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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归仓过端午，又赶上全国土地日“三十而立”。我
们重温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的道理，领会土生五谷、藏粮于
地的真谛，再合适不过。

耕耘依季节，农事讲时序。6 月 25 日是我国第一部土地
管理法颁布的日子，“土地日”是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全国纪
念宣传日。自第一个全国土地日宣传主题“土地与国情”开
始，从土地与改革、土地与经济、土地与市场、土地与法制、土
地与发展、土地与国家、土地与未来，到土地与转变发展方式、
土地与生态文明建设等等，30 个主题几乎涵盖当代经济社会
发展全部重大主题，而“保护耕地”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从第一个全国土地日算起，关系 10 多亿人吃饭大事的
这条红线，跨越六个五年规划，历次修改法律，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一直都是首要目标。1998 年修法明确省级政府保
护耕地责任及耕地占补平衡等制度，也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设了限；最近一次 2019 年修法，“基本农田”上升为“永久基
本农田”，体现了把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永久化的苦心。

就像一座巍巍大堤，耕地红线也经历了风吹雨打。从
20 世纪末开发区热到几轮房地产热，从“卖地生财”到城市
“摊大饼”，经历几次经济周期，“耕地红线不能碰”“土地闸
门不能开”“地根不能松”理念深入人心。面对地方上一次
次“圈地冲动”，中央三令五申，打响一次又一次红线保卫
战。从整治以租代征“百日行动”，到治理“大棚房”；从实施
几次土地大调查到催生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对乱圈地、滥用
地、占耕地，中央不允许，群众不答应。耕地红线成为我国
法律制度建设、国情教育的重要内容。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不论人的食物构成如何变化、进
化，始终离不开粮食，而粮食离不开耕地。坚持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这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永续发展的生命线。
耕地红线是紧箍咒，也是发动机，要以节约集约用地倒逼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每一粒米的背后都是耕地，每一片垃圾
都可能污染耕地，节约集约资源与严守耕地红线相辅相成，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捍卫自己饭碗的耕地红线守卫者。

(记者王立彬)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一条红线，三十而立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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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记
者李凤双、管建涛、王建)6 月 25
日是第 30 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
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政协联组会上指出，加
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落实落地。

近日，新华社记者深入一些
粮食主产区采访发现，黑土地退
化、地下水超采、土壤污染等问题
治理加快，耕地正重回绿色和健
康，为稳定粮食产能、促进农民增
收奠定基础。

为宝贵黑土“加油”

走进黑龙江省海伦市自新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豆田，脚
往垄沟上一踩，黑土地上留下了
深深的脚印。合作社理事长付正
武抓起一把黑土攥成了团，松开
后黑土又散开落地。

“这是好土，下雨后垄沟里一
般看不到水，地还特别松软，抗旱
保墒能力强。”付正武说，这几年
通过深翻整地、秸秆粉碎全量还
田等综合性措施，黑土地又“有劲
儿”了。

“一两黑土二两油”，黑土是
世界公认的肥沃土壤。但由于长
期垦殖，我国一些地区的黑土地
出现退化，有机质含量下降。近年
来，我国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采
取工程、农艺、生物等多种措施，
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地
保护好、利用好。

黑土地正变得更黑。在黑龙
江省绥化市绥棱县上集镇宝田
村，1030 亩绿油油的水稻连成一
片“稻海”。这是宝田绿色水稻高产
示范区，该示范区近年持续开展
水稻秸秆粉碎深翻还田、增施有
机肥等黑土保护模式，成效明显。

宝田村党总支书记连忠林
说，经有关部门测算，示范区土壤
有机质平均含量比 2015 年提高
3% 以上。

推进休耕轮作，有效“藏粮于
地”。绥棱县克东向荣现代农机专
业合作社去年种了 7000 余亩玉
米，今年轮作改种大豆，每亩补贴
150 元。合作社负责人刘峰说，轮

作让病虫害减少，让黑土地“歇口气”，提高土壤肥力。去年，
黑龙江省完成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 1369 . 39 万亩。

保护性耕作在黑土地上兴起。在吉林省梨树县梨树镇
高家村的一块试验田，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关义新正记录测试数据。当地农民秋天将玉米秸秆
还田，第二年春天用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

关义新对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跟踪研究多年，他说，经
过数据对比，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能减少土壤风蚀、水蚀，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黑土地得到保护，玉米长势更好。

今年 3 月，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
作行动计划（2020 — 2025 年）》提出，中央财政通过现有渠
道积极支持东北地区保护性耕作发展，力争到 2025 年，保
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 1 . 4 亿亩。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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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6 月 24 日电（记者徐金鹏、詹
奕嘉、周颖）“水浮莲遮江蔽河、远望如同大草
原”的情景消失不见，“河水黑似墨汁、河边臭气
熏天”成为过去时……记者近日在流经广东揭
阳汕头两市、流域人口达 467 万的练江走访发
现，随着综合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曾被定性为
“广东污染最严重河流”的练江正逐渐恢复“生
命力”。

自 20世纪 90 年代起，由于大量生产生活
污水直排河流，练江水质一度远超劣 V 类，基
本丧失了作为河流应有的饮用、灌溉等功能，成
为毫无活力的“死水”。2018 年 6 月，练江污染
及整治不力问题被曝光，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
随后批评练江治污“光说不练”，整改任务严重
滞后，水体污染触目惊心。

舆论监督和环保督察给了当地干部“当头
棒喝”。两年来，广东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发
力，加大练江污染整治力度，重点开展“控源截
污”，环境整治欠账被一一补上，环保执法监管

日趋严厉、环保设施建设大幅加速。
为强化重点污染源管控，汕头两年来累

计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1137 家，侦办污染
环境案件 132 宗，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659 宗。

练江流域综合整治是系统性工程，资金
保障是重点。截至今年 5 月，仅练江汕头段
整治就已累计完成投资 276 . 59 亿元，其中
2018 年 6 月以来新增投入 189 . 2 亿元。记
者 20 日在汕头市潮阳区城区污水处理厂监
控平台看到，从进水到出水的污染物浓度大
幅度下降，如化学需氧量从进水时的
106 . 52 毫克/升下降至出水时的 2 . 56 毫克
/升。

潮南区与普宁市分别被称为“内衣之都”
和“衬衫之都”，印染企业排放的大量废水曾
是练江最主要的污染源。2019 年 1 月 1 日
起，练江流域 243 家印染企业全部停产。普
宁、潮南、潮阳三区（市）加快纺织印染中心园
区建设，推动企业入园集中生产、集中治污。

据汕头市练江流域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刘燕飞介绍，截至今年 6 月
中旬，潮南区纺织印染中心内 75 家企业入驻
通用厂房，52 家自建厂房的企业均已入园建
设；潮阳区纺织印染中心园区基础设施已完
成工程量的 89%，污水处理厂进入设备调试
阶段。

近日，记者走访潮阳区护城河支流、金浦
街道梅花湿地公园、谷饶镇谷饶溪等地时看
到，原本遮蔽着练江的水浮莲已消失不见，曾
经黑臭的江水清澈了许多，有的河段还能见
到活鱼与白鹭。

金浦街道梅花湿地公园拥有数百米蜿蜒
栈道和多处观景平台，树木花草与周围稻田
连成一片，不时有白鹭腾飞。金浦街道党工
委书记陈少齐说，练江流域综合整治取得阶
段性成效，让当地群众和外出乡贤看到了党
委政府治污的决心和努力，不少乡贤积极捐
资投入当地环境生态修复，才有了美丽的湿

地公园。
“拖了多年的违建被拆了、污水处理厂建

成了、河道清淤清障也完工了。”谷饶镇党委
书记杨桂青说，堤岸复绿、生态补水后的谷饶
溪清澈见底，原先唯恐避之不及的“臭水沟”
现在成了百姓休闲散步的游玩点。

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前 5 个月，练江
海门湾桥闸国考断面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磷指标平均浓度分别为 34 毫克/
升、1 . 74 毫克/升和 0 . 170 毫克/升，同比分
别下降 20 . 74%、61 . 5% 和 48 . 98%，达到地
表水环境 V 类标准。

曾是“一潭死水”的练江正在恢复生命
力，但治污仍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汕头市
市长郑剑戈表示，将继续加快污水管网建设、
做好农村雨污分流、强化重点污染源管控，引
导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持续巩固提升练江治污的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舆论监督和环保督察后，治污曾“光说不练”的“死水”练江综合整治动了真格

“广东污染最严重河流”正恢复“生命力”

新华社贵阳 6 月 24 日电（记者王丽、向定
杰、齐健）苍茫乌蒙大地，山连着山。在云贵两省
交界处，有条叫牛栏江的河。作为金沙江右岸支
流，它在高原上流淌，千年不断。

牛栏江两岸，万古苍穹造就了如刀削般的
高山峡谷。远观，峡谷断面仿佛一张哀愁的脸
庞，想开口说话，却一言不发。近看，则是一片石
漠化景象，赤裸的山石被镂空，长在缝隙间的松
树只有拳头粗细。就是这样恶劣的环境，也留下
了人类活动的足迹。

中关村，一个坐落在牛栏江边的村子，隶属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斗古镇，全村
4 个村民组有 2 个在山腰，2 个在崖顶。生活在
这里的 287 户人家，世世代代“看得见江却吃不
到水”。

“以前只能用泥陶罐下河背水。”今年 65 岁
的村民陈小二说，他家住中关村水塘组，与牛栏
江水面有 900 米左右的落差。二十世纪 80 年
代，人们经常沿着峡谷中的羊肠小道下山，到靠
近江边的一个出水点取水，一趟背七八十斤水，
要两三个小时。

当地每年的降雨量不算少，但地表留不住
水，天上下的还不够地下漏的。受够了吃水的
苦，村民们想方设法兴修小水塘，收集望天水。

“镇上研究后，决定把江水抽上来。”陈小二
回忆，在县里支持下，投入近 30 万元买水泵、胶
管，经过 10 多天时间安装，终于建成五级提灌
工程，不仅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还让苹果苗、
烤烟苗能够下种，不至于枯死。

为了供水设备正常运转，身为共产党员的
陈小二在悬崖边的提灌站住了四个月零十天。
“24 小时离不得人，水池蓄满了要关闸，冬月间
还得保护管线，免得被冻裂。”他说。

提灌设施使用了两年多时间，中途还换过
大功率水泵，胶管也改成了钢管，五级提灌变成
了两级。然而，用水成本还是高，提一吨水仅电
费就要 20 多元。

经过一次次考验，村民们修水窖的意愿更
加强烈。2015 年，村里在脱贫攻坚决战中开展

了一场“水利大会战”，村民修建 30 立方米以
上的水窖政府补贴 5000 元，20 立方米至 30
立方米的补贴 4000 元。村里陆陆续续修建了
700 多口水窖。村支书龚少永说，如今每家每
户至少有 2 口水窖，不仅配备了过滤沉淀池，
还安装了入户净水器，“现在不仅有水吃，饮
水安全也有保障。”

用水难题解决了，中关村的产业也多样
起来。“烤烟 500 亩、西瓜 800 亩、人参果 300
亩、套种苹果 2600 亩、石榴 1200 亩……”讲
起村里这两年发展的产业，村主任刘万良如
数家珍。这个坐落在牛栏江边的“悬崖村”，如
今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 8000 元。

斗古镇宣传委员、饮水专班负责人马佑
琴介绍，在脱贫攻坚中，贵州农村饮水安全的
标准是“ 1135”，即在水质可靠前提下，老百
姓取水水平距离不超过 1000 米、垂直高度不
超过 100 米，每人每天用水量不低于 35 升。

尽管目前中关村已经能够达到这一
标准，但眼下，一项城乡供水巩固提升工
程正在加快实施，将从 20 多公里外的水
库引来更稳定的水源，真正实现城乡供水
一体化。“这两天安了水管，喝上真正自来
水的日子，应该快来
了。”陈小二满怀期待
地说。

中关村“寻水记”

据新华社兰州 6 月 24 日电（记者王宁、
王晖）山川环抱，泾河蜿蜒，盛夏的黄土高原
铺展成色彩热闹的“调色板”。甘肃省泾川县
朱家涧村的蔬菜种植园里，人头攒动。大棚
里，果蔬飘香，绿意满园。空地上，老肖端了盆
水培韭菜，村民层层簇拥，把他围在中间。

老肖名叫肖建中，今年 56 岁，来自天津
武清区。他个不高、嗓门大，是把种菜的好手。
6 月 19 日，记者随天津扶贫干部来到这里
时，恰遇老肖的“泾川名师工作室”开张，5 名
当地干部和群众当天拜他为师。

来到泾川县王村镇短短 2 个月，老肖已
家喻户晓。这一切要从“穷沟沟”种瓜说
起……

这里气候和土壤适合种甜瓜。甜瓜买卖
虽好，却与朱家涧村无缘。朱家涧村是王村镇
最穷的村，直到今年 2 月，贫困发生率仍超过
18%。

山高、坡陡、沟深，人在山上住，水在沟里
流，七沟八梁进了村，喝口水却难。脱贫攻坚
战打响后，当地政府决定：搬家！选址、建设、
搬迁，历时 3 年，朱家涧村 125 户去年 6 月告
别土窑洞，住上新楼房。

“住得好”还要
“过得好”，增收渠道
在哪里？“学邻村种甜

瓜？缺资金、缺设施、缺技术。”朱家涧村村委
会主任朱存录心急如焚。

他把想法和困难告诉了王村镇党委书记
刘小平，刘小平找到天津扶贫干部、泾川县副
县长袁志兴求助。武清区第一时间制定帮扶
方案，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说干就干。去冬今春，武清支持朱家涧村
陆续建成日光温室 13 座、钢架大棚 235 座，
主要种植甜瓜、辣椒、西红柿等果蔬。

大棚有了，菜种下了，能否长得好？如何
销得好？村民们缺经验，刘小平心里也没底。
为此，刘小平专程跑了一趟天津，寻求种菜专
家支持。老肖当即领命：前往朱家涧村开展技
术帮扶，时间一个月。

一个月很快过去，老肖意犹未尽，于是主
动请缨再干两个月！为了把技术彻底留下来，
老肖选中几个徒弟，把果蔬种植经验倾囊相
授。于是，便有了开头拜师那一幕。

入夏后，朱家涧村 103 棚“天山雪玉”甜
瓜喜获丰收。然而，受集中上市和疫情影响，
有 15 万斤甜瓜出现滞销。得知情况后，武清
区迅速启动消费扶贫应急响应机制，发动干
部群众采购。

另一边，为了尽可能让利给两头百姓，王
村镇组织干部群众一道，昼夜采摘、分拣、包
装、装车。不到两个星期，约 17 万斤的甜瓜分
6 批次送达武清。

“短短一个月，已经挣了将近 2 万块，比
去年全家收入还要多。”47 岁的村民李海玲
难掩兴奋，“如今的生活比甜瓜还甜”。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朱家涧脱贫
的关键。”袁志兴算了一笔账：蔬菜大棚户均
增收 5000 元、“平凉红牛”养殖场户均增收
3500 元、输转劳动力 106 名……脱贫胜利
在望。

“政策只是暂时的，脱贫还要靠自己。”今
年 66 岁的朱存录立志要在退休之前带领村
民真正奔小康。正如他的微信名“骑着蜗牛追
宝马”，道虽阻，梦想永不止步。

穷沟沟“菜富记”

▲这是 6 月 18 日拍摄的牛栏江，中关村坐
落在右岸的悬崖顶上。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朱家涧村山上废弃的土窑洞群（ 6 月
19 日摄）。 新华社发（董鑫摄）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这是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草原风光（ 6 月
18 日摄）。初夏时节，内蒙古中部的锡林郭勒大草
原风景如画。 新华社记者连振摄

夏日草原美如画
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西北部

的花湖生态旅游区（ 6 月 16 日摄）。阿坝是“中华水
塔”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生态修复阿坝秀

 6 月 24 日，参观者从
太平手袋厂陈列馆实行“按
件计酬”打破大锅饭的展板
前经过。

1978 年 7 月 15 日，国
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
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广东
和福建作为先行试点开展来
料加工、来件装配等业务。同
年 7 月，港商张子弥经过考
察，最终确定与当时东莞县
第二轻工业局下属虎门镇太
平服装厂合作创办太平手袋
厂。协议约定港方负责进口
生产设备、原材料及产品外
销，东莞二轻局提供厂房、劳
动力并负责生产，收取加工
费。在当年缺乏资金设备，而
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背景
下，“三来一补”这种贸易模
式迅速打开了局面。继 1978
年 7 月太平手袋厂成立后，
东莞县“三来一补”贸易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到 1979 年
11 月，全县对外加工协议达
205 宗。

为如实记录中国第一家
“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
袋厂的历史，2019 年 12 月
18 日，太平手袋厂陈列馆在
虎门镇正式开馆。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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