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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福州 7 月 26 日电(记
者王成)26 日，福建省南平市召
开“武夷品牌”建设发布会，首
次推出“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
牌，为当地优质农产品代言。经
层层遴选，首批 36 家企业将共
同使用“武夷山水”品牌，分享
品牌的溢价增值效益。

发布会现场设置了 23 个展
馆，记者在主展馆“武夷山水”
内看到，竹笋、莲子、茶叶等特
色农产品琳琅满目，不少企业带
来拳头产品参展。“武夷山水”
品牌推出后，将带动一批中小企
业以高标准监管产品品质，专业
化进行品牌推广，有利于打市
场、拓销路。

南平市地处闽北，山清水
秀、生态优越，好山好水孕育了
丰富多样的优质农产品。然而，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却
卖不出好价钱，有资源优势无市
场优势、有口碑优势无品牌优
势、有品质优势无价格优势，成
为南平市农业发展亟待破解的瓶
颈。

立足地域优势，补齐品牌短
板，“武夷山水”品牌应运而
生。南平市委书记袁毅说：“从
优质农产品入手，统一质量标
准、统一检验检测、统一营销运
作，着力构建价值清晰、形象统
一、品质可靠的‘武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有利于把生
态资源优势转化成质量品牌优势。”

据介绍，南平市将加快完善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平台，实现“一品一码”销售，构建从田间地头
到餐桌筷头的全过程可追溯体系，让人们买得放心、吃
得安心，把“武夷山水”品牌打造为具有公信力的金质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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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7 月 26 日电(记者惠小勇、
黄毅、谢佼)7 月的四川省井研县四合乡里仁
村，风吹稻花、雨落荷叶、鱼跃鸟飞……闲适
恬静又生机盎然。里仁村的老百姓过去做梦
都没有想到，这幅南方水乡的乡村画卷，如今
在这片十年九旱的丘陵地上徐徐展开。

成为都江堰灌区的新灌区，引来岷江水
灌溉脚下干旱的土地，是里仁村村民多年的
期盼，2015 年完工的梅旺支渠通过都江堰水
利工程的条条水渠，把二百多公里之外的岷
江水“接力”输送到了里仁村。

“井研是个老旱区，十年九旱，地下水盐
分又重，岷江水没引来之前种庄稼基本靠天
吃饭。”里仁村村委会主任余晓燕说起过去的
日子苦不堪言：“村里只有两个小水库，能灌
溉五六百亩稻田，其余 700 亩水田无水可灌，
时常颗粒无收。群众吃水靠打井吃地下水，水
再咸也得吃，莫得办法，许多人因此生病。”

“如今，不管天有多旱，我们吃水种庄稼
再也不发愁啦！”里仁村 60 多岁的村民吕明

生说。里仁村是都江堰水利工程让越来越多
的地区实现“水旱从人”的一个缩影。

在井研县马踏镇桥咡井村马踏支渠施
工现场，一条由明渠、暗渠、渡槽等组成
的水渠正在逐渐成形。作为都江堰灌区的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之一的马踏支渠
完工后，引来的岷江水将满足当地 13个村
1 . 2 万人的安全饮水以及 1 万余亩耕地的灌
溉需要。

有了水，老旱区的土地迸发活力。村民
吕明生家的 5 亩多田，如今全部种上水稻，
亩产由过去的四五百斤提高到 1000 斤。
“我还利用稻田和山平塘，养了 20 多亩水
面的鱼，一年收入 3 万多元。以前缺水，哪
养得了鱼、种得了藕？”在里仁村， 200 多
户农户发展稻田养鱼， 3 名业主流转 200 亩
土地种植莲藕。

许多井研干部群众把引来的岷江水亲切
地称为“幸福水”。县城居民张德前告诉记者，
过去自来水水质差，他的亲朋好友中有数十

人搬离县城，去附近的城市居住。如今，引
来的岷江水成为县城自来水水源，水质、环
境改善后，许多人又搬回了。

滔滔岷江水穿越川西深山峡谷奔腾而
下，至都江堰出山口进入成都平原。古时，
岷江水经常成为成都平原的“水患”，且成
都平原时常东旱西涝，战国后期秦蜀郡守
李冰组织民众修建都江堰，将岷江水流分
成两条，外江排洪排沙，内江引水灌田，于
是“水旱从人”，孕育了“天府”。

巴蜀文化专家赵文侨表示，“治蜀先治
水”，“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湾截角，逢
正抽心”“深淘滩，低作堰”，都江堰充分尊
重自然、利用自然，其治水经验凝聚着中华
民族的伟大智慧。

千年古堰都江堰至今仍充满活力向前
发展，滋润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人民，成为
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迹。

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告诉记
者，都江堰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完善、发展

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江堰渠首工程
得到进一步完善，灌区渠系不断扩建。截至
目前，都江堰灌区灌面已达 1076 万亩，比
1949 年增加了近 800 万亩；都江堰灌区灌面
占全省有效灌面约三分之一。

新灌区不断增加的同时，部分老灌区
开始探索，由传统灌区向现代灌区转变。
老灌区崇州市观胜镇发展花卉苗木基地。
长寿苗圃的樱花、蓝花楹树丛中，矗立着
一排排喷灌设施，这家苗圃将过去的大水
漫灌改为喷灌，每亩每年节约灌溉用水约
120 立方米。

崇州市于 2014 年开始试点建设 10 万
亩现代灌区，截至目前，已改造渠系 400 多
公里，建成 10 万亩标准化农田，其中 2 万亩
农田建起了滴灌、喷灌设施。市水利局水利
科科长唐刚告诉记者，在下一步试点建设
中，将考虑融入“生态灌区”的理念，如对渠系
美化绿化、远程调节渠系水量、实施精准灌
溉、在灌区建设生态湿地等。

千年古堰灌区扩容，昔日旱村“水旱从人”

新华社拉萨 7 月 26 日电(记者陈尚
才)清晨，送走了住店的客人，麻麻门巴新
村的农家乐老板边巴占堆才顾得上喝口
茶。此时，勒布沟的薄雾正逐渐消散，麻麻
门巴新村掩映在青山绿水间，依稀可见。

勒布沟地处西藏山南市错那县境内，
平均海拔 2400 米左右，原始森林面积达
36 万亩，景色宜人。

如何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2014 年，勒布沟到县城的柏油路建成通
车。同时，在边境小康示范村建设的推动
下，门巴族群众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发展特
色旅游，走上了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以前村里耕地少，村民靠编竹筐等

为生，生活比较艰苦。”在边巴占堆看
来，乡里这几年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
形容，他家经营的农家乐共 3 间客房，去
年收入近 5 万元。

在勒门巴民族乡，一座规划有序、民族
特色浓郁的新型小城镇点缀在青山绿水
间。勒村 33户 83 人全部搬进了现代化新
居。基础设施完善、风景秀美的新村，促使
门巴族群众投身于旅游业，共开办了 6 家
农家乐，其中门巴族人古如的家庭旅馆，这
两月已收入 2 万元。

在门口搞经营，向青山借“元宝”。随着
环保意识的提高，人们抛弃了以前“卖资源”
的观念，着手发展茶叶、天麻、荞麦、藏猪、

木碗、编织为主的门巴民族特色产业。勒乡现有
茶田 700 亩，2017 年仅茶叶就创收 208 万元。

53 岁的达嘎是一名门巴木碗制作人，已经
做了 20 多年木碗的他，现在还带徒弟。他说：
“制作木碗既是手艺，也是一种谋生方式，我家
的木碗每年能卖 3 万元。”

勒布沟吉巴乡荞麦加工业主打荞麦枕头、
荞麦糌粑和苦荞茶等产品，各村还经营天麻种
植、竹编、藏猪养殖等，这些特色产业已成为门
巴族群众的“致富业”。

游客纷至沓来，特色产业助力增收，民族
手工业焕发新生。这一切，让这块古老的土地
实现华丽转身，青山绿水变成门巴族群众的
“聚宝盆”。

西藏山南:青山绿水变成“聚宝盆”

▲这是麻麻门巴新村一角（7 月 24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刘东君摄

新华社银川 7 月 26 日电
(记者于瑶)地处宁夏中部的红
寺堡区曾经是生态十分脆弱、
荒漠化严重的地带。作为全国
最大的生态扶贫移民集中区，
20 年来，这里经历了从一片荒
芜到林网如织、风光旖旎的生
态嬗变，成为西北干旱带上的
一颗绿色明珠。

在红寺堡城北，一道 10 万
亩的生态屏障巍然挺立，顽强
阻隔风沙侵蚀。站在绿树成荫
的生态公园顶端，郁郁葱葱的
林带向远方延伸，一株株云杉、
国槐、新疆杨长势喜人，面积
400 多亩的紫光湖波光潋滟，
不时传来喜鹊的叫声。

“红寺堡东、南、西边都有
村庄，唯独北边是荒漠，城北防
护林体系的建成，有效减弱了
城区的风力。”红寺堡区林业局
林综中心主任梁宝银给记者详
细介绍生态防护林的构成，近
处的是生态林，远处的是苗圃，
更远处的是经果林……

这位从事生态建设近 20
年的林业人，见证了红寺堡“沙
丘起高楼，荒漠变绿洲”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20 年前，这里曾
是一片森林覆盖率不足 5% 的
不毛之地，荒山裸露，连只麻雀
都难找，每年沙尘暴达 20 多

次，真的是‘一碗面里半碗沙’。”梁宝银回忆道。
地处毛乌素沙地前缘的红寺堡，年降雨量

不足 300 毫米，蒸发量却超过 2000 毫米，2000
多平方公里戈壁沙丘纵横，一度成为军事训练
靶场。1998 年，黄河水淌进这片沉睡的土地，生
活在“苦甲天下”的宁夏南部山区 23 万名各族
群众迁移至此，形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的生态扶
贫移民开发区。

没有哪个地方像红寺堡那样迫切，需要种
出一片绿来。为了改变脆弱的环境，当地以“生态
立区”为发展战略，按照“南保水土北治沙，扬黄
灌区林网化”的思路，大力推进灌区绿化，加快生
态林业建设和森林资源保护，构筑绿色屏障。

“其他地方是人造天养，红寺堡是人造人
养，生态建设成本高，但我们一直坚持不懈。
2010 年以来，年均投入过亿元作为林业建设资
金。”红寺堡区委书记丁建成说。

红寺堡坚持“宜林则林、宜封则封、封旱并
举”原则，全方位推进“山、田、路、林、渠”五位一
体综合治理。截至去年底，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124 万亩，封山育林面积 34 万亩，开展补植造
林 15 万亩，累计保存林地面积 105 万亩，城市
绿化率、绿化覆盖率和城区人均公共绿地分别
达到 35%、39% 和 27 . 5 平方米，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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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7 月 25 日电(记者惠小勇、
谢佼、黄毅)7 月的松潘草原，高原红柳开
着淡红色的花朵。雪山积雪已融化，流淌出
的股股甘泉，汇聚成两米来宽、清澈见底的
小河，从岷山弓杠岭下蜿蜒南行。这里就是
“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岷山导江”，
岷江在历史上一度被尊为长江源头，至今仍
是长江最重要的支流之一。

51 岁的甲凸茨地早上 7 点就出门了。
他是附近松潘县水晶乡寒盼村的草原巡护
员，负责岷江源头 1 . 5 万多亩草场的禁牧
巡护。这些草场的海拔多在 3400 米以上。
7 月 18 日，阳光火辣，记者随寒盼村村委
会主任也是最基层村级河长的雍忠根色探访
岷江源头，路遇甲凸茨地。

“我当草原巡护员已有 10 年了，夏秋一
周巡一次，冬春一周巡两三次，主要看有没有
滥挖草药、草皮和肥土的现象，这些年这些情
况越来越少了，今天走了 20 多公里没发现一

起。”甲凸茨地一边擦着汗珠，一边告诉记者。
寒盼村和邻村川盼村原来是一个村子，

多年前一场泥石流把一个村冲成了两半，这
是过去生态恶化的教训。这几年湿地公园建
起来，“岷江源”的名气越来越大，乡村旅
游改变了村里的经济结构，大家更加珍惜洁
净的水源。雍忠根色指着湿地公园外一处草
山上的几头牦牛告诉记者：“保护区内全面
禁牧，牦牛数量逐年下降。过去我们养生活
牦牛，现在要养旅游牦牛、生态牦牛。”

岷江水欢快地跳动着。记者来到岷江支
流牟尼沟河旁的包座村，发现这个村的不少
厕所都建起了化粪池，避免了生活污水直排
河流。村级河长、包座村村委会主任白玛旺
扎告诉记者，他做珠宝生意去过很多地方，
看见生态保护越好的地方发展就越快：“我
们在 2008 年就立下村规民约，大家发誓，
不准砍树，不准破坏森林草山，不准占河
道，一根草木都不能破坏！”

治水须治山，治山先植树。在川主寺
镇漳腊三村，村级河长、村党支部书记马
德江曾在当地引进的植树企业栽了 5 年的
树，每棵树包成活挣 3 元钱。当地政府积
极推进农民自主植树，马德江带头成立了
一支 28 人的造林合作社，政府对其进行
培训。以后每植一棵树，合作社有望挣到
15 元钱。

植树治水的效益是综合的。牟尼沟河
边的石坝子村，地势低洼，过去每年发洪水
都要被淹。在不久前席卷四川西部的罕见
暴雨中，这个村奇迹般经受住考验，河水没
有上岸进房。松潘县水务中心主任马树云
对此解释说：“直接原因是牟尼沟河石坝子
村段进行了 4 . 6 公里河道整治，深层原因
是森林水土保持不错，河道不易淤积。”

岷江自高原向下奔流，在与茂县交界
的松潘县镇坪乡解放村进入干旱河谷。两
岸悬崖绝壁，生态脆弱。村级河长、村党支

部书记多吉次仁说，自己一个月有 20 多天在
所负责的岷江河段上巡护，不让垃圾、漂浮物
沿江而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出台了一个
好政策，吸纳贫困户从事生态公益岗位，仅松
潘县就新增了 2000个公益岗位。在这个村，
有 11 名贫困户担当巡河员，每个月有 550 元
工资，极大地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村里每个
月用于装垃圾的编织袋，在重复使用的情况
下，都要用坏上千个。

“以前上游冲下来的死牛烂马，岷江河
谷风大，顺风臭出几里路。现在河长们层层
把守，再也没有这种情况。”多吉次仁说：
“我的名字在藏语里意思是长寿金刚，环境
好了，长寿才有希望。”

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明晰的
责任划分，让垃圾处理井然有序。记者顺岷江
源头连日探访 10 余个村子 200 余公里河道
后，感受到“水宁、河动、景美、岸绿”，正在由设
想，通过各族百姓的坚守和努力，变为现实。

村级河长“接力”守护岷江源头活水

福鼎：巡河进行时

▲ 7 月 25 日，河道保洁员叶志属在桐山溪上清理漂浮
物。

今年以来，福建省福鼎市在生态水环境治理方面，加快
调整完善了河长制实施方案及河长制领导机构，严格落实
县级河长“一月一巡河”，乡级河长“一周一巡河”，专管员
“一日一巡河”制度，全面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确保流域生
态环境优美。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黄勇贤、高博)池塘边的草丛
中， 3只形态各异的水禽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见有陌生人
走近，它们顿时警觉起来，其中形体较大的一只灰羽白
颈、带有黑斑的水鸟摇摇摆摆站起来，扑打着翅膀守护着
同伴。

照顾它们的志愿者田志伟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三口
之家”：试图赶人的是一只 7 岁的叫“卓玛”的雄性斑头
雁，也是“一家之主”，“女主人”是一只 5 岁大的家养
大白鹅，另一只体型较小，外形与斑头雁极其相似的“小
家伙”是它们的“女儿”。

今年 50 岁的田志伟，是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大清河救助站的站长。从 2004 年救助 14只东
方白鹳开始，田志伟与鸟类保护救助工作结缘。他的家乡
乐亭，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
“候鸟驿站”，那里有众多的沿海滩涂湿地，每年都有数
百万只野生鸟类迁徙途中在那里停歇。

2014 年 5 月，暴风雨之后的一天早晨，田志伟发现
了一只瑟缩在芦苇丛中的受伤大雁。田志伟救起了它，为
它取名“卓玛”，让它和一些同在那里“疗养”的野鸟和
两只家鹅生活在一起。

“卓玛”从伤病中恢复后不久，曾经试图飞走。可能
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雁群，七八天之后，它又飞了回来。后
来，为了让斑头雁归群，田志伟自己也曾驱车 2000 多公
里，跨越 6省，从渤海之滨远赴青海湖，帮助“卓玛”寻
找它的伙伴们。

令人遗憾的是，当他们抵达时，雁群已从那里飞往云
贵高原过冬去了。田志伟舍不得把“卓玛”孤零零留下，
于是，他们又一起踏上了归途。

半年之后，“卓玛”给田志伟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
喜：它与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的一只母鹅“坠入爱河”！第
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它们在池塘边安了一个幸福的小
“家”，并接连不断有了“爱情的结晶”。

“每年要下六七十个蛋，每一个蛋，我都进行人工孵
化，”田志伟说。“三年了， 200 多个蛋全都精心地孵过
了，去年终于孵出一只，我把它叫做‘斑头鹅’。”田志
伟说，大雁和家鹅都属于雁科，它们是可以有后代的，属
于杂交物种。

如今的大清河救助站，拥有一支二十余人的护鸟志愿
者队伍，已经成为唐山乃至全国闻名的爱鸟者之家，也是
受伤或迷途鸟儿的温馨“家园”。他们这群护鸟人，长年
累月不求回报地在湿地与鸟为伴，用行动诠释着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真谛。

“我们的责任是让每一只北归的候鸟都能平安地迁
徙，让每一只鸟儿都能在蓝天下自由自在地翱翔。”田志
伟说，随着法律完善和人们保护意识增加，近年来乐亭的
非法捕鸟现象已大为减少，这个“雁鹅之家”也就能长期
安宁而幸福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

“候鸟驿站”护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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