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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

在发展林业、增加森林资源、搞好我
国生态环境建设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思想，
适当种植既有良好的生态功能、又有较高
的经济效益的树种，是保障生态环境效益
和巩固山区农民脱贫成果以及乡村振兴
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在我国云南、广西发
现了一种我国独有的珍贵树种——蒜头
果 树（Malania oleifera Chun & S.K.
Lee）。它是常绿乔木树种，高可达20米，属
于铁青树科蒜头果属。因其核果大小和形
状很像独头大蒜，故名蒜头果，是1982年
才由我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的新种。

蒜头果树
的种子中含油率高
达 64.5%，是一种优质
的高级食用油。更为珍贵的是蒜头果油中
含有神经酸（24碳15烯酸），而且含量高达
62.6%。神经酸是人体大脑细胞和神经组
织的基质化合物，具有修复、疏通大脑
神经纤维并促进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功
能。国内外的研究显示，神经酸在治疗
和预防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脑萎缩
症、记忆力减退、神经衰弱、失眠健
忘、抑郁症等神经性疾病上具有显著的
功效。神经酸这种天然化合物以前只是

在鲨鱼大脑中发现，故命名为“鲨鱼
酸”。20年前，国外专家从我国元宝枫树
籽油中发现了神经酸，引起了很大轰动，
因为可从元宝枫的籽油中大量提取，就不
需再捕杀鲨鱼来获得。元宝枫籽油中神经
酸含量一般为6%左右，而蒜头果种油中神
经酸含量高达 64.5%，是元宝枫籽油中的
10倍！由于神经酸的高价值，种植蒜头果
树的收益也很可观：经测算，栽植后6-8
年生长进入挂果期的蒜头果林，每亩年产
值可达5.6万元。

蒜头果树是我国分布的珍贵树种。目
前经初步普查分布在云南和广西两个省区，
但据估计贵州、四川、广东、湖南等省区也有
天然分布。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蒜头果树
是在我国西南岩溶石漠化地区自然生长良
好的树种。据普查统计，我国石漠化面积现
有12万平方公里，涉及贵州、云南、重庆、湖
南和四川等9省区。石漠化地区土地退化、
土壤侵蚀、基岩裸露，严重制约着该地区
的农业生产、乡村振兴、经济和社会发
展。治理荒漠化是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建设
的重点之一，植树造林、大力开展林草植
被保护和生态修复是防治石漠化的主要措

施。而选择优良的适合石漠化地区生长的
造林树种十分关键。蒜头果树是石漠化地
区土生土长的乔木树种，分布范围在海拔
300-1600米之间，枝叶繁茂，树叶常绿，
侧根发达，根系肉质，具有良好的蓄水保水
功能。另外，蒜头果树的木材材质细腻、纹理
华丽，抗拉抗压能力强，类似楠木，因而也是
珍贵的高级木材树种。

蒜头果油除了提取神经酸外，油中还
含有麝香酮和谷氨酸、精氨酸等17种氨基
酸，以及多种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等，
具有抗氧化、抗菌、抗肿瘤的功效，有望
用于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肿瘤等，在开发治疗这些疾病上
也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综上所述，蒜头果树是一种集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于一身的优良树种，值得
在我国广袤的石漠化地区和西南地区大力
发展种植。为此，建议社会各界支持和抓
好发展蒜头果这个朝阳产业，促进这项利
国利民的产业积极稳妥发展。

（作者系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经社理事会理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
席科学家）

一种值得大力推广种植和开发的珍贵树种——

蒜头果树蒜头果树
杨忠岐

1月20日至23日，我国遭
遇了 2024 年首场寒潮天气过
程。自20日开始，寒潮自北向南
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下
降6℃至10℃，并伴有4至5级
风。其中，内蒙古中部、陕西北
部、华北西部等地下降10℃至
14℃。

2023年12月14-15日，我
国大部地区将自西向东、自北向
南先后降温8～12℃，其中，北
方局地降温超过20℃。

而在不久前国家气候中心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
平 均 气 温 10.7℃ ，较 常 年
（9.9℃）偏高0.8℃，为1961年
以来最高，打破2021年10.5℃
的纪录。预计2023冬到2024年
春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
同期或偏高。

“暖冬”为何频频遭遇
寒潮？

在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
专家周兵表示，北极的海冰快速
融化，使得大气不稳定度加剧，高
纬度强冷空气容易向南侵袭，寒
流暴风雪、寒潮强冷空气时有发
生。极端天气是一种新的常态。

国家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0.5℃至1℃。山东、辽宁、新疆、
贵州、云南、天津、湖南、河北、四
川、河南、北京、内蒙古、广西等
13个省区市气温均为1961年
以来历史最高。全国共有127个
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
史极值。2023年全国平均降水
量615毫米，较常年偏少3.9%。
全国共有55个国家气象站日降
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全球变暖使得极端暖事件
增加，但极端冷事件强度并未减
弱。因此，防范寒潮对我国造成

的复合型灾害的思想和措施不
能放松。当配合适当的水汽条
件，在寒潮强冷空气向南侵袭的
时候，不同地域就会出现不同的
低温冰冻雨雪大风天气。”周兵
表示。

此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
测，自2023年5月开始的中等强
度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正处于峰
值期，预计本次事件将持续到
2024年春季。

厄尔尼诺接下来还会
对我国气候产生哪些影响？

周兵表示，综合考虑厄尔尼
诺和气候系统其他因素的影响，
预计2024年后冬，我国大部地
区气温接近常年，但阶段性冷空
气活跃，南方地区降水偏多；春
季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全国
降水接近常年到偏多。春季杨柳
飘絮和花粉过敏开始时间较常
年同期偏早；京津冀及周边等地
可能出现一些低能见度天气，给
公路交通运输安全带来一定风
险隐患。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
诺对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和强度
有进一步放大作用，并继续加剧
全球变暖趋势。而气候越来越
暖，可能带来的风险也会越高。

“全球变暖加剧水循环，同
时显著影响降水空间分布，极端
降水事件变得更强、更频繁。气
候变暖会导致极端高温事件的
频率和强度增加，极端低温事件
的频率下降，酷热干旱事件及复
合洪水事件等极端事件更加频
繁。未来中国平均气温将持续上
升，总体看，增幅从东南向西北
逐渐变大，北方增温幅度大于南
方，青藏高原、新疆北部及东北
部分地区增温较为明显。极端
强降水和重大干旱事件仍呈增
加态势。”周兵表示。

“暖冬”为何频频遭遇寒潮？
本报记者 王菡娟

本报讯（记者 王硕）记
者从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视频
会议上获悉，2023年首批国
家公园总体规划发布实施，三
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
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首批5
个国家公园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藏羚羊、大熊猫、东北虎
豹、海南长臂猿等标志性物种
种群数量稳定增长。

据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
设园以来共投入资金近70亿
元，实施系列生态修复工程，
实现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源
头整体保护，藏羚羊种群恢复
到7万多只。大熊猫国家公园
实施九寨白马—摩天岭、大相
岭—邛崃山种群间黄土梁、泥
巴山等重点生态廊道建设，推
进大熊猫局域种群的栖息地连
通和跨域交流。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打通虎豹跨境通道，东北
虎种群数量已恢复到50只以
上，东北豹数量超过 60只，
野生东北虎幼崽存活率提升到
50%以上，野外监控设备多次
捕捉到野生东北虎活动踪迹。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雨林生
境持续改善，海南长臂猿种群
数量恢复至6群 37只。武夷
山国家公园统筹保护和发展，
新发现雨神角蟾等17个新物
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
华穿山甲、黑麂等一批旗舰物
种时隔十多年重新现身。

在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同
时，国家公园积极探索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开展特许经
营、生态旅游、自然教育、游
憩体验等有效途径，持续改善
民生福祉。三江源国家公园推
行“一户一岗”，选聘 2.3 万
余名生态管护员。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出台支持三县（市）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
施，发展黑木耳规模化产业，
逐步推行黄牛下山集中养殖和抵
边示范村屯建设。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扶持发展食用菌、茶叶
等替代产业。武夷山国家公园提
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建立
旅游资源共享机制。

国家公园感知系统已面向
首批国家公园开放使用，国家
公园智慧化、数字化建设提档
加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可实
时传输的无线红外相机等野外
监测终端已有2万余台，“天
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基本覆
盖全域。三江源、武夷山国家
公园内广泛应用智能化自然资
源监测管理系统。大熊猫国家
公园建立大熊猫遗传数据平
台，掌握了500余只大熊猫的
DNA档案信息，建立了大熊
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着力打
造国际一流科研合作平台。同
时，各国家公园不断建立健全
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推动形
成国家主导、央地共建、权责
对等、职责清晰的国家公园管
理体制。不断探索国家公园内
自然资源统一执法形式，严厉
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
法犯罪行为。

国家林草局表示，2024
年，我国将继续加快推进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推动国家公园管理机
构设置方案批复及组建，推动
出台国家公园法，稳妥有序推
进设立新的国家公园，逐步建
设完善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
监测体系，推进东北虎豹、穿
山甲、兰科和蕨类、苏铁等重
点物种保护研究中心建设。

首批国家公园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

1月 18日 10时，作为国家水网的
重要骨干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传
来好消息：首次达到61米正常蓄水位。
这标志着工程的防洪、航运、发电、补水
压咸、灌溉等综合效益将全面发挥，并
为枯水期保障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备
足了水源。

事实上，大藤峡水利枢纽的好消息
只是一个缩影。2024年伊始，如同繁星
散落在祖国大地上的数万个水利建设工
地，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

在日前召开的2023年全国水利工
作会议上，水利建设者们交出了一份极
具“含金量”的答卷：全国新开工项目
2.79 万项，水利建设完成投资达到
11996亿元，较首次迈上万亿元大台阶
的2022年增长10.1%。水利建设吸纳就
业人数持续增加，更多劳动者在为国家
安全保障贡献力量的同时，获得了更多
劳动报酬。

纪录刷新的背后，是国家水网构成
图的日渐丰满，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的
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

■■■ 联网补网 循环通畅 ■■■
2023年5月，我国水利发展史上迎

来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印发，
意味着国家水网建设号角全面吹响，水
利基础建设进一步提速。

“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加快
建设‘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
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家水
网，着力提升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效益。”
在2023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水利部
部长李国英再一次强调。

从2023年至今，水利部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全面推动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国家水网的步
伐日渐加快。

2023年12月30日，引江补汉工程
现场一片繁忙，随着新进场7个主体施
工标开工令的下达，引江补汉工程进入
全面施工阶段。

据介绍，引江补汉工程从长江三峡
库区引水入汉江，沿线由南向北依次穿
越宜昌市夷陵区、襄阳市保康县、谷城县
和十堰市丹江口市。作为南水北调后续工
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是加快构建国家水
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重要标志性工程，对
保障国家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将发挥重要作用。工程建
成后，可有效提高汉江流域水资源调配能
力，增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调水量，提
升中线工程供水保障能力，并为引汉济渭
实现远期调水规模创造条件。

2024年第一个工作日，湖北省“十
四五”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
迎来重大时刻，国家“十四五”重大农业
节水供水工程——湖北漳河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响水洞渡槽拱圈成
功转体合龙。

漳河灌区作为湖北最大灌区，是国
家“十四五”重大农业节水供水工程，漳

河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工程一期项目已于2022年 2月正式开
工，响水洞渡槽完成转体后，将进入出口
段槽身施工、拱上槽身施工，预计今年5
月完工。项目建成后，惠及下游农田灌溉
用水需求48万亩，年新增粮食产量0.22
亿千克，新增节水能力0.68亿立方米，
产生供水效益860万元。

大藤峡水利枢纽则是珠江流域关键
控制性工程，是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的
重要屏障、珠江黄金水道的重要中枢、区
域电力安全的重要支撑、地方乡村振兴
的重要水源。

大藤峡公司总工程师黄俊介绍，61
米是大藤峡水库设计正常蓄水位，也是
保障工程综合效益全面发挥的必要条
件。随着水库蓄至61米正常蓄水位，可调
节库容达15亿立方米，为枯水期保障粤
港澳大湾区水安全备足了水源，确保包
括澳门、珠海、中山等重点城市在内的珠
江三角洲人民群众在春节期间喝上放心
水、安全水、幸福水；库区渠化航道超300
公里，3000吨级的船舶可畅达柳州、来宾
等，西江黄金水道效益充分发挥；机组发
电效率进一步提升，发电量增加，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清洁能源。

■■■ 两手发力 拓宽融资 ■■■
水利工程公益性强，特别是重大水

利工程常常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
长、盈利能力弱等特点，常遭遇投融资

“堵点”。数以万计的水利项目开工建设，
资金从哪来？

“一方面，各级水利部门积极争取公
共财政加大水利建设投入。另一方面，深
化水利投融资改革，积极争取金融信贷、
社会资本投入水利建设，多渠道筹集建
设资金。”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
介绍。

2023年 11月，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区沿山干河河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顺利获得当地发改部门批复，正式进入
全面建设阶段。该工程是保障宁波中心
城区防洪安全的关键性屏障，概算总投

资54.2亿元。
推动工程早日开工建设，落实资金是

关键。据介绍，该项目融资采用了1家政策
性银行和6家商业银行组成的“松散型+紧
密型”银团贷款模式。截至2023年10月，
项目成功获批银团贷款50亿元，包括农发
行贷款26亿元和以建设银行为首的6家
商业银行贷款24亿元。

在谈及如何取得众多银行的鼎力支持
时，海曙区水利局局长谢飞红总结：“最根
本的是形成了‘水利为民’的广泛共识，‘跳
出’水利‘谋’水利，利用沿山干河作为水路
大动脉的资源集聚效应，做强了项目融资
优势。”

海曙区沿山干河河道整治工程的创新
融资“打法”，是浙江“两手发力”扩大水利
有效投资的缩影。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以

“金融工具+专项债”模式，解决群力、石龙
围整治项目资本金7.2亿元；在四川，德阳
市中江县将继光水库30年特许经营权出
让县级发展集团融资6亿元，用于水利设
施建设……各地积极搭建政银企对接平
台，水利建设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是水利建
设投资再创新高的重要保障。数据显示，
2023年全年落实水利建设投资12238亿
元，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金融信贷、
社会资本 5451亿元，占全国落实投资规
模的44.5%，较“十三五”年均提高22.5个
百分点。

“水利建设投资中，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较快增长，说明全
社会看好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水利工程和
项目投资，认为这些项目有一定的收益回
报空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郭丽岩表示。

■■■ 拉动经济 惠及民生 ■■■
“安全培训后，就能上岗，一个月能挣

9000多元。”2023年3月，在中国中铁一局
承建的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汇溪路管道
施工现场忙碌的施工员刘强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作为云南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
工程，滇中引水可创造直接就业岗位2.5

万余个，间接创造上下游产业就业机会约
1240万个。

和刘强一样，越来越多的一线施工人
员加入到水利建设的大军中来。数据显示，
2023年水利建设吸纳就业273.9万人，较
2022年增长8.9%，发放工资568亿元，增
长38.2%。

“加快投资建设水利等领域重大基础
设施，短期内有利于扩内需和稳增长，中长
期有利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郭丽岩分析，2023年水利建设资
金重点投向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国家
水网重大引调水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河
湖生态环境复苏、数字孪生水利等项目，对
保障防洪、供水、粮食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
作用，同时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回升向好
作出积极贡献。

水利工程相关产业链长、对重点区域
和上下游产业的带动力强。“2023年，我们
全力开建两库连通引调水工程，该工程将
打通宁津水库、大柳水库两大‘水缸’，提高
供水能力。”山东省宁津县水利局局长孟吉
海介绍，工程对大口径管材、水泥钢筋、电
器设备需求量都很大。在落地建设过程中，
水利工程拉动了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等
相关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带动了建材
材料等大宗工业品消费。

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水利工程建设
促进了重大水利水电装备及关键零部件的
自主研制，水库大坝设计建造能力的提升。
在郭丽岩看来，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
型工业化建设而言，水利工程及相关配套
项目建设都是重要落地场景。尤其是数字
技术赋能水利建设、数字孪生支撑智慧水
网建设和运行，体现了新质生产力加快形
成的一个方向。

回望2023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成就
振奋人心。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
力抓好水利灾后恢复重建和冬春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提前谋划推进2024年目标任
务，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推动新阶段水
利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水
安全保障。

建水网 惠民生
——万亿水利投资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菡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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