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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 17日讯 记
者吉蕾蕾从水利部获悉：截至6
月 17 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
陶岔渠首调水入渠水量达150亿
立方米，工程惠及北京、天津、
石家庄、郑州等沿线 19 座大中
城市，5310 多万居民喝上了南
水北调水。其中，北京 1100 万
人，天津 900 万人，河北 1510
万人，河南1800万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3年
多来，沿线受水省市供水安全系
数有效提升，居民用水水质明显
改善。中线工程在保障水安全、
修复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优化
配置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社会、
经济、生态等综合效益。

在北京，南水北调水占城区
日供水量的73%，全市人均水资
源量由原来的100立方米提升至

150立方米，中心城区供水安全
系 数 由 1.0 提 升 至 1.2； 在 天
津，14 个行政区居民都喝上南
水，从单一“引滦”水源变双水
源保障，供水保证率大大提高；
在河北，400 多万人告别高氟
水、苦咸水；在河南，供水范围
覆盖南阳、漯河、平顶山、许
昌、郑州、焦作、新乡、鹤壁、
濮阳等10余个城市。

记者了解到，中线工程调
水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 II 类以上，保证了从

“丹江口到家门口，从源头到
龙头”的水质安全。饮用南水
北调水后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也让沿线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南
水北调工程释放的民生红利，
让 人 民 拥 有 更 多 获 得 感 和 幸
福感。

绿松排排，绵绵无际，在碧海蓝天
之下，更显郁郁葱葱，这是地处毛乌素
沙漠边缘陕北榆林的夏日景象。6月
17日是第24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
旱日，记者来到榆林，探访沙地生态修
复的奇迹。

全球荒漠化以每年7万平方公里
的增幅扩张，110 多个国家、10 亿人
口深受其害。在中国，经过艰苦卓绝
的治理，沙化土地面积连年持续缩减，
创造了世界生态建设史上的奇迹。榆
林正是我国荒漠生态修复辉煌成就的
一个缩影。

蓝图绘到底

榆林是全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重点区域。史载，榆林在秦汉时期“沃
野千里、庄稼殷实、水草丰美、群羊塞
道”。清朝以来，由于战乱频繁、过度
垦殖，榆林生态日趋恶化。

榆林市市长李春临告诉记者，新
中国成立时，榆林地区林木覆盖率只
有 0.9%。流沙吞没农田牧场 120 万
亩，沙区仅存的 165 万亩农田也处于
沙丘包围之中，390万亩牧场沙化、盐
渍化、退化严重，沙区6个城镇412个

村庄被风沙侵袭压埋。榆林每年因水
土流失输入黄河泥沙高达 5.3 亿吨，
占中上游入黄泥沙量的三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榆林市委、市政府
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北治沙、南
治土”，“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
到底”。

1985年，原榆林地区行署出台了
允许个人承包国有和集体荒山荒沙的
政策，实行“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
让”。5年内，全区承包造林万亩以上
的大户、企业有 20 多户，500 亩以上
的造林大户有648户。治沙英雄石光
银和牛玉琴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典
型人物。

石光银是榆林市定边县海子梁乡
四大号村人，从小饱尝风沙之苦。
1984 年，他与乡政府签订合同，承包
沙地 3000 亩。34 年过去，石光银已
累计治沙25万多亩，形成50公里长、
6公里宽的沙漠林海。

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
村民牛玉琴 1985 年与丈夫承包了万
亩沙地，植树10万株。丈夫去世后，
牛玉琴继续坚持治沙 30 多年，累计
在沙区造林绿化 11 万亩，植树 2800
多万棵。

党的十八大后，榆林市投入资金
28 亿元，启动了“三年植绿大行动”，
在北部沙区建设樟子松、长柄扁桃、沙
棘等百万亩基地，打造横山县哈兔湾，
榆阳区掌盖界、昌汗界，神木县麻场梁
等规模在 5 万亩到 10 万亩的大型防
沙治沙示范点。

像石光银、牛玉琴这样的治沙先
进人物，在全国沙区还有很多。像榆
林这样下大力气治沙添绿、修复生态
的地方政府，在全国也有很多。正是
他们成就了中国荒漠生态修复的累累
硕果。

沙海变林海

经过不懈努力，曾经遍地黄沙的
榆林，林木覆盖率已经提升至33%，初
步形成了带片网、乔灌草相结合的区
域性防护林体系。榆林人工林海向沙
区推进了400公里，堪称“人进沙退”
的人间奇迹。

沙海变林海，榆林湿地面积提升
到69万亩，不仅水土流失和沙漠化扩
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动植物种
群与数量也不断丰富。全市现有野生
植物470种，有国家Ⅰ、Ⅱ级保护野生

动物37种，省级保护野生动物11种，
各类古树名木2221株，已建立6个自
然保护区。

最让榆林人感到高兴的是，如今
空气质量越来越好了，天空总是那么
湛蓝。榆林市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
示，全市扬沙、沙尘暴天数比5年前分
别减少了26.13%和54.55%。

巨变的岂止是榆林，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建设局局长
张炜告诉记者，经过生态修复，整个三
北工程区55.7%的陆生野生动物数量
实现稳中有升，野马、藏羚羊等种群快
速扩大。189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
植物，有71%达到野外种群稳定标准。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国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面积自2004年以来连续
3 个监测期保持净减少，荒漠化土地
从上世纪末年均扩展 1.04 万平方公
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 2424 平方公
里，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
展 3436 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
减1980 平方公里。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发布的黄河泥沙公报显示，黄
河年均输沙量已从 16 亿吨锐减到目
前的3亿吨左右，减幅高达80%。

（下转第二版）

6月11日天刚蒙蒙亮，河南省潢
川县魏岗乡彭寨村的华来时代小龙虾
专业合作社养殖示范基地就热闹起
来，活蹦乱跳的小龙虾被一网网捞出
水面。

“‘稻虾共作’一年可产一季稻、两
季虾，优质稻亩产约1000斤，小龙虾
亩产约300斤，亩均净利润在5000元
以上，比只种稻强多了！”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李金贵拎起一只小龙虾对贫困
户廖建辉说：“你要养，合作社可以提
供优质虾苗，还有免费技术培训。”

“潢川产业优势明显，按照‘围绕
产业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脱贫’的思
路，我们全面加强‘全产业链上建党组
织’工作，实现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
组织就建到哪里，党的作用就发挥到
哪里。”潢川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孔
辉说。

潢川县建立了“十大产业链”党建
办公室，分设在龙头企业、县级行业主

管部门、乡镇党委，对口加强党建指
导，真正把党的工作延伸到各个产业
链上的新型农业主体和龙头企业中，
使党的组织优势和行业主管优势、产
业发展优势相互转化。

目前，潢川县共建立产业链党委
2 个、党总支 3 个，党支部 82 个，纳入
党组织管理的从业党员 973 名。实
现了产业链上党组织的有形、有效
覆盖。

产业链党组织建好了，产业链上
的党员也找到了家。魏岗乡柳店村
的代国军一直在莱新园林绿化公司
打工，原来别说“三会一课”等组织生
活了，就是党费也找不到地方交。莱
新公司党支部成立后，他成了公司的
党员技术骨干，积极参与党员志愿服
务队，培养带动本村 30 多人从事苗
木移栽、田间管理等工作，收入大幅
上升。

为提升产业链上党组织和党员

的带富脱贫能力，潢川县坚持实施
“三培养三引领”工程，把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返乡创业人员中的优秀力
量培养成党员和红旗手，引领经营主
体壮大；把党员和红旗手培养成创业
带头人或企业负责人，引领产业发
展；把党员带头人、负责人培养成村
党支部书记或村“两委”成员，引领群
众脱贫致富。

“截至目前，我县已从乡村非公企
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知识分子等
群体的优秀成员中发展党员64名，选
拔‘双强’党组织书记104人，把懂农
业、爱农民、爱农村的新型‘三农’人才
真正聚在了产业链上，涌现出了一大
批会技术、善经营、带富能力强的农村
党员干部。”孔辉告诉记者。

党组织“链接”起来了，克服产业
发展难题也有了“金钥匙”。

去年白店乡园林绿化企业扩建金
桂苗圃，龚营村芦大营村民组村民吴

耀成不同意，企业多次加价都没能
谈妥。

花木产业党建办负责人潘光友、
村支部书记王厚明和在园林务工的该
村党员张志方亲自上门做工作，才
解决了这个难题，实现了企业与群众
双赢。

目前龚营村4180亩土地流转，规
模种植花木，实现本村及周边劳动力
转移就业 1500 余人，户均年增收达
1.2万元以上。村集体也通过项目建
设、资金投入等方式，每年有20余万
元收益。党组织的号召力空前提升，
各入驻企业也积极参与村基础设施建
设，路通、灯亮、树成排、渠成网，龚营
村成了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也成了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

“抓党建、强组织、兴产业、促振
兴，我们要让高质量的基层党建成为
高质量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不
竭动力。”潢川县委书记赵亮说。

在沙海里创造绿色奇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河南潢川探索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高质量产业发展——

党建“链上”产业链 人勤企兴面貌新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蔡 丽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达150亿立方米
惠及沿线5310多万居民

夏天到了，塞外山城河北承德市塞罕坝
迎来一年中“最绿”的季节。映入眼帘的是
林木苍翠、湖泊清澈见底，听到的是沟谷流
水潺潺、林中鸟鸣欢快。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 50 多年的艰苦奋
斗、传承接力，塞罕坝这处原本“黄沙遮天
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沙地变成了百万亩
郁郁葱葱的人工林海。

塞罕坝是承德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
部群众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一代接着一代
改善生态环境、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一个缩影。

承德市地处京津与内蒙古浑善达克和科
尔沁两大沙地的中间地带，历史上就担负着
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净化江河、清洁大气
的生态安全功能。由于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
和开发，这一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近年来，特别是国
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承德确定为
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以来，承德市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动摇，结
合国家确定的绿色发展先行区、环京津扶贫
攻坚示范区等目标先后编制实施了《生态城
市建设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出台了

《关于加快经济林产业发展的决定》《关于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的决定》 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因地制宜实施了让沙海荒山变绿水青
山、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和让绿水青山引
金山银山三大行动，力求实现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丰收。

承德市全面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整治、京
津风沙源治理生态项目，近3年共投入绿化
资金 70.57 亿元，每年造林 60 万亩以上。
同时，全面落实“减煤、治企、控车、抑
尘、增绿”5 项任务；实施矿山综合整治

“6743工程”，3年完成损毁山体全部复垦披
绿 60 平方公里；转产转型矿山企业 400
个，淘汰取缔矿山企业300个；深入落实“河长制”，加快推进重点
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全市共有林地面积3417万亩，活立木蓄
积量达8000万立方米。

依靠日益改善的生态环境，承德推进生态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发
展经济林产业，呈现林上有果、林中旅游、林下间作的立体式经营模
式，建成板栗、苹果、山楂、山杏等八大经济林基地，面积达954万
亩，相当于全市农业人口人均 4 亩，每年可为农民人均增收 3040
元。围绕全市23个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10个自然保护区，20个
湿地公园发展旅游业，带动全域实现旅游收入506亿元，232个村通
过生态旅游脱贫致富。生态食品、果品、饮料等加工企业356家，年
销售额达121亿元。积极开展生态产品交易，实现全国第一笔跨区域
碳排放交易，收入254万元。

为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承德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紧紧抓
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吸引高端要素和优质资源向承德聚
集，先后与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中国电子信息科技集团等 30
家大数据企业签订总投资68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与清华、同济
等高校携手，千亿级节能环保产业基地稳步推进。深入实施文化旅
游医疗康养、大智移云、天然矿泉水、绿色食品和生物制药、钒钛
新材料、新型建材及住宅、清洁能源等“十大绿色产业”。其中仅
清洁能源一项，截至 2017 年底装机容量已达 481.54 万千瓦，累计
发电量82.84 亿千瓦时，分别占全市电力总装机和发电量的72.41%
和62%。

“承德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塞罕坝样本，积累了生态发展的
经验。但这只是阶段性成果，与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要求还相差甚远。我们一定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不动摇，突出抓好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国家绿色发展先
行区创建工作，让承德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承德市委书记
周仲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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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中国宜昌朝
天吼自然水域国际龙舟漂流
大赛在湖北兴山开赛，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
多名专业运动员和业余漂流
爱好者搏浪飞舟、竞速漂流，
以独特的方式传承端午文
化。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
逐，中国重庆队获得比赛专
业组冠军。

蔡 亮摄

端午竞飞舟

（更多报道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