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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宽阔的村道两旁，独立院落的二层别墅整
齐有序，高大的门楼，修剪一新的绿化带，处处
凸显生态宜居的乡村风貌。

这里是汾河入黄口，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
荣河镇庙前村。登临村西的望河台，黄河一号
旅游公路在脚下穿行而过，极目远眺，汾河、黄
河交汇的壮观景象映入眼帘，身后，后土祠威严
肃穆，秋风楼巍然屹立，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谐
交融，生出令人留恋的意境。

综合施治再现大河风光
“原来的汾河水有点发黑，黄河水偏黄，在航

拍的照片上，汾黄交汇口一边黑，一边黄，特别明
显，现在就看不到了。”70岁的杨水旺一边指着
宽阔的汾河入黄口河面，一边给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介绍这些年来他眼中的“变化”。

杨水旺是荣河镇的一名巡河员，每周他都会
在十几里的河岸上巡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有
没有盗捕盗猎，捡垃圾，查违建，反正只要危害到
生态保护的都得制止，还要记录和汇报。”

汾河，黄河第二大支流，被誉为山西的母亲
河。自晋西北管涔山出发，一路奔腾700多公
里，在万荣境内与黄河并行20多公里后，在庙
前村汇入黄河。

在庙前村的秋风楼上至今仍保留着汉武帝
的诗刻：“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过度开发地下
矿藏，汾河流域生态遭到极大破坏，水质受到严
重污染，部分河段甚至出现断流。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
强调，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让
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
光美起来。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期
间，多次谈及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他在察看汾
河流域生态修复和城市环境建设情况时强调，
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再现古晋阳汾河晚
渡的美景，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为了确保“一泓清水入黄河”，近年来，山西
举全省之力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修复。

在汾河入黄前的最后一段，万荣县为改善
流域生态环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重点规
划了汾河入黄口生态修复保护工程。投资5.5
亿元，通过建设人工湿地、护岸工程、生态绿化
等，实现水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治理。

如今，汾河入黄口段重现昔日“荣光幂河”的
美景，汾河一泓清水日夜不息涌入黄河的怀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庙前村北的后土祠，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

的祭祀后土的祠庙，紧邻的秋风楼因藏有汉武
帝《秋风辞》碑而得名。

“2019年，结合4A级景区创建，市里启动
了后土祠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原来散居在后土
祠周边的105户村民整体搬迁到新村安置区。”
庙前村党支部书记冯宙告诉记者，庙前村紧临

河岸，地理位置相对低洼，存在安全隐患，也不
利于汾黄湿地保护。“搬迁前村民普遍使用旱
厕，搬迁后村统一安装了地下排污管道，用上了
自来水，生活品质得到了明显提高。”

洋气的二层别墅中，60岁的李改民讲述着
他记忆中的黄河河道变化，“黄河哺育了庙前村
祖祖辈辈，但庙前人也受尽了黄河泛滥的苦。”
位于庙前村南侧的秋风楼，在历史上就曾多次
被黄河冲毁，多次重建。“新中国成立后，村里修
堤建坝，这才过上了安定生活。”

沿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北行，两侧的生态
修复和湿地保护工程仍在紧张施工，护坡上“青
山绿水生金银，生态修复利长远”的标语向游人
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变化。

“以前住在黄河边，满眼荒滩，生活艰苦不
说出行还不方便，现在环境越来越好了，沿河都
是美景，旅游公路通车后，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在黄河岸边长大的李朝武说到家乡的变化，心
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几年的巡河员经历让杨水旺感受最深的就
是，汾河水比以前清了，每年冬天这里的“大鸟”
越来越多。庙前村国家级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
不远处，矗立在河道中的“一泓清水入黄河”红
色标语牌格外醒目，这里的监测数据同样印证
了杨水旺的直观感受。

监测站内，每天8组在线监测设备实时检测
汾河水的各项指标。“这里是汾河汇入黄河的最
后一道关卡，也是检验汾河水质的一个关键节
点。”庙前站的工作人员,24岁的祁建新告诉记
者，数据显示近年来汾河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
2018年该断面为劣V类，2019年以来稳定达到
V水质标准，真正实现了“一泓清水入黄河”。

今年春天，300多只白天鹅首次做客汾河
入黄口段，并在此栖息。8月初，庙前站附近又
首次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娃娃鱼。在祁建

新看来，“这一切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
生态环境有了根本改善。”

“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
生态好了，咱发展旅游就有底气了。”冯宙表示，
目前村里正在规划建设游客接待中心在内的配
套设施，建设完成后，将依托后土祠及周边景
点，发展黄河乡村旅游。

绿色低碳引领高质量发展
驻足黄河边，一条条蜿蜒两岸的绿色廊道，

一幅幅生态修复的场景，与奔腾大河共绘出一
幅壮美画卷。后土祠、鹳雀楼、大禹渡……沿着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游客在自然和人文景观中
领略千年河东的文化底蕴。

运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促
进中心主任付晓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0年6月，运城市成立了由书记、市长任双
组长的创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多个市直部
门，为示范区建设的快速推进提供了行之有效
的组织架构，完善了顶层设计。

9月8日，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闫中立在“山
西这十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山西将构建“1+
N+X”规划政策体系，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1”即《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已印发实施），“N”即11个市的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规划和10个专项规划，

“X”即相关配套措施。闫中立表示，山西已基本
建立较为完备的规划政策体系，搭建起推动工作
落实的“四梁八柱”，为山西全面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提供有力支撑。

付晓霞表示，只有全民生态文明意识普遍提
高，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黄河保护治理的风气，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才能进入真正
的“快车道”，才能奏响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绿水青山入画来 一泓清水入黄河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大江东去，奔流入海，潮平岸阔，气象万千。新时代巾帼“长江之歌”澎湃
激越，绿色发展之水生生不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习近平总书记为
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下的总基调。南京市作为江苏省唯一跨江布局的城市，拥
有干流岸线近190公里，占全省23%，在长江大保护中肩负着特殊的职责和使
命。

近年来，南京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长江大保护工作放在压倒性位置，以打
造绿色生态带、转型发展带、人文景观带和严管示范带为目标不懈努力。

如何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南京市各级妇联组织充分发挥“联”字优
势，开展区域合作，打造“长江大保护”巾帼志愿系列服务品牌，给出了妇联人
的生动答案。

南京市妇联牵头邀请长江流域城市妇联共同举办“长江大保护 巾帼在行
动”活动，召开长江流域城市妇联主席联席会议，并得到长江流域各地妇联组
织的积极响应，“我们一方面发出了‘长江大保护、巾帼在行动’倡议，就形成巾
帼合力、共推长江保护的体制机制进行了探讨，为长江大保护贡献巾帼智慧和
力量；另一方面，坚持党建带妇建、创新妇联组织建设模式。”南京市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吴曦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鼓楼区妇联先后推动成立下关滨江商务区管委会妇联、长江航运中心妇
联、滨江建设集团妇联、长江汇妇联、水上船娘微家、水上家长学校，将妇联组
织和阵地建设由陆上辐射到水上，成立“守护江豚”巾帼志愿者队伍，针对长江
船娘这一特殊群体的困难和需求，丰富船上文化生活，帮助开展家庭教育，发
挥她们在保护长江母亲河生态环境中的积极作用。

站在全新打造的长江之上的映虹桥上，鼓楼区妇联挂职副主席、下关滨江
商务区管委会综合处副处长石群感慨万千，“治理前的长江岸线大部分是废弃
江滩，杂草丛生，渔民还利用岸坡种菜，环境堪忧；治理后，鼓楼区长江岸线从
南京长江大桥向南一步一景，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映虹桥新晋网红打卡点，还
有下关西火车主题公园文化街区、江豚自然栖息地、欢乐舞台广场夜间亮化工
程，江景、绿化、步道、堤岸相映成趣，古今辉映滨江画卷，光影浮动活力街区。”
对于生活和工作地点都在长江边的石群而言，她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

长江汇是长江上规模最大的以航运互联网服务为基础的绿色综合服务平台，共有员工近
5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女性员工，“她们是我们为长江上40万船娘传达长江大保护精神，接
收船娘需求的重要纽带。在船娘志愿者的倡议下，长江人正在改变以往‘垃圾下江’的陋习，还
一江碧水，造福后代子孙。”长江汇集团副总裁、“长江大保护”巾帼志愿者黄萍介绍。

长江汇向社会承诺“免费接收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获得了船娘们的广泛好评。长江
汇兴隆洲服务区作为长江江苏段首家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全年无休，每天接待船舶100余
艘，黄萍说：“我们开展家电以旧换新业务，把可能对水质产生重金属危害的家电定向回收，得
到了广大船娘的全力支持。自2019年5月，我们共接收生活垃圾超过2万立方米、生活污水
超3万立方米；服务区开展船舶垃圾分类超过200吨，义务回收船舶废旧电子产品超1万件。”

除此之外，沿长江岸线南京段各区妇联也都围绕“长江大保护”积极作为。江宁区妇联率
先在全市实施“长江大保护，家庭总动员——生态环保创新实践计划”环境教育服务项目；栖霞
区巾帼志愿者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建邺区巾帼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走进江边小岛，通过
绘画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感悟江心洲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2017年的科学考察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012头江豚，种群极度濒危，作为评估长江生态
系统状况的旗舰物种，南京江豚保护协会的巾帼志愿者郝旭玲尤为关注江豚保护，“我们定期
在江豚监测站开展丰富多彩的保护江豚公益活动，鼓励渔民转产上岸后加入‘护豚人’队伍中
来，现在，十余头江豚成群结队嬉戏玩耍、频频出水的景象常常引得市民围观。”“长江上的微笑
精灵”江豚向“长江大保护”巾帼志愿者们展露出它们的笑颜。

9月19日，第4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在南京启动，这是长江十年禁渔实施后首次流
域性物种的系统调查，最终数据将在明年公布，“我相信，这个数字肯定会让大家欣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大运河北京段纵贯千年，在北京城发展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北京通州区的母亲河,也
是新时代北京城市副中心最鲜明的城市标
识。秋日的大运河两岸风光秀美，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散步休闲。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全长
1960多公里，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
苏、浙江6个省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
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
脉，极大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
发展。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城市副中心考察时明确指出“通州有不少历
史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
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如今，在京杭大运河的北京通州段，以京
津冀一体化发展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为契
机，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受惠文化发展利好，讲
好运河文化故事，正成为城市副中心居民美好
生活之一。

百姓身边的书房
10月2日一大早，尽管飘着微微的细雨，

家住潞城镇的张女士一大早就带着儿子来到
了大运河边旁的“咱家书房”。

张女士是一名律师，利用假期来
图书馆写论文。她告诉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这里环境优美，有可
供借阅的书籍，还有儿童阅

览区让孩子看书，很适

合全家一起来。
在通州区，每年都会举办“书香副中心”全

民阅读活动，其中一项便是由区委宣传部、区
妇联共同牵头开展的“万人家庭读书计划”活
动。这也让读书成为大运河畔居民美好生活

的一部分。
说话间，又陆续来了几名读者，都是带着

孩子全家一起来的。
“咱家书房”的主人是刘恩东和聂锦荣夫

妇。
据刘恩东介绍，书店的场地由当地政府免

费提供，来馆阅读图书需要提前预约，书店的
一半书籍是可进行售卖的，另一半则是北
京市通州区出资购买的，供周围的居民免
费借阅。

记者看到，宽大的书店里，既有直播设

备，也有供读者读书写字的宽大书桌，还有独
立儿童阅览区。在儿童阅览区，层层的木制阶
梯状图书摆设，吸引着来读书的儿童沉浸其
中。更让人幸福的是，看书累了，还可以去大
运河旁走走，看看大运河清澈的河水和河道两
旁的大好风光。

从书店出来，记者沿着大运河边走边看，拱
形的新北关拦河闸（桥）、雄伟的大光楼、古朴的
燃灯塔，与四周现代化建筑物浑然一

体。楼影、塔影、桥影、云影交相辉映，人文历史
与自然风貌融合在一起，宛若一幅精美的画卷。

书香副中心
环境变美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

富。沿着大运河，聂锦荣感受到了浓厚的书香。
在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北京

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设
施巍然耸立。按照建设计划，三大建筑将在今
年年底基本完工，力争在2023年年底前具备
开放条件。

实体书店，恰是大运河畔文化发展的一个
重要途径。

据了解，通州区今年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
扩大实体书店扶持范围，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实
体书店建设，鼓励属地利用辖区公共空间与书
店开展合作，推动实体书店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升级。另外，还将通过减免房租、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推行“馆店融合”模式。对于具有一定
品牌影响力的示范实体书店到城市副中心开新
店，将采用“一店一策”的扶持政策。

通州区今年扶持实体书店的扶持方式将
增加到四类，除了新开办补贴和运营扶持，还
有活动补贴和政府购买服务。扶持资金今年
重点支持服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开展公
益性文化活动等公共文化服务以及传承大运
河历史文化精髓等方面，促进实体书店优质快
速均衡发展。

用连环画的形式，讲述大运河的历史故
事，是刘恩东的运河梦之一。有了通州区的文
化扶持政策，刘恩东表示，自己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和做好与大运河相关的
文化故事，同时，未来自己也要传播好和推广
好运河文化，让千年运河不仅流淌
在大地上，更流淌在文字中。

大运河畔书香浓大运河畔书香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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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北京市通州区拍摄的横跨大运河的玉带河桥（2022年8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刘宇/摄）

以江河之美映衬时代之美，以江河之兴展现国家之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点流域走

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今日本报推出“江河奔腾看中国”专版，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沿江而
行，选取长江、黄河、京杭大运河等重要江河，以祖国大地上奔腾向前的重点水系为现实经纬和展示窗
口，着力展现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流域发展盛况以及依水而居、安居乐业的百姓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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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入黄口段。 运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供图

南京市鼓楼区妇联、鼓楼区巾帼志愿者参加“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