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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武汉农博会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
可尽，青天无到时。”千百年来，无数文人
墨客笔下秀美的长江三峡，在 30年前迎
来了大事件：1994年 12月 14日，被称为
治理、保护和利用长江的关键性工程——
长江三峡工程宣布开工建设。2009年，工
程如期完成初步设计建设任务，2010年，
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综合效益。

“重庆市是三峡移民的主战场。数
据显示，三峡库区（重庆）涉及 15个区县
和主城7个区，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11.96
万人，占全库区移民的 86.4%，完成了 2
座城市、7座县城、94座集镇迁建。随着
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实施，三峡库区（重
庆）累计投入三峡后续资金 800亿元，实
施项目4861个。”重庆市水利局三峡处处
长赵刚说。

近日，记者走进三峡库区的重庆市
忠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三地，
从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民生保障的角
度，探访三峡后续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
目实施为库区带来的诸多变化。

生态优先，让库区环境更美

记者站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镇
的沿江道路上看到，一边是航行在长江
之上的艘艘货轮和游轮，库岸防护带沿
江延伸至远方，防护库岸带上方绿树成
荫；另一边是沿山而上层层叠叠的土家
族民居，土家族人在广场上表演舞蹈“玩
牛”，从游轮下来的游客正沿着石板路步
行上山。

“这样的环境来之不易。西沱镇是
千年古镇，因盐而兴，是巴盐古道的起
点。因三峡工程建设，西沱镇距离江岸
600 米之内的 7000 多人就地安置，新形
成的沿江道路泥泞不堪，游轮靠不了岸，
居民出行困难。”西沱镇镇长唐剑说。

改变，从2018年开始。这一年，西沱
镇岸线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开工建设，项

目概算总投资 1.94 亿元，其中核定三峡
后续专项补助资金1.24亿元。项目建设
包括库岸治理 2.97 公里，沿江道路建设
3.3公里以及市政、景观配套工程。

“项目的建设解决了 3个隐患：道路
安全隐患、生活污水隐患、库岸坍塌隐
患。码头在下游，运输石头、煤炭的重型
车辆从上游运往码头，车辆长期碾压路
面存在安全隐患，因此通过提升道路等
级、拓宽路面来消除隐患；新建一个污水
厂，对原有的污水管网进行整治，雨污分
流，使得污水达到排放标准；西沱镇处于
消落区（水位145米至175米），三峡水库
蓄水以后地质结构不稳定，所以将沿江
围堰纳入整治范围。”石柱县副县长王淑
蓉说。

在实施三峡后续工作的过程中，重
庆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以保护三峡水库水质为核心，切实加
强三峡库区干支流系统治理和消落区生
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筑牢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和库区
城镇消落区库岸实施了综合整治，城镇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森林覆盖率
由2011年的41.8%提高到50%以上，长江
水质总体为优，出境断面水质优于入境
断面，库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重庆市水利局三峡处干部徐晓渝
说：“消落区的生态环境以保护为主，修
复为辅，加强管理和长期观测，让消落区
的植被自然恢复。经过调查，消落区有
土壤的地方 75%被植被覆盖，植被已经
适应了现在的生态环境，自然恢复的效
果非常好。”

文化保护，让历史再现光彩

千年忠县，是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
留存的半座原貌县城。三峡水库 175米
水位线自上而下将忠州老城一分为二，
现留存部分即为忠州老街，是目前重庆
市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巴渝特色山地民
居街巷。

为了还原“三峡风、烟火气、忠州味”，
忠县启动了三峡留城修缮保护工程。“按
照整体保护、不大拆大建、修旧如旧、建新
如旧的方式对老街实施‘微更新’，加上老
街外主干道的建设、汉阙广场和忠州博物
馆的建设，面积 0.5平方公里、长 1750米
的老街一处便是一景，一景便是一历史。”
忠县水利局局长方建国说。

忠县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刘莹告
诉记者，三峡水库蓄水之后，有些历史
文物和建筑在水位线之下，忠县使用三
峡后续资金进行搬迁保护，关帝庙、老
官庙、汉阙等 7 处文物和建筑整体搬迁
到水位线之上的白公祠。同时，实施忠
县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项目、三峡留城
修缮保护工程等 6 个三峡后续资金项
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
相结合。

忠县的文物保护工作只是三峡后续
资金使用的一个缩影。截至今年7月，三
峡库区（重庆）已投入资金 9.77亿元，实
施文物保护项目182项，基本建成以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
忠州博物馆为龙头的 17 家三峡博物馆
群，成为系统展示长江文明和三峡文化
的重要窗口。

民生保障，让移民生活无忧

2022年，当清澈、无异味的自来水通
过输水管道流入西沱片区 4万人家里的
时候，家住在西沱镇独门嘴村的居民谭小
平说：“以前也有自来水，但水质很差，有
土腥味，有时水还浑浊，得烧开了喝。现
在好了，喝的是干干净净的自来水。”

“西沱片区的人畜饮水是山上溶洞
流出的水，通过 20多公里的明渠引到水
厂。明渠经过农田、院落，沿途的居民在
明渠洗衣服、洗菜等，水质是不干净的，
同时也存在饮水安全隐患。”王淑蓉说。

2020年，重庆市水利局将西沱片区
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纳入三峡后续项
目库。项目建设包括 2条新建输水管线

总长 7.5公里、新建配水主管 871米。通
过项目建设，由输水管道直接输送到水
厂，解决了长期以来饮水受污染的问题，
水源环境和水质得到了有效保障。

民生保障工程，石柱县从水质提升
抓起，丰都县从教育入手。今年 9月，来
自丰都县城及乡镇的 597名学生走进了
刚刚建成的重庆丰都育才中学的初一年
级教室。

原来的丰都县城淹没于长江，因三
峡工程，现在的丰都县城是一座全新的
移民县城，与丰都县城的原址隔江相望。

要让移民学生在家门口读名校，由
丰都县政府和重庆育才中学合作办校的
重庆丰都育才中学应运而生。新建成的
学校占地面积 47 亩，包括教学楼、办公
楼、宿舍楼等4栋建筑，道路、管网、绿化、
停车位及运动场等室外附属设施完善。
项目概算总投资 1.53 亿元，资金来源为
三峡后续资金。

重庆丰都育才中学校长魏蓉告诉记
者，目前，首批初一年级的学生已经正式
入校学习，其中有 1/4的学生来自乡镇。
学校新增加了 1890个学位，提升了丰都
县中学办学质量，改善了丰都县义务教
育资源相对短缺的现状。

据了解，通过三峡后续项目的实
施，库区城镇移民小区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功能品质提档升级，环境干净
整洁、山清水秀城美、宜业宜居宜游；农
村移民安置区村村通公路，户户通便
道、自来水，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
大幅改善。

2025 年，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到期。
水利部三峡司副司长王治华介绍，根据

《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十四五”实施方
案》，今后一段时间要着力推进幸福河
湖、美丽乡村、跨区域水网一体化、支流
系统治理、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中下
游崩岸治理等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促
进三峡移民安稳致富，推进三峡库区高
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长江大保护。

一江碧水向东流 两岸青山人和兴
——看三峡库区（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实施效果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 29 日公开通报 2023 年 1 月至 9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
情况。2023年 1月至 9月，全国纪检监察
机关共立案4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54
人；共处分 40.5万人，其中包括 34名省部
级干部。

通报显示，2023年1月至9月，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 261.7 万件
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 81.9 万件
次。处置问题线索 128.3 万件，其中谈话
函询26.6万件。立案47万件，其中立案中
管干部 54人、厅局级干部 2480人、县处级
干部 2万人、乡科级干部 6.5万人；立案现
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4.6

万人。处分 40.5万人，其中党纪处分 33.1
万人、政务处分 10.8 万人；处分省部级干
部 34人，厅局级干部 2244人，县处级干部
1.6 万人，乡科级干部 5.4 万人，一般干部
5.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7.7万人。

根据通报，2023年1月至9月，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
助和处理共 119.7 万人次。其中，运用第
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 78.5万人次，占总
人次的 65.5%；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32.1
万人次，占 26.9%；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
4.4万人次，占 3.7%；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
4.6万人次，占 3.9%。同时，坚持受贿行贿
一起查，立案行贿人员1.2万人，移送检察
机关2365人。

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47万件
其 中 立 案 中 管 干 部 54 人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混寨村种植的西红花迎来采收旺季，
村民忙着采摘、抽丝、烘烤、包装，供应市场。近年来，玉屏侗族自治县依托东西部协作平
台，在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的对口帮扶下，大力发展西红花种植，吸纳当地村民到基地务
工，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胡攀学 摄（来源：大国三农）

□□ 孟庆峰 李秀伟

“感谢咱们区里的助学好政策，我一定不
辜负支持和帮助我的人。”日前，山东省聊城
市东昌府区韩集镇脱贫户石昌芬之子庞传杰
收到困难大学生资助金5000元。东昌府区
为帮助困难学生顺利入学，今年继续开展“阳
光伴我行——大学生英才工程”困难大学新
生慈善资助工作。通过对学生家庭基本情
况、致贫原因以及录取院校、学校学费等情
况进行审核，最终审定符合资助条件的困
难大学新生 74人，资助标准分为 5000元、
4000元两个等级，资助总额达35万元。

近年来，东昌府区聚焦脱贫家庭大学
生入学问题，大力开展爱心助学活动，帮助
了一大批困难家庭大学新生顺利步入大学
校门。截至目前，“阳光伴我行——大学生
英才工程”共资助大学新生 998名，发放助
学金314.8万余元。

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
“阳光伴我行”资助大学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8月 16日，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
治县班母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涛，带着几位
村里的佤族群众和精心准备的佤族织锦产
品以及整架织机，来到了第七届中国-南
亚博览会的会场。这样的场合，陈涛只想
一试，要是不成，就当是带着佤族群众见见
世面。毕竟，与她同行的村民岩华，最远只
到过与西盟县相邻的澜沧县。

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博览会期间
佤族织锦受到热捧，多国贵宾都对其爱不
释手。短短5天时间，岩华就赚到了1.9万
元，2022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才 1.5 万多
元。陈涛说：“这是意外的收获，让人振奋，
佤族织锦完全可以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新
渠道！”

西盟县地处中缅边境，是全国两个佤
族自治县之一。佤族织锦流行于西盟佤族

村寨之间，主要反映佤族在不同历史阶段
的耕织劳作等社会生产活动，以及佤山自
然风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佤族
织锦技艺于2021年5月入选国家第五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可如此好物，却是藏在深山人未识。
陈涛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的驻村

干部，到班母村已有4个多月。驻村之初，
在走访农户了解村情时，爱美的天性让她
对佤族织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涛说：

“佤族织锦太美了，如果能开发出更丰富的
产品，卖到更广阔的市场，村民农闲时织
锦，既不影响发展茶叶、甘蔗等传统产业，
又能通过售卖织锦增加收入。”

有了想法，就要付诸实践。
9月1日，班母村成立了第一家专业从

事佤族织锦生产、销售的农民合作社——西
盟佤锦纺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法人
岩谈说：“过去，我们佤族群众主要用织锦缝

制妇女穿的服饰，有的做成挎包、被套，没人
想过织锦还能拿来卖钱。”

短短几个月，已经有不少当地的佤族
妇女加入佤族织锦生产的队伍。陈涛带着
大家把佤族织锦设计制作成西装裙、领结等
新产品，又带着原班人马参加第二十一届中
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和第十五届中国云南普
洱茶国际博览交易会，让更多的人现场感受
佤族织锦技艺，了解佤族文化。

现在，佤族织锦开始走出佤山，走向更
大的舞台。陈涛已经指导西盟佤锦纺织农
民专业合作社注册了商标，现在正想办法
解决产品制作周期长、供货不稳定等问题。

不过，面对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陈涛还是充满信心：“一条用佤族织锦做
成的西装裙，现在卖 850 元。大家一起
努力，一定能把佤族织锦产业打造成班
母村乃至整个西盟县持续稳定增收的好
产业。”

佤族织锦走出佤山闯市场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焦宏 鲁明）近日，在中国工程院院士、

“最美奋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任
继周教授百岁华诞之际，“任继周草地农
业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兰州大学举行。

研讨会开幕式上，甘肃农业大学草
业学院院长白小明、兰州大学草地农业
科技学院院长李春杰、草种创新与草地
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贺金
生分别作了题为“甘肃农业大学草业科
学发展历程”“兰州大学草业科学发展
历程”“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
全国重点实验室发展历程”的报告。会
议专门举行了任继周院士主编的《中国
农业伦理学》首发式暨《任继周著作集》
电子书赠送仪式。任继周院士通过视频
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
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南志标以

“关于草地农业的若干认识和思考”为
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
学部主任种康以“草种质创新与高效分
子设计”为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院长冯起

以“中国西部沙产业发展模式与对策研
究”为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
学教授沈其荣以“《中国农业伦理学概
论》——世界之问的中国回响”为题作主
旨报告。大会以“农业结构调整与草地
农业”“粮-草-畜系统耦合”“分类系统
与计量单位”“草地培育与季节畜牧业”

“草类植物种质创新与栽培草地管理”
“观赏草地规划与管理”6 大专题进行分
会场研讨，同时进行“试验站建设暨庆
阳建站 40 周年研讨会”“学术期刊建设
研讨会”“农业伦理学教学研讨会”。

据了解，任继周院士从大学时代就
立志改变国人营养结构，上世纪 50 年
代来到甘肃后，扎根甘肃 70 余载，潜心
科研，勤耕不辍，历尽艰辛创立了我国
现代草业科学体系，为我国草业发展和
现代农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以任
继周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曾
经多次向党和政府提出科学建议并被
采纳，任继周院士的多维结构农业思
想，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本次研讨会由兰州大学、中国草学
会主办，甘肃农业大学、草种创新与草
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协办。

任继周草地农业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兰州大学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