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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甘肃定西：
引洮工程圆了半世纪吃水梦

引洮之水，圆梦定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

□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处于较低水平，我国是否跌入“低
生育率陷阱”？

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
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降
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的可能。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低
生育率陷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
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二是需要持
续一段时间。

据介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
和生育率低至1.3，这主要受到育龄妇
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

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
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
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
意愿。

“本次普查结果是自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
首次低于1.5，是否会持续低于1.5还需
要进一步观察。”这位负责人说。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
这位负责人预计，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生活
方式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低生育以及由
此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将是世界各国
普遍面临的问题。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
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

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
政策潜力。

“我们将在全面把握人口自身发展
规律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
系的基础上，密切跟踪监测出生人口变
动趋势，相关部门及时反映新情况新变
化，为深入分析研究优化生育政策提供
有效的统计信息支持。”这位负责人说。

低生育率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
现出的新情况新变化之一，我国人口
主要矛盾正由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
挑战。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下降，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与2010
年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
多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比重为
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个百

分点。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分

析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
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随着第二次
生育高峰出生的“60后”群体步入退休
年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
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其中
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增加幅度更
加明显。

“未来，应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从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度和国家中长期
发展层面谋划人口发展，以系统思维和
整体布局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要素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快构建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
环境协调发展的新人口发展格局。”陈
功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 西北师范大学学生 王琤雯

“有了水，洗脸、做饭早上再也
不用去河沟边端水了。以前没有
水，规模养殖搞不起来，只能赶上
几只羊到山沟里放，现在水的问题
解决了，可以在家里搞圈养，不仅
方便，还能多养些！”

4月28日，在甘肃省定西市安
定区李家堡镇马家岔村，说起引洮
工程入村后生活中的各种变化，村
民马玉龙、刘百萍夫妇非常感慨。

在刘百萍的记忆里，“苦”“咸”
是吃水给她最深的印象，用她的话
说，“那水不喝渴得很，喝了苦得
很”；而“人畜共饮”则是最让她为
难和不堪提起的，每天早上去河沟
里挑水，一边是人在打水，另一边
牛羊就蹚在河沟里饮水，这样的画
面让她至今想起来都只能苦笑。

“为啥村民们都是一大早去河
边挑水，原因就是河沟里的水流了
一晚上，前一天浑浊的脏水冲走
了，早上河沟里的水干净！”丈夫马
玉龙这样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马玉龙、刘百萍家以前是村里
的精准扶贫户，2019年他家实现了
脱贫。之所以能过上今天的好日
子，水是不能不提到的一个因素。

“有了水，不仅生活都方便了，
发展生产也有了盼头，我家现在养
了5头牛，十几只羊，还有几头猪，
加上田里的收入，我们老两口一年
能有四五万元的收入。”马玉龙夫
妇对记者说。

定西市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十年九旱，自然灾害频繁，水
资源极度匮乏，是全国最为严重的
干旱地区之一，素以“陇中苦瘠甲
于天下”而著称全国。改变定西市
缺水的现状，是定西人民期盼了半
个世纪的夙愿，也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保障。

曾几何时，马家岔村的村民们
想水、盼水。特别是上世纪50年
代末引洮工程启动以来，洮河水进
村的消息让村民们欢欣鼓舞，但因
为历史原因，引洮工程一度停建，
这让许多老辈的村民望穿了眼也
没有等到洮河水进村。

20世纪90年代初，引洮工程
再次被提上议程。该工程由两部
分组成，分别为九甸峡水利枢纽和
引洮供水工程。九甸峡水利枢纽
工程主要建设项目于2006年11
月开工，2008年完工。供水工程
分一期、二期工程，主要解决城乡

生活用水、农业灌溉用水、工业用
水和生态用水。引洮供水工程可
解决兰州、定西、白银、平凉、天水
5个市辖属的榆中、渭源、临洮、安
定、陇西、通渭、会宁、静宁、武山、
甘谷、秦安等11个县达500万以
上的人口生活生产用水。

2010年初，引洮供水一期定
西市配套工程陆续开工建设，历时
5年的艰苦努力，工程于2014年底
基本完工，建成农村供水工程4项、
城市供水工程2项、水厂5座、输供
水管线5万余公里、各类建筑物
1.58万座，建成支渠131.2公里、田
间渠系920余公里，配套灌溉面积
16.1万亩，实现了与引洮主体工程
同步进入试通水的目标，并于
2015年8月6日正式通水运行。

马玉龙的父亲曾是20世纪五
六十年代引洮工程的建设者，但老
人干了几十年、苦盼了一辈子，最
终没能等到洮河水进村，没能亲口
喝上一口洮河水。就在引洮工程
进村的前几年，老人不幸因病去
世。

引洮工程进入马家岔村后，在
通水的那一天，马玉龙夫妇专门装
了几瓶干净、清甜的洮河水来到父
亲的坟前，恭恭敬敬在坟前祭奠了
父亲，算是了了父亲的遗愿！

在马家岔村记者了解到，
2020年，马家岔村这个昔日的贫
困村实现了整体脱贫。这个距离
定西市2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家
家户户都通上了干净方便的自来
水，有不少人家还在屋子里安装了
马桶和洗澡设施。记者看到，有些
村民的门口还开辟了一个小菜园，
菜园里各种各样的家常菜蔬一片
绿意，长势旺盛，就像村民们的日
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有盼头。

“今天，有了水的日子，是我们
的父辈没有享受到，也想不到的！”
马玉龙对记者说这话的时候，眼睛
湿润了。

“引洮工程一期定西市配套工
程的完成运行解决了定西市安定
区、通渭县、陇西、渭源、临洮5个县
区的农村供水，除临洮县的其他4
个县区的城市供水问题也得到解
决。同时解决了18.9万亩农业灌
溉用水。今天，定西人民期盼了半
个世纪的圆梦工程终于实现了。”
定西市引洮工程管理局副局长王
继宗这样对记者说。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引洮二
期工程主体工程总投资约74.5亿
元，已经于2015年8月开工建设，
计划2022年全面完工。

□ 西北师范大学学生 王琤雯

来到定西市的那一刻，眼前的
景象让我这个外地人很难与书上
说的那个“十年九旱”的城市定西
联系起来。四通八达的柏油路边
种植着一排排小树，走在行人道上
能听到树叶的沙沙响声。还有林
立的高楼，川流的车辆，眼前的一
切，与我去过的许多城市似乎没什
么两样。

但是，谁能想到，在过去，这曾
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城市，这里的人
们会因用水问题而发愁。

当地人说，从前这里都是土
路，房子都是土房子。现在不仅路
修好了，住房变成了砖房，土房子
逐渐成为历史。沿途我更是看到
了易地搬迁政策建的居民住房，墙
壁雪白，小院敞亮。

引洮工程在1961年停建后，村
民们以泉水为生活用水。到了1997
年，安定区巉口镇张湾村实施了

“121”雨水集流工程，使当地户均拥
有两个水窖。雨水集流工程的实施

虽然基本满足了村民们有水吃的需
求，但因为条件的限制，雨水只是经
过简单的沉淀就打上来使用，不仅
又苦又咸，也不卫生。到了2015年
引洮工程通水的时候，村民们才第
一次用上自来水。

通过和马家岔村的村民交流，
我了解到，自来水入户也改变了村
民们昔日的生产生活方式，村民们
能在家里洗澡了，再也不用每天走
很远的路去挑水吃……可以说，引
洮工程是蕴含在定西人心中的一
个梦，而在党的领导下，这个梦想
终于流进了定西人民的家中。

定西的一个个变化让我对党
和国家的一个个好政策有了直观
的认识，引洮工程、易地搬迁等政
策彻底改善了定西人民的生活。
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我，也第一次了
解到西北农村的历史，以及脱贫攻
坚以来农村和农民生活发生的巨
大变化。我在为我们的祖国感到
骄傲自豪的同时，也从心底里祝愿
定西人民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党的
领导下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引洮工程9号隧洞出口总分水闸。袁鹏/摄

（上接1版）

【画外音】

“总书记的每次驻足、细看、询问，
都是对初心的追寻和对历史的尊重。”
回想当时场景，参与讲解的中共一大纪
念馆副研究员杨宇仍能感受到震撼人
心的力量。“就如总书记说的那样，我们
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
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特写·南湖畔】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循着
革命先辈的足迹，从上海乘坐火车赴嘉
兴，瞻仰南湖红船。一百年前的夏天，
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
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
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
了大会全部议程。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驻足许
久。当年全程陪同的讲解员袁晶记得，
总书记仔细观看了馆内的每一幅图片、
每一段文字，原定半小时的参观时间延
长到一小时。这里展出的实物和图片，
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互为印证，
翔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全
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
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
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
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
我们党的根脉。

【画外音】

“近5年有892万人次走进南湖革
命纪念馆参观，他们从党史中重温永不
忘却的初心，感悟历久弥新的精神。大
党和小船，沧桑与青春，使命与担当，每
一份感动都源于一份初心。”袁晶说。

“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
慰历史、告慰先辈”

【长镜头·石库门】

从中共一大会址向西约800米，老
渔阳里，中共发起组成立地；向北约1
公里，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向南约
500米，成裕里，印刷《共产党宣言》首
个中文全译本的又新印刷所旧址……

行走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处处可见
石库门里的红色历史——红色遗迹遗址
和纪念设施600多处，红色基因融入城市
血脉。红色地标展现风华原貌，吸引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感悟百年波澜壮阔。

“把花放到他的墓碑前时，我非常
心痛，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样子。”距离
中共一大会址约7公里，龙华烈士陵
园。《觉醒年代》中陈乔年的扮演者、青
年演员马启越在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墓
前，深深鞠躬。年轻的革命者长眠，但
赤诚的初心穿越时空，仍能激励新时代
的青年。

让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让文
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让英烈模范成
为党史“教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
习教育中，上海让红色城市的光荣历史
绽放光芒。

【画外音】

“少年奔向了远方，旧皮箱装满理
想……”近日，上海市静安区原创红色
戏剧《辅德里》将共产党人衣冠冢藏文
件的故事搬上舞台，主创是平均年龄28
岁的年轻团队。“去掉一百年的‘时差’，
先辈其实是我们的‘同龄人’。他们用
一生践行初心使命，让我们看到伟大是
如此具体，牺牲重于泰山。”《辅德里》

“90后”编剧吴冰说。

【长镜头·南湖畔】

“悠悠的南湖水碧波荡漾，小小的红
船引领起航……”在嘉兴市第一幼儿园，
老师袁瑛正在教孩子学唱《红船谣》，这
首取自“红船精神”专题教育教材的歌谣
朗朗上口。如今，嘉兴的“红船精神”专
题教学，已经覆盖全市从学前到高中各
个学段，并将“红船精神”与学生的德育
实践和职业生涯规划紧密结合。

在南湖旁的嘉兴学院，一批师生将
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改编成话剧《初心》，
以中共一大的真实史料记载为主要情景，
再现“红船精神”的时代魅力。自2017年
首演以来，几届学生演《初心》、学党史，团
队中先后有两百多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画外音】

“一场话剧是一次生动的党史宣
讲，也是让有信仰的年轻人把信仰的故
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去听。历史不仅铭
记奋斗的过去，更是为我们指引奋斗的
未来。”话剧《初心》指导老师王金超说。

“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

【全景·石库门】

沿黄浦江望去，绵延5.5公里的上
海杨浦滨江南段，丰富的工业遗存不再
是“工业锈带”，7座主题鲜明、外形特别
的驿站让游客欣赏滨江美景的同时能
有地方歇歇脚，享受“生活秀带”。

黄浦江对岸，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
心，位于22层的陆家嘴金融城党群服
务中心空间宽敞、活动丰富，让陆家嘴
的企业、白领们找到组织找到家。

菜篮子、米袋子、水电煤气……上
海市城运大厅内的大屏幕前，“一网统

管”时刻关注民生保障类的“获得感”数
据；居民手中的移动终端上，“一网通
办”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超
大城市数字化治理的“两张网”，展现为
民服务的创新之力。

【画外音】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来自对人民的朴素感情。”中
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
党的诞生为上海注入不一样的精气神，
让“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理念在新时代更显朝气与传承。

【全景·南湖畔】

2005年，嘉兴就实现了村村通公
路；2018年，建立了城乡统一基本医疗
保险政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
续16年居全省第一……如今，嘉兴老
有所养、幼有所教，景美人和，人民群众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展现了高水平均衡发展的美好图景。

在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
心，中心党支部书记骆叶青和同事每天
要接听成百上千个求助电话。成立十
几年来，中心累计受理求助440多万件
次，办结率100%，回访满意率99.95%。

一百年前，一叶红船从嘉兴南湖驶
出，引领一个民族书写救亡图存、气壮
山河的史诗；一百年后，南湖秀水依旧，
红色土地换了人间。

【画外音】

“红船，凝聚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信仰，但信仰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
的，而是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骆叶青说。小小红船如今已是巍
巍巨轮，承载着14亿人民的中国梦，乘
风破浪，扬帆远航。

（上接1版）
“总书记对革命先辈和红色历史的

敬重之情给我上了深刻的一堂课。我
要通过更为生动的讲解，让井冈山精神
感染更多的人。”烈士陵园讲解员章婧
当时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了李聚奎、曾
志等革命先辈和胡少海、伍若兰等烈士
的故事，这次讲解经历令她终生难忘。

【红色历史·中央红军长征集
结出发地】

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碑巍然矗立。1934年10月，中央机关、
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在此集结出
发，踏上漫漫征途。

苏区时期，30余万人口的于都县，
几乎每5人中就有1个参加红军；长征
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籍烈士
倒下。

【坐标指引·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碑】

2019年5月，习近平来到于都县，
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城东
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馆。他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
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
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
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奋勇前进。

“在参观时，总书记不时驻足察看，
从他的一言一行中，我们感受到他深厚
的红色情怀。”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仍然
感到振奋，“铭记历史是为了继续前行，
我们要讲好长征故事，以长征精神育
人，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信仰传承·“山”“河”相映】

如今，这片红色土地已经成为人们
汲取信仰力量的精神高地。近年来，平
均每年有100多万人次前往井冈山，瞻
仰革命烈士陵园、参观革命旧址、聆听
革命故事，人们在这里感悟红色精神，
寻找初心信仰。

在于都，革命传统教育已成为当地
学生一门必修课。于都县长征源小学
坐落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旁，
学校师生通过开展奏响红色唢呐、当好

“红娃讲解员”、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
色课本、唱响经典红歌等活动，让长征
精神代代相传。

民生福祉见证赤诚初心

【坐标指引·井冈山神山村】

记者沿着崭新的山路来到井冈山
市神山村，路旁的“笑脸墙”格外引人注
目，众多脱贫村民的笑脸照片拼成了一
个爱心形状，定格下了村民们越来越红
火的美好生活。

2016年2月，习近平乘车沿着崎岖
山路来到神山村，视察村党支部，了解
村级组织建设和精准扶贫情况。他指
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在贫困户张
成德家中，习近平一间一间屋子察看，
坐下来同夫妇俩算收入支出账，问家里
种了什么、养了什么，吃穿住行还有什
么困难和需求。

【红土地新貌·圆梦小康】

最近，村民张成德家里好事连连：
民宿和农家乐生意火爆；外出务工的小
儿子决定留在村里，身边多了一份陪
伴；最让张成德和老伴彭夏英喜上眉梢
的是，大儿子结婚了。

“当时，总书记握着我的手，鼓励我
要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如今致富奔小
康的梦想已经实现了，生活就像糍粑一
样越来越甜！”彭夏英说。

张成德一家美好生活的背后是神
山村乃至井冈山的山乡巨变。在扶贫
政策支持下，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神山
村人均年收入从2015年的2800元增
长到2020年的2.8万元，不少村民开上
了私家车。

2017年 2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
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
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
困县。

【坐标指引·于都县潭头村】

柏油马路穿村而过，白墙黛瓦与绿
树浓荫相互映衬，清池塘、景观亭点缀
其间……初夏时节，记者走进于都县梓
山镇潭头村，一派别致的田园画卷徐徐
铺展。

2019年5月，习近平来到这里，实
地考察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发
展情况。看到总书记来，村民孙观发领
着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高兴地把总
书记邀请到家里。围坐在客厅里，习近
平同孙观发一家和当地镇、村干部拉起
了家常。总书记说：“我这次来江西，是
来看望苏区的父老乡亲，看看乡亲们的
生活有没有改善，老区能不能如期脱贫
摘帽。”

【红土地新貌·乡村振兴】

潭头村是红军村，也曾是贫困村。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与乡村振兴无
缝衔接，村庄蝶变。村里成立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村民们一同发展“富硒食
堂”、民宿与红色研学旅游等项目，大家
有了新身份：讲解员、保洁员、服务员、
厨师……

“入股分红、民宿收入、儿子外出务
工，去年家里年收入达到22万元，这在
过去想都不敢想！”坐在客厅的板凳上，
孙观发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着家里的
收支账。

高质量发展辉映不渝初心

【井冈山新颜·“三轮驱动”】

走进井冈山秀狐智造电子有限公
司，一块块LED巨屏上流光溢彩。“我
们依托 XR 技术生产虚拟拍摄用的
LED大屏，产品被用在许多热播剧中。”
公司负责人闫颖昊说。

秀狐智造只是革命老区拥抱新经
济、培育新动能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智能物联网产业园、新经济产业园、智
慧仓储物流园等一个个新兴产业园勾
勒出井冈山发展新蓝图。

从旅游业“一业独大”到全域旅游、

新型工业、现代农业“三轮驱动”，井冈
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创新驱
动能力不断增强。2019年，井冈山市
全部工业总产值达到92.65亿元，较5
年前增长50%以上，去年获批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5家。与此同时，一个个曾经
偏远的小山村发展起各具特色的精品
民宿，全市有15家农业企业通过有机
认证，有机农产品达到42个。

【于都新颜·传统产业新嬗
变】

人口超过百万的于都县，县域经济
一度缺乏引擎支撑引领，过去以劳动力
密集型为主的服装产业附加值低，农业
发展没有品牌特色。近年来，于都县以
智能制造为核心重塑传统服装产业新
优势。

在于都县赢家时装（赣州）有限公
司，客户根据需求在线选择面料颜色或
款式，下单后数据将直接传输到生产
线，一块块布料按客户个性化数据自动
裁剪，一片片衣料通过智能排产系统传
输给合适工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智能化技术应用可以帮助企业降低
70%管理成本。

智能科技让“老行当”焕发新活
力。几年来，于都县聚集了3000余家
纺织服装企业，全行业产值达到500余
亿元，带动8万多名服装业从业农民工
返乡创业就业。

传统农业则借助富硒品牌声名鹊
起。初夏时节，走进于都县梓山镇万亩
富硒蔬菜基地，丝瓜、辣椒等蔬菜长势
正旺，村民正在棚内采摘，准备装车运
往市场。于都县农业农村局经作办主
任欧阳天泉告诉记者，普通辣椒售价在
每斤2元左右，富硒辣椒可以卖到每斤
7元，还时常被抢购一空。

近年来，于都县利用丰富的富硒土
壤资源，大力发展富硒农业产业，建成
市级富硒蔬菜产业基地9个，去年全县
蔬菜播种面积22万亩，综合产值达30
亿元。于都县委书记陈阳山说，于都县
将重点打造中国于都硒品牌，让老百姓
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从石库门到南湖畔初心百年历久弥坚

“山”“河”映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