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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成 静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5000多

年的华夏文明。然而，正如诗中所说，“万

里沙”的黄河也是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

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加之

过去的粗放式发展，给黄河带来了生态破

坏、污染等问题，“母亲河”饱尝病痛。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南郑州主持召开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如今，4年过去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1+N+X”

规划政策体系加快构建。印发了实施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水安全保障等专项规

划，制定出台了黄河流域湿地保护修复等

政策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于2023年4月1日起施行。这是实现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的法

治保障，框定了黄河保护、治理、发展的行

为准则，确保黄河治理有法可依。

如今，沿黄河9省区省级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均已印发实施，

各省区同心同德，用心呵护“母亲河”，令她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24年不断流——水资源节约
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黄河，跨越9省区，水资源分布并不均

衡。曾经，断流是黄河千疮百孔的记忆，干

旱是许多流域地区不堪回首的过往。

2011年，我国全面启动了跨省江河流

域水量分配工作。对跨省江河进行水量分

配，就是让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可用水量，

来统筹如何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通过界

定每个省份的用水额度等措施，黄河断流

的问题逐步解决。黄河流域还实行强制性

用水定额管理制度，坚持“以水定城、以水

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推进用水总量

和强度双控。如今，黄河已经实现了连续

24年不断流。

甘肃省酒泉市，因酒得名，却严重缺

水。这里年均降水量只有40~176毫米，蒸

发量却高达2100~3100毫米，属极端干旱

地区。近年来，酒泉市以“深度节水、极限

节水”为要求，全领域全行业全过程推进节

水，特别是在高效节水特色农业方面做文

章，水生态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总寨镇西店村

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示范基地，记者看到，

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农田里却是一片绿意

盎然。总寨镇党委书记刘丽梅告诉记者，

总寨镇采用“信息化+水肥一体化+平台

整治”，对当地的农业灌溉方式进行改造升

级。目前，总寨镇在7个村共建设高标准

农田4.6万亩，采取管灌、喷灌、滴灌、水肥

一体化等高效节水技术，实现了“旱涝保丰

收”的良好局面。“我们的24小时智能灌溉

系统可以实现节水40%，亩均农药用量减

少20%，亩均节肥30%。”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新安镇树林子村2.2万亩高标准农田项

目建设区，黄河水澄清滴灌水肥一体化项

目格外引人注目。“该技术可以过滤黄河水

中较大的沙粒，亩均节约用水量40%以上，

化肥成本仅需187元，真正达到农民增收

致富、企业降本增效、面源污染防治和农业

深度节水等多重功效。”内蒙古禾兴农牧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白恩泽介绍说。

节约保护水资源，沿黄各地都在行动。

宁夏今年出台了《“四水四定”实施方

案》，明确取水和耗水总量、万元GDP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22个主要指

标，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黄河水。

今年6月，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海省

水利厅联合印发《黄河青海流域水资源保

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全面实施黄河

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发挥水行政

执法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和检察公益诉

讼的监督、支持和法治保障作用。

8月10日，黄河流域水权交易平台正式

上线试运行，对实现以节水、增效为目标的

水资源优化配置，提高黄河流域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效率，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随着对水资源的保护、节约利用和合

理分配，黄河两岸，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正

徐徐铺展。

“塞外明珠”重现光彩——
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夏日的乌梁素海，天蓝水清、百鸟竞

舞、苇荡摇曳，可谁知，这番美景的背后又

曾经历了几多波折。

位于黄河“几字弯”顶部的乌梁素海，

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凌防汛

等重要功能，是我国北方多个生态功能交

汇区，是控制京津风沙源的天然生态屏障，

被称为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然

而，随着河套灌区的开发，农田退水、城市

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沿山洪水等排入，湖

区水体一度污染严重，富营养化、盐渍化和

沼泽化问题突出，进而威胁黄河水环境，生

态治理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不断

加大对乌梁素海投入力度，打通补退水通

道，累计投资35260万元，实施了一批补退

水通道工程建设和湖坝堤防工程建设。近

年来，水利部门对乌梁素海实施分凌生态

补水。近3年来，年均补水约6亿立方米，

2020年补水6.25亿立方米，2021年补水

5.98亿立方米，2022年补水6亿立方米，超

额完成年度补水任务。

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还大力推进

河套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

建设助力乌梁素海健康发展。河套大型灌

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投资18.4亿

元，规划“十四五”期间改造灌溉面积298.9

万亩。

如今，乌梁素海这颗祖国北疆的“塞外

明珠”正在重新绽放璀璨的光彩。

这只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

一个缩影。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境

内，两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河流在此相

汇。清的是黄河永靖段，黄的是黄河上游

第二大支流洮河。两河交汇，一清一浊，被

人们形象地称为“鸳鸯锅”。

据当地水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随着黄河干流永靖段不断加大对流

域生态的保护力度，上游地区植被覆盖率

逐年增加，水土流失情况不断缓解，排入黄

河的流沙逐渐减少。加之黄河刘家峡水电

站建成，对黄河中的少量泥沙起到了沉淀

作用，因此该段黄河水日渐清澈，才形成了

“鸳鸯锅”的胜景。

甘肃省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

区、补给区。黄河甘肃段长913公里，占黄

河干流总长度的16.7%。近年来，通过各

种举措的实施，黄河流域甘肃境内41个国

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2.68%，黄河干

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7年达到Ⅱ类。

安装“最强大脑”——洪涝
灾害应对能力显著增强

实施调水调沙，是破解黄河下游泥沙淤

积和洪水风险相伴难题的一个关键举措。

良法善治 母亲河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写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四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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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毯子铺毯子”“”“盖被子盖被子””
由于过去开采石料等原因，草原上留下了一片片裸露的

基岩，植被恢复难度非常大，严重影响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在

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达扎寺镇多玛村废弃矿山治理点内，

通过利用椰丝毯为草原复绿提供新方法。椰丝毯是将椰壳

纤维加工制成的毯状材料。不仅能有效缓解溅蚀，抑制水土

流失，还可生物降解成为有机肥。

左图：在多玛村废弃矿山治理点，工人在边坡上铺椰丝毯。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上图：椰丝毯下长出的小草。

新华社记者 王 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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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产业链
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程晖报道 由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央企业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

行动日前正式启动，旨在探索建立以中央企业为牵引，专

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中小企业为支

撑的大中小企业有序竞合、融通发展的新格局。

记者从中央企业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启动会上

了解到，共链行动将聚焦中央企业的产业链间协作、中央

企业与优质中小企业之间的融通发展两大重点，建立常

态化工作协同机制，搭建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交流

平台，在采购订单、协作配套、创新合作、资源共享、产融

合作、产业赋能等方面形成一批具有引领性的示范合作

项目，挖掘一批大中小企业“链式”合作的典型做法，总结

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共链行动将每年选择一批重点产业链组织开展专

题对接活动。今年内，行动将依托中央企业开展10场左

右重点产业链融通发展专题活动，产业链方向涉及移动

信息、高端装备、先进化工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普惠工程实施方案印发

本报讯 记者刘政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旨在通过建设覆盖更广、效能更高、服务更好、体验

更优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政策更加普惠公平、

服务更加普惠可及、数据更加普惠开放。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司司长王培章介绍，《实施

方案》明确了五方面重点工作内容——推进服务主体更

加多元，推进服务供给更加均等，推进服务领域更加多

样，推进数字化支撑更加扎实，推进服务人才更加专业。

《实施方案》紧密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聚焦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发展需求，提出强化对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新领域新业态、区域重点产业、乡村振兴和西

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支撑。同时，也注重为广大中小微企

业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另外，《实施方案》提出要积极推动更多知识产权领

域依申请办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入驻地

方政务服务中心，提供知识产权业务的受理、缴费、查询、

检索、咨询等服务。

2023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
揭榜挂帅聚焦四个重点方向
本报讯 记者付朝欢报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

知，组织开展2023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

面向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4个

重点方向，聚焦核心基础、重点产品、公共支撑、示范应用

等创新任务，发掘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备较强

创新能力的优势单位，突破一批标志性技术产品，加速新

技术、新产品落地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揭榜挂帅主

要面向未来制造、未来信息2个前沿领域，聚焦元宇宙、人

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4个重点方向，系统布

局52项具体任务，科学引导先行先试，按照谋划一批、部

署一批、落地一批的节奏，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这位负责人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本次揭榜

挂帅任务的科学合理评估，及时发布未来产业创新任务

揭榜挂帅（第一批）入围揭榜单位，引导地方出台一系

列配套激励政策，同时建立健全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

榜挂帅分批次、分领域协同推进机制，同步研究加快布

局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揭榜挂帅的相关工作，引导地方

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推动特色领域先行先试、

率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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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9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强9月17日上午在广西南宁出席第二十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

峰会开幕式并致辞。柬埔寨首相洪玛奈、

老挝总理宋赛、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越南

总理范明政、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

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普坦、东盟秘书长

高金洪，以及中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工商

界代表等约1200人出席。

李强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创办

20年来见证了双方关系的不断发展。我们

坚持团结自强、合作共赢、胸怀天下，中国

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成功和

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生动例证。

李强强调，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良好局

面来之不易，凝结着各方的共同努力，当中

有其本质的内核和贯穿始终的主线，这就

是习近平主席精辟概括的“亲、诚、惠、容”

四个字。这四个字既是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的基本取向，也是睦邻友好的相处之道，更

是我们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法宝。我们要

在践行这四个字上下更大功夫，努力营造有

利于发展繁荣、和平安宁的良好环境，使各

国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造福地区人民。

一是更好地践行“亲”字，进一步深化

感情交融。中方愿同东盟扩大文化、旅游、

培训、青年等领域合作，不断增进人民相知

相亲。二是更好地践行“诚”字，进一步夯

实信任根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重

信守诺开展各领域合作。中国将坚持对外

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打造让各国投资者

安心放心舒心的良好营商环境。三是更好

地践行“惠”字，进一步拉紧利益纽带。中方

愿扩大进口东盟国家优势特色产品，不断

提升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构建更加稳定、畅

通、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更好地践行“容”字，进一步扩展开放

胸襟。中方坚定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

合作架构，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

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对接，持续推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

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在致辞中表示，

东盟国家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亲诚

惠容理念，以及中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繁

荣作出的重要贡献，愿和中方加强合作，进

一步开放市场，加强互联互通和相互依存，

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增强供应链韧

性，反对保护主义和贸易投资政治化，携手

应对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随后，李强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

共同启幕。

开幕式后，李强到中国—东盟博览会

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吴政隆、高云龙出席相关活动。

李强出席第二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