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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重庆武隆，人们往往联想到的
是“武隆天坑”“天生三桥”“芙蓉洞”
等独特的自然景观。殊不知，受喀斯特
地貌影响，当地地表水、地下水难以存
储，工程性、季节性缺水尤为突出。

“有雨遍坡流，无雨水无踪”，不少群众
曾“吃水难”“因水贫”。

“近年来，在水利部的定点帮扶
下，武隆兴建了包括核桃水库、核桃
水厂等在内的多个水源、供水工程项
目，为顺利实现脱贫摘帽、破解山村

‘饮水难’提供了强有力的水利支
撑。”重庆市武隆区水利局局长程建平
说，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将继
续加强农村供水、水源保障等，不仅
喝上水，更要让群众喝好水，在进一
步提升水质上下功夫。

兴修水利引活水
“八大工程”拔穷根

从重庆江北机场出发，一路向东，
穿过接连的隧洞，驶过蜿蜒的山路，近
4个小时的车程后，一幅绿水青山的桃
源画境呈现在众人眼前。这里是重庆市
武隆区核桃水库所在地。

来自核桃水库的优良原水，通过管
网输送到两公里外的核桃水厂。日处理
规模5000吨的核桃水厂，不仅可满足
周边村庄近1万群众的饮用水需求，同
时还向“印象·武隆”和龙水峡两个景
区供水。

在前些年，情况可不是这样的。
过去，水利基础设施薄弱，不仅是

制约当地脱贫的一大瓶颈，更是建设小
康社会的一道坎。据统计，2014 年
底，武隆识别市级贫困村75个，识别
贫困人口15909户55449人，贫困人口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215元。

为帮助武隆迈过贫困这道坎，水利
部近年来多次深入武隆开展调研，有针
对性地推进水利行业倾斜支持、贫困户
产业帮扶、贫困户技能培训、贫困学生
勤工俭学、水利建设技术帮扶、专业人
才培训、贫困村党建脱贫帮扶、内引外
联帮扶等八大工程，从项目、产业、技
术、人才等多个维度给予“滴灌式”精
准扶贫。

“以水利行业倾斜支持工程为例，
‘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9.8亿元重

点帮扶武隆建设小型水库和饮水安全项
目，建设7座小型水库，新建或改建场
镇供水工程15处，建设小型集中及分
散式蓄水池 2751个，巩固提升 30.19
万人饮水安全。”程建平介绍。

水龙头一开，清澈的自来水潺潺流
出，不仅为群众提供了“放心水”，还
为发展乡村旅游带来了“致富水”。

一组数据见证了武隆的蜕变。截
至 2020年底，武隆 2014年精准识别
的 55449 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 14.8%到全面消除绝对
贫困；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28亿
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5 年的
3.78万元提升到2020年6.45万元，脱
贫人口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由2215元增
长到12668元。

受益的不只是武隆。地处重庆东北
部、三峡库区腹心的万州区，也是水利
部定点帮扶区县之一。据统计，截至
2020年底，万州817户1972名未脱贫
户达到了脱贫标准、顺利脱贫，632户

1692名监测户、1052户 2464名边缘
户风险可控，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不愁
三保障”和安全饮水全部达标，总体生
产生活状况回答“明显改善”的为
100%。

注重智志双扶
技术产业帮扶有能有效

核桃水库建成的背后，凝聚了众多
水利人的智慧与心血，曾担任核桃水库
项目总工程师的孙晓英就是其中一位。
为保证水库按期完工，早日具备供水条
件，他几乎每天都在施工现场，有时候
干脆就住在项目部。

来武隆挂职前，孙晓英在黄河水利
水电开发总公司工作，主要从事水利水
电工程的建设和投资管理。作为一名资
深水利工程师，他带着满腔赤诚投身到
武隆水利工程建设中。

多方调研走访，孙晓英了解到，武
隆开展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资金短

缺、水库防渗漏设计复杂、工程小招标难
等问题。找到症结后，他和同事们对症施
策，啃下一块块“硬骨头”。

技术专家为工程建设献计献策的同
时，曾挂职万州区新乡镇万顺村任驻村
第一书记的李广磊在激发村民内生动
力、推进产业扶贫上下了不少功夫。经
过多方比选，他和同事们协调引进一家
有实力且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到万顺村发
展柑橘种植产业。

为打消村民的种种顾虑，李广磊带
领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成员深入农户家
中，讲政策、算经济账，鼓励大家积极
参与。同时，注重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
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通过参与果园
建设，所涉农户年均增加土地流转、务
工收入等达5000余元，未来还会有分红
收益。

扶上马送一程
巩固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白墙青瓦、翘角飞檐，眼前这座有着
浓郁民族风格的小院，既是便民（游客）
服务中心，也是武隆后坪乡文凤村村委所
在地。

说起这些年水利帮扶带来的变化，文
凤村支部书记赵俊乐得合不拢嘴，“我们
村人饮安全保障率达到100%、农田灌溉
保值率提到93%。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
大，茶叶种植面积达到1000亩，高山蔬
菜500亩，新增水果300亩。”

在水利部财务司等与文凤村党支部
共建座谈会上，文凤村驻村第一书记马
福元表示，希望后续的帮扶能在电商平
台方面对文凤村农产品销售进行指导和
帮助，同时，为当地山洪灾害防治和智
慧水利建设等提供技术支撑。对此，水
利部松辽委二级调研员毕丽萍给予了积
极的回应。她表示，根据地方提出的水
利技术帮扶的具体需求，松辽委将组织
帮扶工作组成员单位进一步细化落实各
单位承担的帮扶事项，确保帮扶措施落
到实处，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重庆武隆：

喝上“放心水”，用好“致富水”
王菡娟 唐 婷

核桃水库核桃水库

全国防沙治沙标兵、中国科学院西北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
研究员屈建军，通过对甘肃省敦煌市鸣沙
山鸣沙现象持续考察基础上，近日成功发
现，在鸣沙山区域内都有鸣沙群分布，且
部分沙山恢复了“鸣叫”。

屈建军介绍，鸣沙山东起莫高窟，西
至党河口，东西连绵约40公里，南北宽
约 20公里。“这里的沙子会唱歌？”对
此，他解释，鸣沙又称为响沙、哨沙或音
乐沙，常分布于沙漠和海滩中，而以沙漠
中最为罕见，被认为是一种神奇的自然现
象，并因此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但包括
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等在内的我国境内著
名鸣沙山先后丧失发声功能。

经过多年研究，屈建军发现，敦煌市
鸣沙山自然沙粒表面由风蚀、水蚀等多种
因素所形成的多孔 （坑） 状结构，构成
共鸣腔，借助外力作用，在运动过程中
互相摩擦、碰撞而产生极微弱的振动声
响，经大量的表面空腔共振放大，从而
使人耳接收到运动沙粒的发声频谱。但
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的增加，导致敦煌

市鸣沙山沙粒磨损，继而产生粉尘等杂
质。这些杂质侵入沙粒表面的孔洞时，因
其所产生的阻尼作用，导致鸣沙共鸣机制
丧失变为“哑沙”。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曾
于 2019 年获得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沙产业大赛二等奖。

屈建军表示，20世纪90年代左右，由
于人类活动增多，人为过度踩滑，给鸣沙山
生态保护带来困难，部分鸣沙也逐渐丧失发
声机制。近年来，当地政府启动了鸣沙山封
禁保护项目，划定了沙化封禁区，开展封禁
保护、植被保育工程，一定程度上助力了敦
煌市鸣沙山部分沙山恢复“鸣叫”，且形成
了罕见的鸣沙群。

“经过多年科学保护，敦煌市鸣沙山的
部分沙山沙粒得到了淘洗，沙粒表面被净
化，沙粒经过踩压可恢复往日的‘鸣叫’。”
屈建军建议，宜尽快开展鸣沙资源的科学考
察，通过敦煌鸣沙资源的考察与评价，精准
定位鸣沙沙丘，保护这一神奇的自然现象，
进而为敦煌鸣沙旅游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
用提供科学依据。

（张文静 郭刚）

生态保护助力敦煌鸣沙山恢复“鸣叫”

本报讯 （记者 王菡娟）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严格地下水管理与保护的要
求，逐步削减地下水超采量，
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水利部
近日启动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
划定工作，力争用1年半的时
间完成地下水超采区及地下水
开发利用临界区划定工作，督
促各省份明确地下水禁采区、
限采区。

本 次 划 定 工 作 结 合
2012—2014年全国地下水超
采区评价 （评价期为2001—
2010年）、第三次全国水资源
调查评价等工作成果，以
2020年作为现状水平年，将
平原区地下水含水层组、地下
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山丘区
纳入划定范围，在广泛收集分
析地下水水位、地下水开发利
用量、地下水开采引发的生态
与地质环境问题等基础上，研
究划定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

开发利用临界区。
本次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拟根

据超采区地下水开采系数、地下
水水位下降速率、地下水开采引
发问题程度，将超采区划分为一
般超采区、严重超采区；根据超采
区面积大小，将超采区划分为特
大型地下水超采区、大型地下水
超采区、中型地下水超采区、小型
地下水超采区；根据地下水超采
区所在地市级及以上行政区名称
和超采区分级、分类、序号等，对
各地下水超采区进行命名。

据介绍，为保证工作质量，
水利部在《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导
则》（GB/T 34968—2017）的
基础上，借鉴以往地下水超采区
划定经验，组织编制了《全国地
下水超采区划定技术大纲》，确
定了技术负责单位，同时明确了
各流域管理机构、各省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的工作任务。各省份将
结合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同
步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内地下水禁
采区、限采区划定。

水利部：

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高志民）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实施新修
订的 《赤潮灾害应急预案》
（以下简称《预案》），以适应
赤潮灾害应急管理新形势，进
一步提高应对工作及时性和有
效性，切实履行赤潮灾害监测
预警职责，保障公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按照《预案》要求，赤潮
灾害监测、预警和灾害调查评
估工作坚持统一领导、综合协
调、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组
织管理原则。自然资源部负责
全国赤潮灾害监测、预警和调
查评估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指
导；部各海区局承担近岸海域
以外赤潮灾害监测、预警和调
查评估的第一责任；沿海各省
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
承担本行政区近岸海域赤潮灾
害监测、预警和调查评估的第
一责任。《预案》适用于各级
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组
织开展的赤潮灾害监测、预警
和灾害调查评估等工作。大型
藻类大规模灾害性暴发的应急

响应可参照本预案执行。
《预案》明确，赤潮灾害应

急响应按照赤潮灾害的影响范
围、性质和危害程度分为Ⅰ级、
Ⅱ级、Ⅲ级三个级别，分别对应
最高至最低应急响应级别。达到
赤潮基准密度，但尚未达到Ⅲ级
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的赤潮灾害，
属于一般赤潮，不启动本预案。
各省级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
门可根据本区域赤潮灾害历史情
况和政府应急管理实际，确定本
省（区、市）赤潮灾害应急响应
标准，但应满足本预案的基本工
作要求。

《预案》要求，自然资源部各
海区局和省级自然资源（海洋）主
管部门应建立赤潮信息受理平
台，设立热线电话、微信等报灾
渠道，向社会广泛发布；通过电
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
径，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地向
社会发布赤潮灾害监测预警和
应对工作信息；要从加强组织领
导、建立多元投入渠道、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升应急
保障能力。

自然资源部：

《赤潮灾害应急预案》发布实施

“贺兰山具有重要的地理区位
和生态价值，筑牢贺兰山共同体意
识，对宁夏、内蒙古共同推动保护
区生态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8月6日，记者从宁夏回族自
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宁夏林业
和草原局、内蒙古林业和草原局近
日在宁夏银川市召开贺兰山生态保
护管理工作会商会议，两地将成立
联合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贺兰
山生态保护管理共建共管和联合执
法工作机制，并研究部署贺兰山国
家公园设立工作。

贺兰山是我国干旱荒漠草原和
半干旱荒漠草原的分界线的典型代
表。它南北横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和内蒙古自治区边界，是宁蒙两地
乃至西北、华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发挥着防风固沙、涵养水
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重生态功
能。比较而言，虽为一山，但宁蒙
景观颇为迥异，宁夏贺兰山地貌陡
峭，岩石壁立，峰峦叠嶂，雄浑壮
美溢于言表。内蒙古贺兰山植被茂
盛、草原铺就，同腾格里沙漠相生
相伴。

据宁夏林草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多年来，宁夏和内蒙古贺兰山自
然保护区建立健全联防机制，拓宽联
防渠道，充分发挥了森林防火联防工
作的整体优势。为更好地保护贺兰山
自然资源、进一步改善贺兰山生态环
境，建立贺兰山国家公园势在必行。
目前，中国共有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单位，贺兰山国家公园设立成功
后，贺兰山将被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
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严格保护。
《贺兰山国家公园设立方案 （初
稿）》已通过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组
织的专家初审。

宁夏和内蒙古林业和草原局达成
共识，共同建立贺兰山国家公园，
把贺兰山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开展
整合优化、本底调查、规划编制等
工作，以国家公园建设的高标准推
进贺兰山生态建设，筑牢西北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将来，宁夏和内蒙
古有望实现省际交界地带监控覆
盖，共享数据资源，填补共管盲
区，将双方优势资源进行统筹整
合，全面提升监测和巡护能力，形
成保护和建设合力。

宁夏、内蒙古将联合设立贺兰山国家公园

共管盲区有望实现数据共享
本报记者 范文杰

本 报 讯 （记 者 高 志
民）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
解到，北京市持续推动绿色
建筑、装配式建筑规模化高
质量发展，城市副中心等新
建公共建筑全面执行三星级
绿色建筑标准，新建保障性
及政策性住房全面采用装配
式建筑。2020 年，北京新
建装配式建筑面积 2207 万
平方米，占全市新建建筑比
例达 40%，累计新建装配式
建筑面积超过 5400 万平方
米。2020年北京通过绿色建
筑 标 识 认 证 的 项 目 共 122
项，建筑面积 1386 万平方
米，累计获得绿色建筑标识
的项目共 531 项，建筑面积
6104万平方米。

据了解，2020年，北京
市住建委发布装配式建筑和
绿色建筑高标准建设财政激
励政策，对亚洲金融大厦一
项装配式建筑、北望金辉等
八项绿色建筑给予了市级财
政奖励；发布北京市第二届
装配式建筑专家委员会委员
和北京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专家委员会委员名单；发布
北京市地方标准 《绿色建筑

工程验收规范》 DB11/T1315-
2020、《北京市绿色建筑和装
配式建筑适宜技术指南》 等技
术文件。

2021 年 3月底，北京市商
品住宅供地中首次尝试“房地
联动、一地一策”会商机制，8
宗地约 81 万平方米实施高标
准、高品质商品住宅建设，承
诺全部实施三星级绿色建筑，
其中实施装配式建筑 （装配率
≥76%以上） 约68.9万平方米、
超低能耗建筑约 53.6 万平方
米、健康建筑约 57万平方米。
2021年 4月发布京津冀协同标
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北京
市地方标准 《装配式建筑评价
标准》 和 《既有工业建筑民用
化绿色改造评价标准》，引导建
筑业绿色低碳发展。2021年北
京市将发布“十四五”时期发
展装配式建筑指导意见，逐步
提高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中
的比例，深入实施绿色建筑创
建行动，完善绿色建筑标识管
理制度，推动重点区域和重大
项目实施高标准绿色建设，制
定北京市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实
施方案，推进社区人居环境建
设和整治。

北京2020年装配式建筑面积达2207万平方米——

占新建建筑比例达40%
8月8日，大熊猫“宝妹”在比利时布吕热莱特天堂动物园吃竹子。当日，比利

时布吕热莱特天堂动物园为大熊猫双胞胎“宝弟”“宝妹”庆祝两岁生日。2014年2
月 23 日，大熊猫“星徽”和“好好”作为中比友好使者来到比利时，2019 年 8 月 8
日，“好好”诞下双胞胎“宝弟”和“宝妹”。加上2016年6月1日“好好”在比利时
产下的雄性幼仔“天宝”，目前共有5只大熊猫在比生活。 新华社发

比利时“宝弟”“宝妹”两岁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