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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7 月 10 日拍摄的建设
中 的 溇 水 河 特 大 桥（无 人 机 照
片）。

目前，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境内的溇水
河特大桥钢梁吊装即将完成。溇
水河特大桥是宜（都）来（凤）高速
公路鹤峰东段的控制性工程。大
桥全长 328 米，横跨深度 300 多米
的峡谷。

新华社发（杨顺丕 摄）

记者 9 日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了解到，2023 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处于小
浪底水库集中排沙期，调水调沙期间向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的生
态补水已经结束，共向自然保护区补水
1.95 亿立方米，满足了自然保护区提出
的生态补水需求。

今年是黄委自 2008 年以来连续第
15 年调水调沙期间向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补水。在黄河水
滋养下，黄河三角洲正在发生可喜的绿
色变迁。

◆母亲河断流，三角洲生
态告急

补水期间，记者在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黄河口 4 号引水闸看
到，黄河水穿过闸门，沿着引水渠流向一
块块湿地，丛生的芦苇绿茵处处，宽阔的
水面鸟儿群集。

“别看现在这儿芦苇荡漾、鸟欢鱼
跃，但在 24 年前却不是这样。那时黄河
不仅无法向自然保护区供水，而且自身
也干涸见底。”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黄河口管理站站长岳修鹏说。

因为天然水资源贫乏、人类用水日
益增多和缺乏科学管理等原因，黄河从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断流。据黄委
统计，1972 年至 1999 年的 28 年间，黄河
有 22 年出现断流，其中 1997 年断流 226
天，断流河道 704 千米，从入海口一直上
延至河南开封。

“黄河下游频繁断流、进入河口地区
水沙资源量急剧减少，致使黄河河口淡
水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地盐碱
化程度增加，湿地生态功能严重退化。”
山东黄河河务局黄河河口管理局防汛办
公室水调科副科长聂莉莉说。

珍贵的黄河水，是尾闾河道的命脉，
也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的命脉。黄河
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92 年 10
月获准建立，包括黄河现行流路清水沟、
黄河故道刁口河两大区域，主要保护黄

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
类。但其诞生之时便遇到黄河断流，湿
地生态系统不断恶化。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调
水调沙生态补水

为缓解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和
黄河下游断流形势，根据国务院授权，黄
委从 1999 年开始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
度，并于 2002 年起启动黄河调水调沙。
从 1999 年 8 月至今，黄河已实现连续 23
年未断流。

“2008 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黄委
开始有计划地向黄河三角洲清水沟流路
湿地补水。2010 年，黄委又实施了刁口
河流路生态补水。从那时起，通过两条
流路持续向黄河三角洲湿地补水，促进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黄委山东黄河河
务局水调处副处长彭程说。

刁口河流路是 1964 年至 1976 年黄
河入海的故道，也是黄河入海备用流
路。1976 年黄河从刁口河流路改从清
水沟流路入海。从 1976 年至 2010 年，
刁口河停止行水，出现湿地萎缩、海岸
线蚀退、生物物种减少、生态环境恶化
等问题。2010 年实施生态补水，时隔
34 年后，刁口河河道重新迎来生命之
源。

清水沟、刁口河双管“输血”，改
变了以往单一现行入海流路区域生态系
统良性维持困难的局面。

聂莉莉告诉记者，2008 年实施生态
调度后，黄河河口管理局积极与山东黄
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接，全力
为黄河三角洲补充“救命水”。2008 年
以来已累计向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补水
12.49 亿立方米，今年完成向自然保护区
补水 1.95亿立方米。

◆黄河入海流，三角洲生
态美如画

记者补水期间在崔家节制闸见到黄

河河口管理局故道管理处副主任刘印
才时，连续多年担任刁口河生态补水
总调度的他正在进行补水调度，统筹
补水水量、掌握各个节点水位变化，
根据变化加大或减小节制闸开启高
度。

“针对刁口河河道淤积严重和沿
途节制闸、分水闸多的问题，我们积极
推动实施了刁口河二期流路整治工
程 。 今 年 调 水 调 沙 开 始 前 ，刁 口 河
16.8 公里河道疏浚工程已完工，输水
能力大大提高。”刘印才说，连续多年
的生态补水，自然保护区湿地功能退
化问题改善明显，珍稀濒危物种得到
有效保护。

与秋天相比，时下保护区内并非
鸟类最多的时候。但记者行走在风景
如 画 的 保 护 区 内 ，随 处 可 见 各 种 鸟
类。其中，在一个不大的湿地里，看到
了上百只白鹭。岳修鹏说，今年黄河
口管理站范围内白鹭自然孵化了 542
巢 1000 余只。

记者了解到，为保证生态补水专
水专用，更好保护生态环境，利津、河
口黄河河务局水政监察大队和东营市
公安局河口公安分局黄河派出所负责
为刁口河生态补水保驾护航，对重点
河段昼夜巡查管护。

黄河派出所所长、“生态警长”
姜敏说，黄河派出所主动牵头，联合
区直 12 个部门成立“生态联盟”，共
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通过精细执
法，辖区非法取土、取水、排污以及
破坏动植物资源等违法现象得到有效
遏制，黄河口生态环境修复有了更坚
实保障。

水是湿地的生命。经过持续多年
的生态补水，在黄河之水滋养下，黄河
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退化的湿地
得到修复，淡水湿地面积稳步增长；动
植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
明显提高；河口近海生态环境质量趋
于好转，生态系统功能显著增强。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黄河三角洲的绿色变迁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生态补水见闻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上接第一版）
如今的环盐湖大道蜿蜒开阔，道路

两旁绿树成荫，盐湖岸边绿植繁茂，环境
焕然一新。盐湖自行车赛、徒步盐湖等活
动纷纷在此举办，来此休闲漫步的市民，
嬉戏玩耍的孩童络绎不绝。

从“盐”治水
还“湖”一片粼粼波光

盛夏时节，从空中俯瞰，一望无垠的
盐湖就像是大地的一块调色板，远远望
去，红似绸缎、碧如翡翠……“七彩盐湖”
美不胜收。

据专家介绍，“七彩盐湖”的形成受
盐湖中钾、钠等成分的浓度不同，盐藻、
卤虫的繁殖，高温和强光作用等因素影
响。盐池的水量、盐度的稳定、生态系统
的平衡对盐湖五彩斑斓的色彩至关重
要。

对盐湖而言，一时的环境治理容易，
但长久的生态系统保护却不易。为了守
护好“七彩盐池”的壮丽景观，维护好盐
湖原生态系统的平衡，近年来，市委、市
政府从源头入手，大力推进综合水系治
理，通过疏浚河道、连通盐湖内部水系、
保证水循环，控制湖水盐度变化，以保护
好盐湖的原生态系统。

农发行运城市分行以高度的政治站
位，主动扛起“绿色银行”“水利银行”职
能，迅速发挥优势、靠前服务，紧紧围绕
政府相关项目规划，第一时间把水生态
治理和保护项目作为服务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多次与水务
部门及相关企业对接沟通，掌握全市水
生态治理和保护的项目清单，逐项了解
融资需求，积极给予信贷支持。2021 年

以来，累计审批水利建设贷款 37 亿元，
投 放 20.4 亿 元 ，支 持 了 盐 湖 区 11 个 水
库，盐湖半坡调蓄库，夹马口、尊村等灌
区建设，城乡居民饮水和污水治理等项
目建设，全面助力盐湖提升截污和防洪
能力，改善水生态循环，守护盐湖生态系
统平衡。

随着对盐湖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修
复的双管齐下，盐湖自然湿地风貌逐步
恢复。如今的盐湖，一眼望去，湖水清澈，
波光粼粼，飞鸟舒展着翅膀，在湖面上嬉
戏，蓝天白云倒映在湖面，与七彩盐湖交
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山水图
景。盐湖，已成为创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重要区域之一。

从“盐”传承
还“湖”一个文以载道

运城盐湖是我国盐文化的发源地之
一。几千年的盐运历史留下了以盐池禁
墙、池神庙等为代表的文保单位和以“五
步产盐法”、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名人文
化为代表的非遗传承，运城的盐文化不
仅在历史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发展，而且对当代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为了保护、传承、研究和发扬盐文
化，2021 年，市委、市政府将河东池盐文
化博览园作为打造特色“盐文化”的重点
项目，列入“1311”重大工程项目清单。农
发行运城市分行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主
动融入，及早介入，组建工作专班，多次
深入项目现场调研，加强政银企联合办
公，省市县三级联动，科学设计融资方
案，因地制宜创新“生态+文化+产业”信
贷支持模式，第一时间审批并投放贷款

2.6 亿元，加快支持河东池盐文化博览
园建成落地。

该项目包括新建中禁门北和池神
庙南两处历史文化广场，保护性修缮
池神庙三大殿，复建池神庙原有规制
的所有建筑等工程。项目内的河东池
盐博物馆已经建成运营，是中国唯一
的一座全面展示古老池盐五千年文化
的专业博物馆，设有序厅、瑞盐天成、
供食中华、国之大宝、盐务专城、盐化
时代、世纪之约 7 个展厅和 1 个知盐学
堂。池神庙复建修缮后重现了楼宇美
轮美奂、甘泉水流汩汩、绿植郁郁葱葱
的景象。

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拉开了政银
合力打造“盐文化”特色品牌的帷幕。
据悉，农发行运城市分行已经和政府
部门达成合作意向，接下来将围绕“盐
文化”这一核心，根据相关项目进度，
继续支持盐工业遗址文化园、盐池死海
开发、盐宗文旅开发等“盐文化”推广系
列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将达17亿元。

从“盐”融合
还“湖”一个金山银山

运城，是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
一。得益于盐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这
里留下了黄帝战蚩尤、舜耕历山、禹凿
龙门、嫘祖养蚕等传说，留存了永乐
宫、后土祠、关帝庙等历史遗迹。我市
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2 处，
居全国地级市之首，被誉为“中华五千
年文明的主题公园”。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水平的讲话精神，农发行运城市

分行立足运城区位优势、文化优势、产
业优势，以支持打造“盐文化”特色品
牌为切口，依托河东厚重的文化底蕴，
创新“生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贷
款模式，全力支持运城将文旅资源优
势、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
势。2021 年以来，累计审批贷款 23.8
亿元，投放贷款 20.2 亿元，先后支持了
河东历史文化展示中心、运城市会展
中心建设和盐湖舜帝陵、闻喜宰相村
等文物遗迹修复，为我市打造农业强
市、文化强市、旅游强市，以农文旅产
业带动全市经济发展作出了政策性银
行的贡献。

建成后的河东历史文化展示中
心，气势恢宏，巍然矗立在盐池岸边，
与河东池盐博物馆相向而望，集中向
人们展示了运城 100 位历史文化名人
的故事，让游客沉浸式了解河东大地
古今先贤的传奇故事、重大成就和精
神特质，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历史自
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正在建设的运城
市会展中心也将以独特设计和重要功
能，成为展示全市特色农业的省级农
产品进出口平台。

过去的运城因盐而生、因盐而
兴，因“盐运之城”而得名；如今的
运城，依“盐”再扬名，依“盐”促
发展。农发行运城市分行将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城重要指示
精神，坚定扛起“支农为国、立行为民”
的使命担当，紧紧围绕地方政府重点
项目规划，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用
好历史馈赠给这片土地的宝贵资源，
汲取“盐”力量，守好“一片湖”，全力以
赴支持运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一方
百姓安居乐业。

位于江苏东台的黄海国家森林公园景色（7月 10日摄，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江苏省东台市在优化原有风景名胜区的同时，着力发展传统文

化特色旅游，创新文化旅游产品项目，打造一批文旅融合景区。据当地文旅
部门统计，2023 年上半年，全市共计接待游客超过 610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同期
上 涨 0.7％ ，全 国 工 业 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PPI）同比下降 3.1％。
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国内物价涨

幅有所回落，但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展望下
半年，我国物价或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保供
稳价具有坚实支撑。

CPI总体保持平稳运行

稳物价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
任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预期目标定在 3％左右。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CPI持续运行在合
理区间，月度同比涨幅均低于 3％左右的预期
目标，其中 3 至 6 月份涨幅连续处于 1％以下的
低位。

清晨时分，位于湖南长沙的红星全球农产
品批发中心蔬菜交易区一片忙碌景象。“上半
年，市场蔬菜交易量同比增加 52％，交易均价
同比下降 7％。”红星全球农产品批发中心信息
与数字化中心主任张勇说。

业内人士分析 ，供需恢复时间差是今年
CPI涨幅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

“实体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
本身有个过程，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
后，国内生产加快恢复，但需求受收入分配分
化 、收 入 预 期 不 稳 等 因 素 制 约 ，恢 复 仍 显 滞
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
研究员王立坤说。

在 我 国 CPI“ 篮 子 ”商 品 中 ，食 品 占 比 较
高。去年同期因乌克兰危机等导致粮食等食
品价格涨幅较高，使得今年价格涨幅在数据上
相对较低。

从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看，国
内市场供求保持总体平稳。上半年，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7％，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当前，CPI 涨幅总体低位运行，核心 CPI
涨幅也处于较低水平，是受到国际环境复杂严
峻、世界经济低迷、国内需求仍显不足，以及上
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多重因素影响，总的来看是
阶段性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PPI涨幅持续回落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上年同期对
比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PPI 持续下
行，降幅连月扩大，6 月份同比下降 5.4％，降幅
比上月扩大 0.8个百分点。

付凌晖分析，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能
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下行，对我国输入性影
响逐步显现。此外，部分行业国内市场需求仍
显不足，钢铁、建材等行业国内产能充足，而市
场需求仍在恢复，导致相关价格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6 月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同比
降幅在 14.9％至 25.6％之间 ，且降幅均扩大 。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16％、7.2％。

加快推进充电桩、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
电网改造；继续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活动；开展家电换
新、购车补贴等促消费活动……近期，各方聚焦需求侧推出一系列措施，激活企
业发展内生动力。

“随着提振工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企业生产经营稳步推进，工
业品需求逐步恢复，叠加基数效应减弱，下半年 PPI有望温和回升。”王立坤说。

物价保持稳定有支撑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活。物价涨幅长期控制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为宏观政策调控留足空间，可以有效支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猪肉价格在食品价格占有较高比重，对 CPI 运行具有重要影响。针对近期
猪肉价格持续下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启动年内第二批中央猪肉
储备收储工作，并指导各地同步收储，推动生猪价格尽快回归至合理区间。

当前全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为保障汛期重要民生商品不断
档、不脱销，全国多地加大应急保供力度。如江苏确定 881 家生活必需品应急保
供企业，并建立专门供应网络，增加供应网点，跟踪监测粮油肉蛋菜价格走势。

国家能源局督促发电企业落实电煤、燃气稳定供应，保质保量签订电煤和燃
气中长期合同协议，积极应对今夏用电高峰；湖北、北京发放新一轮消费券；电商
平台美团买菜加大荔枝、水蜜桃等应季水果和生鲜商品供应，平价菜场、超级折
扣频道每日上新……近期以来，各方统筹做好保供稳价。

新发地市场被称为北京市民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有关负责人童伟介
绍，近期，内蒙古赤峰、河北承德及北京本地西红柿均进入收获期，本地广茄开始
上市，蔬菜供应充足。

“从全年来看，随着我国市场需求稳步扩大，生产供给逐步增加，供求关系有
望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总的看会保持温和上涨。”付凌晖说。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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