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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花米草整个项目设计的治理

时间是4年，两年治理，两年维护。我

们从2022年9月开始，目前已完成全

面刈割和10遍翻耕，正在进行持续治

理和维护。我们坚信，再连续三年治

理就能清除互花米草。当然，治理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清除完成之后还需

要长期的监测，随时发现，随时处理。”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委会科研中心主任周立城说。

据周立城介绍，如今，东营境内互

花米草治理区清除比例超过99%。注

重综合治理系统修复，东营在治理互

花米草的同时修复了1000公顷盐地

碱蓬、50公顷海草床，底栖生物种类

增加近30%。

随着湿地生态系统功能持续提

升，保护区成为越来越多动植物的乐

园。2022~2023年度，丹顶鹤越冬数

量超过300余只，成为全球丹顶鹤重

要越冬地。黄河三角洲正在为全国互

花米草治理开出一张“战草”良方。

目前，在黄河三角洲北部，形成以

黄河干流、刁口河、神仙沟为线，孤岛

刺槐林、自然保护区湿地为面的治理

格局，项目实施全力打造区域系统治

理生态样板，能有效推进全市水、林、

田、湖、草、湿地、滩涂、海岸线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河—陆—滩—

海”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沿黄地区提

供了生态安全屏障，有效提升区域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黄河两岸经济林发

展迅速，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规模。

形成了以苹果、梨、桃、葡萄为主，集休

闲观光、采摘、旅游、农超对接、认领等

为一体的经营模式。

三重：构筑和优化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双重”工程的核心就是重要生态

系统和重大工程这两个“重”字。三年

多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自然资源

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围绕各个重点

区域、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部署实施

重大工程和重点任务，不追求全域覆

盖，也不搞面面俱到，将重大工程的着

力点集中到构筑和优化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的体系上来。

“大火无情，耽误不得。”这是记者

在大兴安岭林区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一

句话。

大兴安岭是我国最北生态安全防

护屏障。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漠河林场考察时指

出，“要坚持造林与护林并重，做到未

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决不能让几十

年、几百年、上千年之功毁于一旦。”

森林防灭火是大兴安岭造林护林

的重中之重。

记者穿行在大兴安岭的管护区

内，每到重要路口都要接受防火检

查。一个个管护站和瞭望塔，织成了

非常严密的防护网。

阿木尔林业局有26座防火瞭望

塔，守护着祖国最北端的森林。刘兴

波就是最北端防火瞭望塔的守塔人。

“我们主要通过高倍望远镜四处

瞭望，查看有没有出现火点。一遇上

火情，马上通过电台向局防火办汇

报。”刘兴波告诉记者，这座防火瞭望

塔高42米。大兴安岭每年防火期从3

月开始，一直到11月初大雪封山时才

下山。他一般早上天亮上塔，天黑下

塔。塔上生活枯燥而紧急，平时感觉

孤独的时候就吹吹萨克斯，减减压。

统计显示，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覆盖

率已达85.3%。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

因素影响，当地火险形势更加严峻，但

受害森林面积不断下降，原因是什么？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李会平

说：“这得益于森林防灭火预警立体监

测体系发现早、处置快，更离不开一代

代林区人默默坚守，奉献青春与智慧。”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以来，

大兴安岭大力推进人工造林及后备资

源培育，不断加大苗木培育创新力度，

引进推广育苗新技术，做好林业有害

生物监测调查。

李会平表示，下一步，将突出“抚

育、管护”两大重点，生态创优、绿色发

展，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做优资源存量，提高生态

增量，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

发展，努力打造国有林区生态修复示

范基地。

四重：创新引领 制度先行

《“双重”规划》是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改革举措，并不

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规划。在重大工程

的组织和实施过程中，始终将改革和

创新作为一条主线。

在重大工程的组织上，国家发展

改革委着力夯实制度基础，不断健全

重大工程建设管理体系。将原防护林

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等以

条线为主设置的中央预算内投资专

项，统筹整合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

修复、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等两

个专项，探索以区块为主、条块结合，

以治理区域为基本单元，谋划重大工

程，在专项设置上率先践行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在有关建设任务上，既部署了面

上的保护政策，又突出了重点关键环

节的修复和治理，还包括科技支撑、资

源保护等生态保护支撑体系。

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适当提

高了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草原围

栏、人工种草、草原改良等建设内容的

中央投资补助标准，并以各地建设成

本、财力情况为依据，出台了差异化补

助政策。

有关地区也结合本地实际，围绕

项目储备、项目组织、“国土三调”成果

应用、国土空间规划衔接、造林种草任

务统筹安排、项目落地上图等，也出台

或完善了一系列管理制度。

河北研究确定了重大工程项目编

报、审批、入库审核、计划申报等一系

列管理流程，指导各地按照统一的标

准和规范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内蒙古印发《关于生态保护和修

复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审批权限

的通知》，明确有关项目的审批权限，

厘清了项目申报和审批流程。

这些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为科

学系统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

生态保护修复的公益性很强，目

前在生态保护修复中因为盈利能力比

较低，项目的风险比较大，加之缺少一

些必要的激励机制，社会资本来投入

生态保护修复的意愿不强，比例也不

是太高，仍然还是以政府财政投入为

主，投资的渠道相对单一，总量有限。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发展改

革委农经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政府

投入的同时，一定要通过释放政策红

利，为社会资本、社会力量投入生态保

护增加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积

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有

效路径。

2021年 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

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就社会资本参与

生态保护修复的主要机制、重点领域、

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作了系统部署，

进一步促进社会资本参与生态建设，

加快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

江西、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省

份也积极推进社会资本参与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探索矿山修复

和耕地保护与土地指标交易、产业发

展、休闲旅游等相结合的“生态修

复+”模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从而激活乡村“沉睡”资源，为乡村振

兴注入活力。

在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猫洞乡和

谐村，一个个圆形钢筋混凝土半埋式

蓄水池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普定县林

业局局长李光梅告诉记者，蓄水池的

功能是集蓄地表径流，减少洪水造成

的水土流失，充分合理利用自然降雨，

就近供种植基地浇灌需要，减轻水土

流失。蓄水池投资少、占地少、扰动地

表少，就像喀斯特石漠化山区的一个

个小水缸，促进了石漠化区域农业产

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林业产业的发

展壮大，让“石头上开出了生态花，岩

山上结起了富裕果”。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必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牢记“国之大者”，扎实推动项目落

地见效，厚植绿色底色，让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从山顶到海洋 构建生态保护治理大格局

聚焦科技成果产业化这一

关键环节，广东省发展改革系统

将把中试平台体系建设作为重

要抓手，在集成电路、新型储能、

生物制造等领域布局建设一批

中试验证平台，为企业提供小批

量试生产、材料装备验证、生产

工艺验证等公共服务。

北京市立足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提升产业能级、完善创新生

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新增一批释放创新发

展动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水平的重大项目。

湖北省此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年，湖北省实施亿元以

上项目1.5万个，其中百亿元项目

136个，创历史新高。湖北省今

年将以项目助推医药、汽车、化工

等传统重点产业加快“延链补链

强链”。其中，总投资140亿元的

宜昌邦普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

园、总投资130亿元的宜昌纬景

新型储能电池项目、总投资80亿

元的中创新航武汉项目三期、总

投资55亿元的阿里巴巴华中总

部项目等，将助推三大都市圈

“芯”“光”、新能源、动力电池等新

兴产业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浙江省表示，要千方百计加

强谋划招引培育，积极对接国家

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生产

力布局，聚焦“415X”先进制造业

集群培育等重点领域，深入谋划

一批战略性、支撑性、引领性的

重大项目，重点招引能级高、牵

引强、档次高的重大项目和重大

外资项目。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2024年，陕西省将着

力在优势巩固与新质培育并进、

数字赋能与绿色转型同推、载体

打造与基础升级齐抓、链长统筹

与链主带动共促上下功夫，扎实

推进重点产业链群“百亿提升、

千亿跨越、万亿壮大”，推动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

稳住投资基本盘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

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

要抓手，抓住重大项目也就稳住

了投资基本盘，也为稳增长打下

基础。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

示，2024年1月份，全国工程机

械总体开工率47.81%，高于2023

年 1 月的开工率（40.61%），为

2024年经济“开门红”奠定基础。

浙江省表示，要牢牢牵住重

大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强化

“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以

重大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优

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2024年，北京市将持续发挥

“3个100”市重点工程品牌效应

和示范引领作用，集中推进100个

重大科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项

目、100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

100个重大民生改善项目，以重

大项目带动扩大有效投资，推动

北京市“十四五”规划各项任务

落实落地。

安徽省发布了《安徽省有效

投资专项行动方案（2024）》，聚焦

重点领域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专项

行动，力争2024年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7%左右。专项行动将

突出重点领域，实施科技强省、制

造强省、农业强省等12个投资专

项行动，稳住投资基本盘。

2022年一季度以来，云南省

连续按季度组织召开重大产业

项目调度推进会，共推动6156个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开工，3183个

项目建成投产，项目年产值超过

3000亿元、年税收达144亿元、

提供超过18万个就业岗位，对推

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扩大有效

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期，部分地方明确了2024

年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目

标。其中，海南、山西目标增速

为10%左右，河南、安徽目标增

速为7%左右，河北、浙江、甘肃

目标增速为6%左右，湖南目标

增速为5%。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温彬预计，2024年固定资产投

资将同比增长约5%。中信证券

分析，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

显著抬升至5.6%左右，成为经济

增长的重要支撑。

抓项目开新局，促投资稳增

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要充分发挥投资主管部

门作用，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和

有效性，同时更好统筹消费和投

资，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

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

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要加力提

效用好政府投资，更大力度激发

民间投资，强化项目谋划储备，

分级分领域持续储备一批既利

当前，又利长远的高质量项目，

加强项目用地、用海、环评等要

素保障，推动重点项目尽早形成

实物工作量。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唱上个正月正，秧歌闹了个红。

黄尘踢在半空中，我们就是横山人。”一

群身穿白衣白裤头缠白巾的小伙子，在

一身黑色中山装领队舞动的红色指挥

旗下，打起红色腰鼓，扭得朝气蓬勃、热

火朝天，唱得豪气奔放、热烈足劲。正

月初五，榆林市横山区腰鼓队在塞上驼

城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热烈奔放的大秧歌、嘹亮豪迈的信

天游、现代感十足的冰雪运动、年味十

足的非遗展……极具陕北地域特色的

200多项活动将春节氛围感拉满，让游

客们大饱眼福，也让陕西榆林瞬间人气

爆棚。

锣鼓声震黄土高原
非遗流转小巷大街

“太震撼了！”“指挥激情四射！”“编

舞老师真牛！”“真的是二不楞后生，活

蹦乱跳，足劲！”……古城道路两侧密密

匝匝的观众群里不时传来赞叹声。

横山的老腰鼓，定边的霸王鞭、彩

跷，米脂的踩高跷、颠花轿，佳县的赶旱

船、踢场子……粗犷奔放的陕北秧歌，

跳出了黄土高原独有的风格和豪迈，跳

出了北方人的精气神，跳出了国泰民安

的新年景。

春节期间，全国秧歌展演活动在榆

林古城精彩上演。来自广东英歌舞、安

徽花鼓灯、山西稷山高跷走兽、广东舞狮

舞龙、吉林乌拉满族、内蒙古赤峰蒙古

族等共9省（自治区）具有地方特色、民

族风情的13支秧歌队，会同陕西各地及

榆林市内共35支秧歌队在这座有着600

多年历史的古城里逐一盛装登场。

喧天的锣鼓声把浓浓的年味挥洒

到城市的角角落落，跃动的步伐将年节

的喜庆一次又一次尽情释放。

在非遗大舞台、老街六楼、月亮舞

台、爱心驿站等地，王向荣等非遗传承人

的陕北民歌、绥米唢呐、陕北秧歌、横山

老腰鼓、靖边跑驴、府谷二人台、榆林小

曲、清涧道情等非遗项目演出，生动呈现

出非遗在时光流变中的永恒魅力和焕

新活力。

榆林的大街小巷，处处张灯结彩，

涌动的人群笑语欢腾、喜气洋洋。现场

群众在非遗项目展演中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魅力，在张灯结彩、舞龙舞狮

中共享非遗之美、共品非遗年味。

榆林历史悠久，五千年仰韶文化、四

千年龙山文化、三千年边塞文化，九曲黄

河、万里长城、大漠风光、黄土风情共同

积淀出了底蕴深厚、独具特色的陕北文

化。榆林非遗荟萃，热烈奔放的大秧歌，

嘹亮豪迈的信天游，激情似火的老腰鼓，

百转千回的转九曲，在世代传承中滋养

了陕北人民、守护了文化根脉。

黄河古村过大年
沉浸式体验立体多彩

自2017年起，在每年的农历腊月

二十三至正月二十三，这里都会举办

“陕北榆林过大年”活动。随着影响力

的扩大和美誉度的提升，“陕北榆林过

大年”今年被纳入文旅部“欢欢喜喜过

大年”2024春节主题文化和旅游活动。

赏北国风光、品陕北年味。今年

“陕北榆林过大年”活动的主会场设在

榆林市区，分会场则设在各区县。

新年启，万物新，喜庆的锣鼓敲响崭

新的岁月，绽放的笑脸挥洒春天的气息。

当山水葭州·康养胜地的壮丽，邂逅黄河

古村过大年的多彩，热闹成为佳县最大

的主题。

据佳县文旅局副局长王万刚介绍，春

节假期期间，佳县以黄河古村过大年为主

题，在泥河沟、木头峪、赤牛坬等具备吃、

住、游条件的乡村景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年俗场景还原展示活动。

在美丽乡村赤牛坬，大舞台上锣鼓

喧天，热闹的大镲声响彻山谷。《高高山

上一头牛》实景演出、千人枣糕宴、老农

民芭蕾舞——《天鹅湖》、篝火晚会、大

型烟花秀等活动异彩纷呈，成为龙年春

节朋友圈的高频晒点。

在千年古镇木头峪，古镇夜游、新

春灯会、冰雪狂欢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绘就了千年古镇的浪漫画卷。

在道教胜地白云山，市民和游客登

山祈福、问道古观，从正月初一开始单

日客流量持续4天超6万人次。

在陕西黄河文化博物馆，各个时期

的文物、浮雕、VR体验等多种展陈形式

让人沉浸式领略黄河文化，感受历史的

厚重和生命的色彩。

这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陕北传统民俗

系列活动吸引了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

青海、河北等地大量游客来到佳县，据不完

全统计，省外游客占比近45%。

长城文化引人入胜
滑雪赏冰丰富年味

镇北台景区以长城文化著称。正月

初一，镇北台的游客数量便达到承载上限，

长城文化吸引着众多市民游客竞相参

观。登临台顶，登高望远，塞北风光尽收

眼底，景区经过亮化打造，呈现出浓浓的

春节氛围。

无定河边，长城沿线延续1400余

年的波罗古堡不再静谧。到横山区波

罗古堡冰雪世界滑雪、赏冰成为榆林文

旅新时尚。榆林旅投公司带来的冰爽

榆林系列活动，不仅丰富了年味，更带

来了冰雪的欢乐，让更多游客在陕北榆

林过大年，体验别样的榆林魅力。

在古朴而整洁的老街上，可以沉浸

式体验古堡梦幻的夜游光影秀。除此

之外，绚丽的烟花、特色的陕北说书、欢

乐的秧歌以及琳琅满目的年货集市等，

都渲染出浓浓的年味。雪具大厅人山

人海，游客队伍排到了大门外。波罗古

堡冰雪世界既有古老的城堡遗址，也有

惊险刺激的滑雪道，游客在这里可以感

受到历史与现代的交融。

首届驼城冰雪嘉年华现场同样热

闹非凡。这是榆林旅投公司充分利用

榆林水上运动中心场地优势，打造丰富

游客冬季文娱生活、促进游客消费需

求、扩大“陕北榆林过大年”活动影响力

的一次大胆尝试。

为感受冰雪的新春欢乐，游客们都

早早来到现场，企鹅、海狮、麋鹿，萌态

可掬、圈粉无数。长城彩虹滑道和滑雪

道，好玩有趣、人气超高，夜晚的冰灯和

花灯，美轮美奂、别样风情，吸引全家总

动员出行打卡。

国潮少女快闪、超燃机甲战士快

闪、梦幻光电大巡游、奇幻动物快闪秀

等活动充满参与性、互动性，汇聚成浓

浓的榆林年味儿。

记者发现，新春期间，跑跑卡丁车

备受市民游客青睐。儿童/单人卡丁

车、双人/双卡丁车，踩踩油门，风驰电

掣，两圈体验券只需19.9元。

转九曲是陕北新年的年俗活动，

在新春期间，九曲黄河阵全面升级，不

仅有转九曲、互动体验九大主题空间，

还能观看封神大典，神仙NPC互动、

舞狮等精彩演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

客到此打卡祈福，成为春节火热的风

景线。

红红火火的陕北榆林过大年让本

地人的春节更有幸福感，也成为很多外

地游客走进榆林的理由。数据显示，春

节假期榆林全市接待游客255万人次，

旅游收入12.78亿元。

秧歌“闹”新春 非遗焕新生
陕北榆林文旅市场活力涌动，黄河文化、黄土风情交相辉映

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波罗古堡翁城南门，市民游客正在观看横山腰鼓。 （榆林旅投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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