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广告
2022年6月2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尹瑶 编辑：邓秀英 校对：刘宏伟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4

本报社址：市中区铁门坎巷33号▲邮政编码：614000▲传真：（0833）2270061▲广告受理地址：市中区铁门坎巷33号207室 电话：2116999▲零售每份：1.00元▲乐山报广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照排印刷

迈步新征程 谱写新篇章
——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长江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孕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
明。四川地处两条母亲河上游，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将筑牢长
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作为四川接
下来五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我们
要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进一步树牢上游意识、强
化上游担当，推进美丽四川建设，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
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
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作为长江、
黄河上游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和
主要水源涵养地，四川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巴山蜀水的秀
美风光，更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和
长远发展。四川要贯彻落实“一

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
写好”等重要要求，自觉扛起长江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责任，筑牢国
家生态安全的战略屏障。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要有力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在保护中实现发展，是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形成更具可持
续性、包容性和韧性的经济发展
方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产业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是筑牢长江
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根本之策。
四川生态本底良好，理应发挥清
洁能源资源优势，有力有序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要坚持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深入实
施碳达峰行动；要加强先进绿色

低碳技术研发应用，强化“双碳”
目标科技支撑；要培育壮大清洁
能源及其支撑、应用产业，走出一
条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支撑四川
未来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尽管四
川自古就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但
生态环境整体复杂脆弱，需要持续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要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稳固

“四区八带多点”生态安全格局。要
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持续实施
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深化黄河干流
堤岸侵蚀治理。国家公园体制是我
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
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

重要举措，要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
家公园，加快创建若尔盖国家公
园，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确保
生态环境总体安全。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要建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的基础支撑，健全的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能够发挥制度管根
本、管长远的作用。更好提升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深入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重点
围绕建立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推

进跨区域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协
同立法和联合执法、完善省级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和监测网络
体系等方面，推动形成更加健全、
效率更高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肩负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使
命，我们必须积极作为，补足短
板、千方百计发挥优势，全面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促进资源永
续利用、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为子
孙后代守护好这一片蓝天、一江
碧水、一方净土。

（原载6月16日《四川日报》）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六论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 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炎炎夏日，在沙漠绿洲小村农
家院葡萄架下，一边享用油亮飘香
的抓饭和热腾腾的烤肉，再来一杯
凉爽的卡瓦斯（新疆本地特色饮
料），实在惬意！近年来，新疆和田
地区一些县市积极打造具有浓厚地
域特色的“网红村”，吸引更多游客
走进和田，助力当地走上实现乡村
振兴的新路。

在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稻香村、
和田市古江巴格乡托万特根拉村，
道路四通八达，村道两旁家家户户
把围墙拆掉或矮化，修葺一新的和
田传统“阿依旺”风格民居、葡萄架、
菜地、果园尽收眼底，村民们利用自
家房屋操办起特色餐饮、农家乐、乐
器店、绣坊、民宿等旅游项目。

和田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艾尼瓦尔·阿迪力告诉记者，2019

年全县脱贫摘帽后，对于如何推进
乡村振兴，县委提出先试点，再以点
带面，稻香村就是乡村“开放式”旅
游的试点村。这个村种植水稻上万
亩，颇有“水乡”风貌，315国道穿村
而过，交通优势明显，最关键的是基
层干部通过细致入微的工作，激发
起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旅游兴村的
热情。

村民艾合买提托合提·依合力
木2021年8月在自家庭院开起了抓
饭店。他说：“去年7月，村委会提
出搞‘开放式’旅游，家家户户要拆
掉围墙，1万多元修的围墙说拆就拆
了？种了一辈子地，搞旅游，能有前
途吗？正犹豫呢，县长、乡长、村干
部就来给大家开会做工作。县长还
在我家住了一晚上，聊了一晚上。
村委会安排35个村民代表到喀什
古城景区考察了3天，我们才知道
在家里搞旅游真能把钱挣了。回来

后在村民大会上，我们就自己当宣
传员说服大家。”

托万特根拉村第一书记阿卜杜
如斯力·图尔荪介绍，实现脱贫后，
现在村里水、电、路、气、通信、安居
房甚至下水管网一应俱全，搞乡村
旅游的硬件条件都具备了。2020
年村里只有7家商户，去年村里开
始发展旅游后，服装店、餐馆、美容
店、农家乐、采摘园等已有52家商
户，30%还是吸引外地人来开的。

去年8月，村民吐尔逊妮莎·吐
尔逊响应村委会号召，拆掉自家围
墙，白天忙着种大棚，晚上在庭院经
营烧烤摊。尽管受疫情影响，游客
较少，但每天晚上她也能挣100多
元补贴家用。

“开放式”旅游让稻香村、托万
特根拉村在当地迅速成为“网红
村”，两个村的两委班子还积极引进
具备实力的旅游经营企业参与运

营，推动村集体经济效益实现提升。
稻香村引进昆仑绿源旅游开发

公司，按照“统一运营、分类经营、品
牌为主、农户参与、收益共享”的模
式运作。在对旧村改造的过程中，
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按照“一户一案
一规划、一房一院一特色、一家一策
一业态”，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
护有机结合，保留农户原有的馕坑、
禽舍、庭院等农家元素不变，保留原
有居住风格不变，最大限度留存“烟
火气”。

昆仑绿源旅游开发公司稻香村
项目负责人张献忠说，按照村民意
愿，全村219户中，66户同意由公司
改造民居，并将房屋租给公司经营，

居民搬到由公司免费提供的和田县
新城区廉租房，并由公司安置每户1
人就业，月工资不低于2000元；其
他153户村民愿意自己改造，自己
经营，同时自愿加盟公司统一运营
指挥或与公司进行股份制合作，公
司只收取加盟管理费用或股份分
红。

在托万特根拉村，和田航宏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以每户每年2万元
的租金，租下村民闲置的房屋和庭
院，改建成徽派仿古农家乐，成为和
田市区群众度假的好去处。目前，
农家乐吸纳全村28人就业，每人月
工资2000元以上。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9日电）

南疆“网红村”在“诗和远方”中铺就幸福路
■ 新华社记者 刘兵 杜刚

新华社天津6月19日电（记者 周润健）“黄梅
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北京时间6月21
日17时14分将迎来夏至节气，标志着炎热的盛夏
来临，意味着高温的炙烤开始。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每年公
历6月 20日至 22日之间，当太阳到达黄经90度
时，为夏至之始，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个节气，也
是夏季第四个节气。“至者，极也”，经过立夏、小满、
芒种的不断蓄积，阳气在夏至达到顶点，大自然笼
罩在一片炎热之中。

夏至来临之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球
一年中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且越往北白昼时间越
长。此后，昼渐短，夜渐长，直到秋分，方得平均，我
国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民俗说法。

夏至，中国古时又称“夏节”“夏至节”，素有祭
拜先祖、祈福美好的习俗。《周礼·春官》中记载：“以
夏日至，致地方物魈”，周代夏至日祭祈神明，意在
消除疫病和灾荒；汉代以后，为祈求五谷丰登，粮仓
充实，历朝历代几乎都有祭拜仪式。

夏至是民间“四时八节”之一，中国人喜欢美食，
不同节令有不同的应景食物。“各地夏至食俗虽有差
异，但吃面却大有共识。夏至新麦已收获，人们尽兴
吃面，有尝新之意，既解馋享口福，也是盛夏的便捷
饭食。南方有阳春面、干汤面、麻油凉拌面等，北方则
有打卤面、捞面、炸酱面、冷面等。”由国庆说。

夏至后不久便会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大
众该如何养生保健？由国庆结合养生保健专家的
建议提醒：饮食上宜清淡，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
适当多吃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
这些食物有利于祛暑益气、除燥祛湿、生津止渴和
增进食欲。

21日17时14分夏至：
盛夏来临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 于文静）近期，
黄淮海大部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农业农村
部19日派出3个工作组并组织专家科技小分队，
赴河北、山东、河南受旱地区，指导地方落实科学抗
旱关键措施，高质量完成夏播任务，推进夏管顺利
开展。

据了解，5月以来，黄淮海地区降雨偏少、气温
偏高，土壤失墒较快，局地出现旱情。特别是6月
15日以来，黄淮海大部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河北、
山东、河南等地最高气温达35至38摄氏度，局部
超过40摄氏度，旱情持续发展，给夏种夏管带来不
利影响。

农业农村部5月底下发通知，提早部署抗旱促
夏种夏管工作。6月19日，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
并组织专家科技小分队，赴受旱地区开展工作督导
和技术指导。

据了解，工作组将实地察看土壤墒情，了解夏
种夏管情况，分析评估干旱影响及发展趋势，研究
提出对策措施。会同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分区域、
分作物制定完善科学抗旱保夏种促夏管技术意
见。指导各地及时抢墒、造墒、补墒播种，落实抗旱
播种技术，确保种足种满、种在适播期；对已播作物
及时充分挖掘水源，应浇尽浇；没有水浇条件地块，
落实相关措施，提高植株抗逆能力。

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
科技小分队指导抗旱保夏种促夏管

从6月19日开始，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计划通过联合调度万家寨、三门峡、
小浪底水库，利用3座水库汛限水位以上
38亿立方米腾库迎汛的蓄水和河道来
水，实施2022年汛前调水调沙。

图为6月19日拍摄的黄河小浪底水
利枢纽工程调水调沙现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苗秋闹 摄）

2022年汛前
黄河调水调沙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