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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打造向西开放的高地
|大 |美 |边 |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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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祁连山林木青翠，风景如画。
由于长期过度开采和放牧，祁连山生

态功能曾受到严重威胁。作为全国首批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之一，祁连
山青海片区实施“连山、通水、育林、肥田、
保湖”工程，探路生态系统化治理、一体化
保护，守护祁连山水好风光。

山水林田湖系统化治理

盛夏时节，发源于祁连山南麓的小八
宝河碧波荡漾。如此景象，让从小在河边
长大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阿柔
乡草达坂村牧民多日杰深有感触：“以前山
上开采石棉矿，河道旁堆满矿渣，一刮风灰
尘四起，害得老人和小孩都咳嗽不止。”

祁连山是连接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
的重要通道，是黄河流域的重要水源补给
地，也是黑河和青海湖等内陆河湖的产水
区，对西北地区水源涵养、生态安全具有
重要的屏障功能。由于长期矿山开采、水
电开发、过度放牧，祁连山生态系统碎片
化严重，脆弱性加剧。

2017年，祁连山青海片区被列入国
家首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总
投资20亿元开展水源涵养功能提升、生
态修复制度创新等4大类共134个子项
工程，覆盖范围近6万平方公里。

“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首要打破‘九
龙治水’格局。”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汤
宛峰介绍，改变过去职能部门各管一摊、

各自为战的生态修复方式，一体化解决祁
连山“山碎、林退、水减、田瘠、湿（湖）缩”
等生态问题。

从工程导向变为生态导向

全长574公里的大通河，发源自祁连
山东麓，是黄河重要的二级支流。过去，
大通河流经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
回族自治县时，河道垃圾堆积、采砂点遍
布，生态极为脆弱。

如今，驱车沿河而上，河段自然弯曲
流淌，河心岛绿植密布，却很难看到生态
修复“痕迹”。

“我们注重减少人工干预，最大程度
地还原河道本貌。”门源县山水林田湖生
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办主任贺七十三介
绍，传统生态修复项目，验收时主要看工
程施工量，很多河道两岸就用石笼河堤从
头修到尾。

祁连山青海片区调整过去以工程建
设为主的思路，将水质流量变化、绿化面
积等主要生态指标作为绩效评估重点。
大通河门源段生态修复中，最初规划修建
34公里石笼护岸，经过实地勘探和科学
测算，在不影响防洪前提下缩短为16公
里，其余河段利用缓坡植树等方式修复。
如此既节省投资，又实现生态化修复。

水质变化是河道修复成效最好的体
现。经过3年修复，大通河门源段水质从
Ⅲ类稳定在Ⅱ类以上。参与大通河流域
整治项目的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
限公司监理总监谢承志说：“不再追求工
程建设任务量，优化绩效评估指标，最大

化体现生态效益。”

共享生态修复红利

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试点还与人居
环境改善结合起来，系统推进农村饮用水
源地保护、垃圾收集无害化处理、有机肥
替代，发展生态旅游业、有机农牧业，增强
群众在生态修复中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坐落在祁连县卓尔山脚下的八宝镇
拉洞台村，村民马占仓正忙着清理院落，
打扫客房，迎接暑期游客。去年，他家民
宿收入30多万元。

“过去村里都是旱厕，少数接通自来
水的，也是直排到河滩。”拉洞台村村支书
麻富海介绍，2018年村居环境改善纳入
祁连山保护修复项目试点后，来自北京的
专家在村里住了5个月，围绕自然特点和
村民需求设计方案。

鹅卵石铺设的透水广场，民宿改造实
现开窗见山绿林环绕，各家污水接入管
网，拉洞台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2019
年完工后，全村陆续开起55家民宿，最高
峰日接待游客近2000人。

试点5年来，祁连山青海片区2690
公顷历史遗留无主矿山，6.5万公顷的鼠
害、黑土滩及1500公顷荒漠化草地得到修
复治理；域内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
Ⅱ类以上；青海湖鸟类种类达到228种，数
量超过57万只，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明显。

通过系统总结和推广试点成效和
经验，青海将继续扎实推进祁连山生态
环境修复治理，全力保障祁连山生态安
全。 据新华社

守护祁连山水好风光
——祁连山青海片区生态保护修复试点观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产业种植面积接近4万亩；农
产品加工厂从无到有，开到25家；
硬化路修建达250余公里……

“隘口镇乡村振兴以产业发展
和农村电商为抓手，形势喜人。”重庆
市秀山县隘口镇人大主席杨胜宿向
记者介绍镇里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隘口镇地处重庆、湖南、贵州
三省交界处的红色革命老区重庆
秀山县，因位于狭隘关口之地而得
名，境内有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倒
马坎战斗遗址等多处革命历史遗
迹。过去，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产
业结构单一，曾是重庆市18个深
度贫困乡镇之一。

为了摘掉深贫帽子，隘口镇从
产业发展破题，选定以中药材、茶
叶和核桃为重点发展项目，制定了
3个万亩产业发展目标，成立了11
个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并依托全县
农村电商发展基础，逐渐形成了

“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经
营体系。

隘口镇东坪村党支部书记叶
茂忙碌于中药材黄精的新产品研
发。他大学毕业后在秀山县一家
中药材公司工作，得知家乡产业发
展面临困境，决定回乡发展中药材
产业，并向村民们免费提供了自费
采购的10万余株黄精种苗，主动
上门讲解中药市场需求和国家政
策，传授培训经验和技术。如今，
东坪村种植黄精达500亩。同时，
在产品深加工上做文章，联合农业
科技公司建起了加工车间，生产黄
精酒、果脯等产品，使产品附加值
得到进一步提升。

“只有发展产业，村民们才能
有稳定的收入，才会更有劲头。”叶
茂说。

“90后”何江华是隘口镇规模
最大电商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
司专门收购当地土特产，年销售额
超过2700万元。

何江华说，过去当地土特产很
难卖到山外去，市场和农户之间缺
一个“中间商”，自己看到了这个
商机。

他在镇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月
的乡村电商人才培训班，之后和培
训班的两个同学凑了3万元创办
了电商公司。积攒经验后，2019
年 3人又成立了山水隘口电子商
务有限责任公司，从隘口镇11个
村社及周边乡镇收集各类土特
产。当地产的金丝皇菊、大米、土
鸡蛋一“上网”，就成了“抢手货”，
供不应求。

走进隘口乡村扶贫产业园，宽
敞明亮的电商展示大厅内，各种特
色农产品琳琅满目；电商人才培训
室很是热闹，助力电商人才培训和
网店孵化……记者了解，为了让更
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当地建成
了隘口镇电商研发中心，将具有品
质优势的特色农产品商品化、品牌
化、市场化。

“电商研发中心项目建成后，
产品销售额逐年上升，促进了当地
产业发展，实现了为群众创收的目
标，走上了充满希望的乡村振兴
路。”杨胜宿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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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图上，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
角；而在世界地图上，与八国相邻的新疆
正好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以推进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自身的区
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
布局中，打造内陆开放的高地，丝绸之路
的传奇仍在继续书写。

入夏，伴随着火车鸣笛声，“宁夏—匈
牙利布达佩斯”玻璃纤维纱专列经阿拉山
口口岸出境，发往匈牙利布达佩斯。

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再次扩大
“朋友圈”，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从
65条增至80条，覆盖国内24个省区市，
通达德国、波兰、匈牙利等13个国家。

打通中国向西的通道，畅通国际物流
通道是重要基础。2011年，首列“渝新
欧”国际货运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后
运抵德国杜伊斯堡；5年后，霍尔果斯铁
路口岸迎来首趟通行的中欧班列。至此，
我国四大中欧班列的主要口岸中，新疆就
占据了其中两个，“外引内联、东联西出”
的优势不断凸显。

“中欧（中亚）班列开行以来，新疆霍
尔果斯、阿拉山口两大口岸累计通行进出
境班列超过5万列，仅2021年，中欧班列
运送货物146万标箱，货值749亿美元，
在中欧贸易总额中占比8%。”中国铁路乌
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道路畅通了，如何与周边国家开展合
作。新疆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龙头，推
动霍尔果斯、喀什经济开发区和各类综合保
税区发展，沿边开放经济载体不断丰富。

订单确认、智能理货、打包装箱……

喀什综合保税区内每天都看到工厂繁忙
生产的情景。作为南疆开放型经济发展
新高地，喀什综保区承载着促进国家向西
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任。

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企业
在前期面临原材料短缺、订单减少的压
力，但在当地多部门协调下，企业生产活
力逐渐恢复。“每周要出口两三次货，现在
出关速度很快，企业订单越来越多，今年
前4个月我们的贸易额已接近1亿元。”喀
什综合保税区内一家从事技术进出口企
业的负责人图尔荪阿依·艾尼介绍。

作为新疆向西开放重要的平台，有着
“保税、免税、退税”功能的综合保税区在
推动高水平开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目前，新疆已形成喀什、阿拉山口、霍
尔果斯、乌鲁木齐四大综合保税区。乌鲁
木齐海关介绍，仅今年前4月，4个综合保
税区进出口贸易额95.3亿元，同比增长
130.2%，占新疆外贸总值的18.3%。

不仅如此，通过集群化发展，新疆部
分口岸资源、资金集聚能力不断增强，逐

步实现由“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
经济”转变。霍尔果斯市招商局（商务经
信局）党组书记、局长甄飞介绍，今年以
来，共执行招商引资项目61个，总投资额
348.16亿元，到位资金81.23亿元，同比
增长27%，一批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高、
产业链条长、辐射带动强、收益回报好的
项目逐步落地。

中国向西开放的大门打开了，“一带
一路”沿线的企业和民众既是参与者、见
证者，更是受益者、互利者。

喀什启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书志介绍，企业除常规的国际物流业务
外，还参与了喀什综保区涉外物流运营，
培育中巴、中塔等国际物流干线，已为国
内外逾3000家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国
际物流及咨询服务。

推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站在向西
开放前沿的新疆令世界瞩目。未来，这片
土地还将继续书写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
的精彩篇章。 据新华社

产业+电商
——重庆秀山隘口镇“出山”记

新疆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换装场内正在进行班列换装作业(2021年2月6日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