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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委员讲述·我身边的河Z Z 绿色资讯

本报讯 （记者 王硕） 记者从

“国际防治沙尘暴日”研讨会上获

悉，近 10 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

总体上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

趋势。由 1981—2010 年均值 17 次减

少到近 10 年均值 9.2 次。

联合国大会 2023 年 6 月 8 日通

过决议确定设立 7 月 12 日为“国际

防治沙尘暴日”。旨在提高世界各

国人民对沙尘暴灾害和防治荒漠化

重要性的认识，唤起人们应对沙尘

暴灾害和防治荒漠化的责任心和紧

迫感。

沙 尘 暴 是 不 可 抗 拒 的 自 然 现

象。针对产生沙尘的三个因素——

沙尘源、强风力和不稳定的大气环

流，人类目前能作用的主要发力点

在于沙尘源治理。在沙尘源区和路

径区种树种草、建设防护林，可以

增加地表植被，防治土地沙化，减

少沙源面积，对于减缓沙尘暴发生

频次和强度、降低灾害损失具有重

要作用。

我 国 高 度 重 视 防 沙 治 沙 工 作 ，

颁 布 了 世 界 上 第 一 部 《防 沙 治 沙

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防沙治沙

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

门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持续加大“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力度，推进科学化、规模化治

沙，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3.31 亿

亩，封禁保护面积 2708 万亩，53%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 发 出 了 打 好 “ 三

北”工程攻坚战的伟大号召。各地

各 部 门 迅 速 行 动 ， 坚 持 中 央 统

筹 、 省 负 总 责 、 市 县 抓 落 实 的 工

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统筹

协调，创新体制机制，强化要素保

障，“三北”工程攻坚战实现良好

开局。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沙区生态

状况持续改善。重点工程区林草植

被有效恢复。“三北”工程区累计完

成造林 4.8 亿亩，治理退化草原 12.8

亿 亩 ，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1978 年 的

5.05%提高到 13.84%，退化草原面积

由 2004 年 的 85% 降 低 到 70% 左 右 ，

重点治理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沙

化土地状况持续好转。全国沙化土

地 面 积 连 续 4 个 监 测 期 持 续 净 减

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 515 万亩

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 1000 万亩。土

地沙化程度持续减轻，重度和极重

度 比 重 由 2004 年 的 74.1% 下 降 到

2019 年的 62.3%。风沙危害得到抑

制。2019 年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

土 壤 风 蚀 总 量 较 2000 年 下 降 约

40%，“三北”工程区极易起尘和高

度起尘土地面积由 2012 年的 48.1%

降至 40.4%。

同时，我国积极履行 《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

防治务实合作。定期举办荒漠化防

治管理和技术培训。先后举办 9 届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向世界分享

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经验，不断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十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减少近一半

扬州，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7月，梅雨过后，运

河两岸绿荫如洗，更显叶绿花红、水清岸秀。

沿着大运河亲水栈道随意徜徉，一边是悠悠的河水，碧波轻漾，蜿蜒若

练；一边是盛开的鲜花，艳丽似火，灿烂如霞。漫步其中，水韵十足，让人萌生

起一种在画中穿行的感觉。

“我每天都会来这里走走，往河边一站，不由得就觉得气定神闲，心旷神

怡。”家住南水北调东线源头公园附近，江苏省扬州市政协委员王逵高兴中带

着自豪。

王逵一直从事城建设计，在他看来，大运河不仅是从小熟知的母亲河，有

举世闻名的南水北调江都水利枢纽，更是自己家乡水生态建设的最好缩影。

7月 4日，航拍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火龙街道南塘湖水产养殖基地，连片的

淡水鱼养殖塘水清岸绿，与村庄、田园、水系、道路等相映成景，构成一幅和

美乡村新画卷。近年来，芜湖市弋江区火龙街道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扎实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态淡水鱼养殖等

绿色产业。 王玉实 杨旸 摄影报道

生态养殖产业兴生态养殖产业兴

今年入梅以来，长江流域强降

雨过程频繁，6月 28日、7月 11日长

江连续发生 2024年第 1号、第 2号洪

水。水利部迅速行动、快速响应，

科学调度长江水库群拦蓄洪水，充

分发挥“大国重器”防洪减灾效益。

在应对长江第 1号洪水期间，水

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以下简称长

江委） 会同相关地方水利部门联合

调度长江上中游控制性水库群累计

拦洪约 165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水库

拦洪 74 亿立方米，降低中下游干流

水位 0.4～1.7米，避免了城陵矶江段

及洞庭湖区水位超保证水位和城陵

矶附近地区蓄滞洪区的分洪运用，

减少灾害损失 520 亿元，减淹耕地

260 万亩，避免转移 200 万人，防洪

减灾效益显著。

在长江第 1号洪水正向中下游演

进过程中，长江第 2 号洪水接踵而

至。7月 11日 18时，“长江 2024年第

2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

为做好长江第 2 号洪水防御工

作，长江委加强监测预报和会商研

判，密切与沿江相关省 （直辖市）

水利厅 （局） 和长江航务管理局、

国家电网公司沟通协调，关键时期

每日加密滚动会商，系统、科学、

安全、精准调度以三峡水库为核心

的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联合调

度金沙江中游、雅砻江、金沙江下

游梯级水库和大渡河瀑布沟水库、

嘉陵江亭子口水库等 15 座控制性水

库，配合三峡水库拦蓄洪水。

水利部 7 月 17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应对长江第 2号洪水，水库群共

削减三峡水库入库洪峰 9000 立方米

每 秒 左 右 ， 上 游 水 库 群 累 计 拦 洪

68.5 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水库拦洪

52.8亿立方米，占上游水库群拦洪量

的 77%，降低中下游干流水位 0.7～

3.1 米，避免长江中游干流宜昌至沙

市约 147公里江段超警戒水位，避免

沙市至监利约 206公里江段超保证水

位，减少灾害损失 123亿元，减淹耕

地 54 万亩，避免转移 21 万人，再次

充分发挥“大国重器”防洪作用。

长 江 第 1 号 、 第 2 号 洪 水 过 程

后，三峡水库水位明显偏高。目前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预

测 7 月下旬还有台风生成影响我国，

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长 江 委 统 筹 流 域 整 体 防 洪 安

全，抓住当前中下游降雨偏少的机

遇 ， 充 分 利 用 下 游 河 道 的 下 泄 能

力，调度三峡水库增加出库流量至

43000立方米每秒腾库，并继续联合

调度三峡水库以上控制性水库群，

争取尽快降低三峡水库水位至 160米

及以下，最大可能降低长江流域性

洪水风险。腾库期间，三峡水库以

下部分江段水位将复涨。水利部已

提醒沿江有关地方做好巡查防守、

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确保

防洪安全。

下一步，水利部表示，将继续密

切监视雨水情，加强天气形势研判，

强化滚动预测预报，加密调度会商，

指导长江委统筹考虑上游和下游、当

前和长远，系统、科学、安全、精准

调度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流域控制性

水库群，确保长江安澜。

科学调度拦蓄洪水

长 江 水 库 群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本报记者 王菡娟

Z 防汛一线

源头之河——
一定要确保一江清水向北流

大运河始于扬州，纵贯南北 700 多

公里，其中扬州段长 125.79 公里，是内河

通往长江的重要航道，也是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的起始输水通道。

江都水利枢纽，地处扬州市江都区，

坐落于京杭大运河、新通扬运河和淮河

入江尾闾芒稻河的交汇处。如果把大运

河比作一条龙，那么这里就是龙头。随

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建成，这里又成

为东线水源地。走进江都水利枢纽，傍

河而立一座原石石碑，上刻“源头”二字，

每有参观游览，是必须的打卡点。

以大运河为干线，长江水经江都水

利枢纽泵站抽引入河，从扬州一路向北，

通过一级又一级泵站提升，送入京津冀

和山东半岛。

“ 一 定 要 确 保 一 江 清 水 向 北 流 ”。

2020 年 11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都水利枢纽，指出要确保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

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

经济循环的生命线。

“整个东线输水主干线全长 1156 公

里，有 13 个梯级泵站”，江都水利工程管

理处负责人介绍，“作为南水北调工程东

线源头城市，自 2013 年 11 月通水以来，

已累计向北送水超过 550 亿立方米，相

当于输送了 3000 个西湖，逾 1 亿人口直

接受益，北方地区缺水矛盾得以有效缓

解。”

南水北调，清水北送，让古老的大运

河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生态之河——
“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南水北调，成败在水质。水质好坏，

关键看源头。在扬州，守护“一江清水向

北送”，早已成为共识。

2014 年，扬州正式提出江淮生态大

走廊构想，以大运河为主轴，覆盖长江淮

河流域重要河流、湖泊、湿地，打造南水

北调“清水廊道”。

与大运河直接连通的芒稻河，是“清

水廊道”的起点段。河道水质达标，一直

是王逵作为政协委员履职的关切重点。

江都环境监测站每周必到芒稻河

取水采样，上传数据。“目前，水温 25

度 ，溶 解 氧 6.7，Ⅱ类 水 标 准 ，非 常

好。”为确保清水走廊水质稳定达

标，扬州在 9 大关联河道水体设

置了 14 个监测站点，常年对水

温、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

数等 22 项水质指标进行跟踪

监 测 ，推 动 沿 河 水 生 态 持 续

改善。

“十几年前，芒稻河就是一

条纳污河，河边工厂林立，老远

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高高的龙门

吊。”王逵清楚地记得，“2016 年 7

月 30 日，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件反

映，两岸十几公里长全是环境风险

源。”

由于大运河水系独特的地理条件，

无论是砂石航运，还是污水排放，都有极

大的便利。当时，不顾环境承载的粗放

式发展，导致芒稻河两岸密布了 14 家船

厂、3 家药厂、8 座装卸码头、4 个砂石场、

2 个水产养殖场、1 个垃圾填埋场。各类

生产、生活垃圾随处可见，污水直排严重

污染河道。与芒稻河相连，流经江都居

民集中区的灰粪港，水如其名，黑臭如

粪，沿岸居民苦不堪言。

作为城建环保领域的政协委员，王

逵通过委员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积极呼

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为南水

北调东线源头城市，应当全力推进调水

河道岸线环境整治”。

以芒稻河治理为先手，扬州加大投

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 16 字治水

新思路，着力开展输水廊道生态保护涵

养工作。在调水源头区域划定 340 平方

公里核心保护区，积极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战、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等多个专项

行动。

市区两级政协和政协委员也投身其

中。会议协商、视察监督、评议推动、考

察调研，围绕生态环境建设，政协每年都

有议题、有活动，打出“组合拳”。“树立

‘两山’思想，注重源头控制”“一体推进

蓝天碧水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高标准

实施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333’行动”

“坚持流域共治水岸同治统筹水资源水

生态水环境”“聚焦环境突出问题加快产

业绿色转型”等一系列调研建议、协商建

言 ，被 政 府 部 门 采 纳 ，得 到 社 会 各 界

认同。

既做淘汰压降的减法，也做修复整

治的加法，一系列措施取得扎实成效。

划 定 生 态 红 线 区 域 21 个 ，占 国 土 面 积

18.6%；拆迁沿河棚户区 50 多万平方米，

关 闭 沿 线 船 厂 、砂 石 码 头 、搅 拌 站 116

家；实施芒稻河沿线绿化生态修复，恢复

建成生态湿地 3 个；完成截污导流工程，

处理过的水能养鱼；实施江淮生态大

走廊 9 大类 34 个重点项目，打造长江

至邵伯湖全线 40 多公里长的绿色生

态廊道；建造 2 艘多功能垃圾接收船，

遏制船舶垃圾和污水直接入河……

近年来，扬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

的重要指示精神，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整治提升一体推进。群众点赞：

江 河 湖 岸 线 绿 了 、水 质 净 了 、环 境

美了。

大运河水系生态涵养初显芳华。

船厂变公园，鱼塘变湿地，处处生机盎

然，当年的“工业锈带”，如今已成“生

活秀带”。

发展之河——
生态促生产，生态优生活

扬州，依水而建、因运而兴。王逵

对水的感情与生俱来，对环境保护也

有着自己的见解，“生态佑生灵，生态

促生产，生态优生活。”

长江三江营段，南水北调东线取

水口。10 多只江豚逐浪戏水，时而翻

滚点头，时而飞跃水面，时而喷出水柱

……近年来，多次发现小种群江豚密

集出没。“长江生态晴雨表”江豚找到

“乐园”，“鸟中国宝”东方白鹳前来“安

家”，这些“环保天使”从城市稀客变成

常客，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为扬州又

增添了一张“绿色名片”。

环境保护也倒逼产业转型。扬州

市江都区曾是“化工之乡”，实施源头

治理后，原有 363 家化工企业关停只

剩下 30 家，并全部撤出红线区域。沿

江、沿运、沿河、沿湖，强化空间管控，

实施“三退三还”，打造出 1.5 万亩的绿

色生态长廊。2023 年，江都获批建设

全省首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连续上榜全国综合实

力 百 强 区 、全 国 投 资 潜 力

百 强 区 、全 国 高 质 量 发

展 百 强 区 ，分 列 第 36

位 、第 33 位 、第 27

位 。 如 今 ，江 都 区

着 力 打 造“510”现

代 制 造 业 产 业 体

系，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新材料、新

能 源 、新 技 术 产

业蓬勃崛起，经济

发 展 的“ 绿 色 ”动

能更加强劲。

“ 守 护‘ 一 江 清

水’是我们的担当和

责任。”王逵话语坚定又

充 满 信 心 。 多 年 来 的 实

践，扬州探索建立起江淮生

态大走廊联动保护机制，“河长

制办+保护联盟+志愿团队”，被定

义为河长制升级版。市县镇村四级

3553 名河湖长，生态环境局、水务局、

检 察 院 等 12 家 联 盟 单 位 ，市 民 观 察

团、江豚保护协会等数千位志愿者活跃

在水环境治理各个点位。

源头成龙头，活水增活力。在大运

河沿岸，已建成源头绿廊、七河八岛、北

湖公园等“五大板块、七大亮点”，出门入

园、随处见绿，已融入市民生活的日常。

溯河而行，新城的三水交汇、三湾的生态

中心、邵伯的水工人文，水景交融之中，

让人领略到运河城市的独特风情。“环境

好了，心情也就好了，生活肯定会更加

好。”公园绿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群众，

练拳、健走、打球、下棋，哪怕就是三两人

相伴看看水景，都觉得一切是那么美好。

调水、节水、治水，江河湖一水贯通，

人水绿一体和谐，“源头”扬州在确保一

江清水徐徐北上的同时，也滋养着城镇

和人民，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绵绵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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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湿地公园修复航拍修复前后北湖湿地公园修复航拍修复前后

芒稻河沿岸砂石码头修复前后芒稻河沿岸砂石码头修复前后

三河六岸旧貎修复前后三河六岸旧貎修复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