖泊群日渐萎缩。

李志军从事鸟类观测近 20 年，过
去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都 难 见 小 天 鹅 的 踪
影。近两年，他突然发现银川市的小
天鹅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前年一次性
见到了 300多只，鸟友圈都轰动了”。

小天鹅对栖息地要求很高，既需要
宽阔水面安全过冬，又需要大范围浅滩
沼泽取食。“它们成群出现，意味着湿地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李志军说。

近年来，随着一批湿地保护与恢
复工程项目的实施，银川市湖泊湿地
万 顷 碧 波 再 现 ，湿 地 保 护 率 达 到
65.9%，越来越多珍稀鸟类将这里作为
迁徙“驿站”。

河水清清，两岸“青青”，一幅人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美 丽 画 卷 正 在 黄 河

“几字弯”徐徐展开。
新华社记者 刘紫凌 马丽娟 李

云平 姜辰蓉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此“青”几许
—黄河“几字弯”生态治理一线故事

近距离观看月壤、嫦娥五号返
回器实物，体验火箭发射、月地驾驶
和空间站生活，了解数字技术如何
为兵马俑做“体检”……9 月 17 日至
23 日，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
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 2023 年全
国 科 普 日 活 动 在 全 国 各 地 集 中 开
展，为社会公众送上丰富多彩的科
普大餐。

墙面斑驳的老厂房，钢筋铁骨
的炼钢炉……走进全国科普日主场
活动举办地北京首钢园，工业气息
与科技元素交织融合，碰撞出科幻
感 与 未 来 感 。 包 括 高 校 院 所 、学

（协）会 、科 技 企 业 在 内 的 全 国 100
多家单位带来了 360 个展项及互动
活动。

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人造太
阳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到“京
华号”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奋斗
者”号载人潜水器等国之重器，行走
在展馆中，科技发展的蓬勃气象扑面
而来，向公众传递着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创新自信。

还 原 真 实 驾 驶 舱 环 境 和 操 作
流 程 ，C919 仿 真 机 吸 引 观 众 排 队
体 验 、拍 照 打 卡 ；坐 进“ 太 空 舱 ”模
拟 太 空 旅 行 ，体 验 航 天 电 磁 推 进
技 术 的 未 来 应 用 ；戴 上 VR 眼 镜 ，
感 受 海 洋 油 气 核 心 装 备 的 构 成 和
安 装 …… 依 托 新 技 术 、新 手 段 加
持 的 互 动 科 普 展 品 ，让 广 大 公 众
在 沉 浸 式 体 验 中 深 度 感 知 前 沿 科
技 的 力 量 。

科技创新不仅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也在助推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百姓美好生活。

四川布拖县的马铃薯、福建平
和县的蜜柚、江西奉新县的猕猴桃
……乡村振兴展区，来自各个科技
小院的农产品一字排开。这些都是
在科技小院师生技术帮扶下种出的

“幸福果”。
“通过科技小院，一大批农业专

业的教师和研究生深入农业生产一
线解民生、治学问，帮助农民用先进
的技术种出更好的粮食。”中国农村
专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华介绍，
中国农技协已在全国建立了 857 个
科 技 小 院 ，覆 盖 80 余 所 涉 农 院 校 ，
3000 余名师生长期扎根乡村一线开
展科技服务。

健康中国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题
中应有之义。在“智享健康”展区，上
百只不同种类的蚊子标本吸引了人
们围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
生物首席专家刘起勇就势为他们讲

解起常见病媒生物危害及防控知识。
“在病媒生物中，蚊虫是最大的

类群，可以传播大量疾病，严重威胁
人类健康。生活中可以通过及时清
理垃圾、清除积水等方式预防蚊虫孳
生。”刘起勇说，通过控制病媒生物、
疫苗接种等手段，病媒生物传染病防
控已经取得了很好效果。养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效预防相关传染
病的发生和传播。

三维激光扫描等数字化检测和
分析技术助力兵马俑修复保护，VR

“中医针灸铜人”用现代科技手段展
现中医针灸的科学原理，人工智能技
术辅助乐器学习、个性化运动健身
……主场活动中，科技融入百行千业
的应用场景，描绘出一幅幅未来生活
的图景。

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
娃娃抓起。今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
动专门打造了“科学教育做加法”板
块，为青少年、科技教师搭建科学教
育实践交流的平台。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带
来了他们研发制作的舞蹈纸壳机器
人。这些身着校服的瓦楞纸机器人
一边喊出“少年强则国强”，一边做着
律动。

“学校开展了很多科学课程和活
动，鼓励我们在动手实践中掌握科学
知识。我选修了机器人课程，和同学
们用半个学期时间编出了这套程序，
希望鼓励更多青少年勇于探索、实践
创新。”北大附中高二学生朱同学告
诉记者，自己未来想从事半导体行
业，为“中国芯”贡献力量。

中国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 全 国 科 普 日 活 动 将 多 方 位 展 示
新 时 代 以 来 科 技 创 新 和 科 学 普 及
取得的丰硕成果，多角度展现科普
融 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生 动 实
践，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生动
有趣的科学文化体验，助力全民科
学素质提升、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自 2004 年起，全国科普日活动
已连续举办 20 年，累计举办活动 40
余 万 场 次 。 2023 年 全 国 科 普 日 活
动 由 中 国 科 协 、中 央 宣 传 部 、中 央
网 信 办 、教 育 部 、科 技 部 等 21 部 门
共同组织开展。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谢晗

国家统计局 9 月 18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2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 3 万亿元，达到
30782.9 亿元，迈上新台阶；比上年增长
10.1%，延续较快增长势头。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
龙表示，按不变价计算，2022 年，我国
R＆D 经费比上年增长 7.7%，高于“十
四五”发展规划“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年均增长 7%以上”的目标。我国 R＆
D 经费从 1 万亿元提高到 2 万亿元用时
8 年，从 2 万亿元提高到 3 万亿元仅用

时 4 年，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以创新
为第一动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成效。

从投入强度看，2022 年我国 R＆D
经 费 投 入 强 度（R＆ D 经 费 与 GDP 之
比）为 2.54%，比 上 年 提 高 0.11 个 百 分
点，提升幅度为近 10 年来第二高。R＆
D 经费投入强度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
13位。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主体地位进一
步巩固，重点领域投入持续扩大。2022
年，企业对 R＆D 经费增长的贡献达到

84%，比上年提升 4.6 个百分点，是拉动
R＆D 经费增长的主要力量；占全国 R
＆D 经费的比重为 77.6%，比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

基 础 研 究 投 入 取 得 新 突 破 ，占 比
延续上升势头。2022 年，基础研究经
费 增 速 比 R ＆ D 经 费 快 1.3 个 百 分
点 ，继 续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总 量 首 次 突
破 2000 亿 元 ，规 模 位 列 世 界 第 二 位 ；
占 R ＆ D 经 费 比 重 达 到 6.57% ，延 续
上升势头。

张启龙表示，总的来看，2022 年我

国 R＆D 经费总量和基础研究投入双
双迈上新台阶。下阶段，一方面要进
一 步 完 善 R ＆ D 经 费 多 元 化 投 入 机
制，加大财政经费支持力度，拓展研发
支出税费减免等其他方面政策成效，
完善直接融资、引导基金等金融支持
体 系 ，鼓 励 地 方 持 续 加 大 R ＆ D 投
入。另一方面，要聚焦对关键技术和
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持续加大基础
研究和成果转化投入，着力提高资金
利用效能。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张树志

感知前沿科技 共享美好生活
——探访2023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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