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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奋进新征程 建设美丽新宁夏

讲述▲

讲述人：陈奇 吴忠市利通区古城镇新华桥村党支部书记

行进笔记

对话

这片“青”，是黄河岸边主色调
2022年6月6日 星期一 晴

家住黄河边，守好“清”铭记“情”
本报记者 秦 磊

这几天，我的手机成了“热线”，很多朋友打电话让我帮
忙预订农家乐。太迟啦！村里 3家农家乐的“6月周末档”早
就排满了。

新华桥村紧邻黄河，自古就受黄河的庇佑。曾经，人们
对母亲河索取太多、保护太少，黄河岸边垃圾遍布、杂草丛
生，河里别说鱼了，连小虾都找不到。

新华桥村被揽在黄河臂弯，村子的兴衰和母亲河休戚相
关。多年前，因为没有产业支撑，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村子暮气沉沉，变成“空壳”村。

其实，我们村有自己的“金饭碗”。流到这里的黄河水经
过几道关口的自然澄清，水质优良，且富含各种矿物质，利于
灌溉。村里种的粮食蔬菜“喝”着黄河水长大，品质和口感都
明显优于市场同类产品。

重拾优势，发展设施农业，让人气“回流”，在家门口挣
钱——新华桥村制定了发展规划。

改变，由外而内。2017年起，村里整道路、修危房、改旱
厕、通水通电通燃气，宽带入户，在家也能“冲浪”。为了给村
民“打个样”，几十年没种地的我，率先承包土地种蔬菜。第
一年，亩均收入五六千元，第二年，产量和收入再创新高。

村民瞧见种菜有赚头，纷纷向我“取经”。我也是个“门
外汉”，咋能给大伙儿传授经验！为了提高村民的种植水平和
蔬菜品质，我们经常请农技专家来传经送宝。今年4月，村里
还成立了“博士工作站”，3位农业博士上门给村民指点迷津。

如今，新华桥村蔬菜的好品质名声在外，根本不用村民
自己找销路，早有客商等在田埂上。村里趁热打铁，兴建温
棚、研发新品，大家种下满满的希望，收获了真金白银——在
我们村，家里有4栋以上温棚的，存款不会少于50万元。

家住黄河边，两年来，我们眼见着河水清了、河岸美了、
河景让人迷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打卡。

黄河美景给新华桥村带来了新商机，去年 10月，村里开
了 3家农家乐，生意异常火爆。今年“五一”假期，农家乐“河
边院子”每天净收入超过1.5万元。

乡村旅游发展了经济，带动了就业。今年，村里计划再
开 12家农家乐，没想到竟有 30多户农户来“竞标”。村上要
求，新建的农家乐必须上档次，村民曾龙仅修房子、整院子就
花了70多万元。

新华桥村世代与黄河为伴，黄河滋润了这一方水土，养
育了这一方人。 （本报记者 秦磊 整理）

河岸旁，候鸟缱绻不愿归；在黄河沿岸的
村庄里，有一群“候鸟”追着幸福“飞”。

被邀请到梁军家做客，这是党家河湾村的
一户普通村民家。梁军说，才回来没几天，屋
里还没收拾利落。

“去了哪里？”
“回城里楼上住了一段时间！”
“楼上”是这里的村民对城里商品房的别

称，党家河湾村在利通区买房的村民不在少数，
他们像候鸟一般，在城市和乡村间自由游走。

“楼上”住的是品质，回乡住的是心情，中
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在西北一隅黄河岸边
的小乡村里，得以被鲜活地展现。

黄河流域，既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

是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
区域，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
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在贺兰县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习近平
总书记重点提到两件事：一是发展现代特色农
业和文化旅游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保障农民利益
放在第一位；二是要注意解决好稻水矛盾，采
用节水技术，积极发展节水型、高附加值的种
养业，保护好黄河水资源。

总书记的心中装着人民，人民也把这份情
刻在心里——沿黄地区干部群众用踏实苦干
改变着周遭，用日新月异的新生活向总书记
汇报！

走在吴忠市古城湾新村宽展的村道上，村
民曹军自豪地介绍：“你数数，4个窗户一户人
家，连房子带院子，每家200多平方米！”

曹军 56 岁。他说，这是过去在梦里都没
有出现过的好日子。

古城湾安澜亭，如今是游客必去的“打卡
地”。站在亭子里，黄河美景尽收眼底。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腾不息，中华民族的
血脉也将永久延续。

回首来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岁
岁安澜的黄河治理奇迹；阔步向前，包括宁夏
人民在内的沿黄儿女，定能唱好新时代的黄河
大合唱，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陈奇 吴忠市利通区古城镇新华桥村党支部书记
我希望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能重点研究如何提高村

民的幸福指数，让农民朋友更具幸福感、获得感。

朱刚 吴忠市利通区古城镇党家河湾村党支部副书记
我希望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能对乡村振兴如何突出

农民主体地位这一问题做重点研究。

曾龙 吴忠市利通区古城镇新华桥村村民
我希望这次党代会能研究怎样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让游

客能在美丽乡村玩得好、留得住，让准备开办农家乐的村民
有钱赚。

朝阳洒落，水面波光点点，两岸满眼青翠。
漫步在黄河吴忠滨河大道古城湾砌护段，看到鱼翔浅底碧波阔，听到游人欢声笑语多，感受到的是

沿岸群众发自心底的满足与感恩。
3天时间，一边看，一边听，一边感受，一边记录。点点滴滴，重构着内心黄河的形象——桀骜不驯的

千年古河，从未像今天这样温顺平和；历经沧桑的黄河人家，如今和幸福撞个满怀。

“那是红柳。”柏晓军指给我看，目光跳过
黄河，落在对岸河滩那一片绿上。

如今的黄河滩地，难见裸露黄沙，绿草鲜
花遍地。除去人工种植的各种植被，还有生态
恢复后，自然生长的林草灌木。

“以红柳居多，它们耐旱、耐盐碱，根扎得
深，几乎不用给水就能枝繁叶茂。”柏晓军顿了
顿，若有所思，“这一点像极了黄河两岸的农家
人，不屈不挠，生命力顽强。”

柏晓军是吴忠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站
长，亲历了黄河吴忠段综合治理全过程，能将
大河的变化娓娓道来。

曾经的黄河两岸，“黄”是不变的底色。河
岸缺少固沙的植被，河水奔流，挟沙而下，一瓢
黄河水，半瓢黄泥沙。

还有风，漫天风沙一度定格在朱刚的记忆
里。党家河湾村紧邻黄河，如今推门满眼绿，

过去开门扑面沙。42岁的朱刚是吴忠市利通
区古城镇党家河湾村党支部副书记，也是土生
土长的河湾人。小时候，一场大风刮过，院子
里堆的黄沙得用平板车推上几车。

40年前，15岁的马生林顶替母亲，进入当
地黄河管理所成为一名巡河员：“河势摆动，河
道年年在变，险患时有发生。”一次骑车巡河，
正赶上狂风大作，堤坝上的石子路坑洼不平，
马生林连人带车被掀到防洪堤下，自行车从头
顶翻过，重重地砸在身边。

巡河员，一天天一年年，磨通了鞋底，熬白
了头发，殚精竭虑，生怕错过一个漏点。

可他面对的是黄河啊，滔滔大河的性格，
怎么会让人轻易看透。

马生林负责的梅家湾段自古是防汛难
点，黄河吴忠段曾 3次遭遇洪灾，梅家湾险中
求生。

古城湾新村 69岁的何学林年轻时参与过
防洪：“每年夏秋季，各家各户的男人都得守
堤，紧要地段，间隔一米就有一个人。”

……
所有回忆，皆成过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对这条河、这群人念兹在兹。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对沿黄九省区而

言，“生态保护”在“发展”之前，是根本前提，也
是重要保障，各地要以更强的大局观念和更高
的责任担当，坚决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

这是一道时代的考题，解题思路是综合治
理，最终答案将造福世代。

今天，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站在黄河岸
边，这扑面而来的青翠，恰是宁夏作答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时代考题的一处生
动注解。

这股“清”，让千年古河增颜值
2022年6月7日 星期二 晴

马生林巡河 40 年，人生的一半时间相伴
黄河，河水流淌进他的血液里。

“你真应该早些天过来！”
“有什么区别？”
“前几天，上游卷下来的泥沙更少，这河

水，清爽的哟……”望着黄河，马生林眼生柔
情，嘴角堆笑，好像面对朝夕相守的爱人，能细
数出她每一天的变化。

我也笑了——眼前的水，已经颠覆了印象
中的“黄”河水，倚栏静观，甚至可以看到缓流
下的小鱼。

古城湾人工湿地依偎在黄河臂弯里，园内
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鲜花争芳斗艳。

吴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掩隐在一片花海
之中。今年 4月之前，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污水

经过人工湿地净化吸附，出水水质达到地表二
类标准后流入黄河。现在，处理达标的水被作
为中水在城市内部循环使用。

尽最大努力减少对黄河水质的影响，宁夏
敢为、有为。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齐抓共管，
覆盖每一条湖河的区、市、县、乡、村五级河湖
长发挥积极作用，层层加压、互相协作、统筹治
污，为碧水入黄河贡献宁夏力量。

人助河改变，河促人改变——吴忠市利通
区金积镇秦坝关村的丁自红2019年加入沿河保
洁队，见证了大河变化，也见证了身边人的变化。

“保洁队刚成立时，招人困难。”丁自红忆
起往昔，时光仿佛一瞬，“当时河岸脏啊，人畜
粪便、动物尸体、装修废料……巡一趟下来，垃
圾能拉几车，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

现在的古城湾黄河岸边，垂柳依依，游人
频频。丁自红巡河一天，垃圾竟成了“稀罕
物”，他说，河岸景美，人更美。

宁夏人对黄河的感情本不一般，黄河之于
宁夏，更是意义非凡。沿黄九省区中，宁夏是
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黄河在宁夏
境内全长 397公里，虽不到其总长的十三分之
一，却滋养了塞上江南。

受益于黄河，宁夏更加珍惜黄河，精心呵
护黄河。

“据监测，吴忠黄河段现有黑鹳、白尾海雕
等珍稀濒危野生鸟类 131种。”吴忠市湿地保
护中心主任周楠说，经过综合治理，一些往来
迁徙的候鸟成了名副其实的“候鸟”，这个

“候”，是“守候”。

这份“情”，在沿黄群众心坎里
2022年6月8日 星期三 晴

寄语党代会

隔空共话黄河水

黄河两岸农家乐

青铜峡市陈袁滩镇唐滩村村民柴春红：
唐滩村挨着黄河。过去，村民灌溉淌水，

想淌多少淌多少，可是现在，没人再会那么
做了。

保护黄河、珍惜用水，是利国利民、造福
子孙的大事儿，村里人想得通这件事，也都积
极地在为节水作贡献。我们村有 10 个队，每
个队有两名网格员，提醒大家用完水后及时
放下水闸。

其实，村民很少需要网格员提醒，大伙儿
互相照看着，谁家的田淌完了水，肯定第一时
间去放闸。今年，村上给每队的水泵都安装
了计量表，以后用水要按计量缴纳资源费。
有了制度和技术上的约束，大家用水更精
细了。

贺兰县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负责人
赵建文：

总书记提出要积极发展节水型、高附加

值的种养业，保护好黄河水资源，这坚定了我
继续做现代农业的信心。

我们要在提升科技水平和节水能力上多
做文章，继续干给村民看、带着村民干，让更
多农民从现代农业中受益。我打算将稻渔空
间发展成为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
手段，用好黄河水，让这块土地焕发出新的
活力。

“河边院子”是附近一带知名的农家乐。
本报记者 白茹 摄

（本报记者 秦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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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收眼底的尽收眼底的““稻田画稻田画””尽显田园诗情画意尽显田园诗情画意。。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左鸣远左鸣远 摄摄

记者：保护好黄河水资源，是“大家”的事，更是“小家”的事；是集体的事，也是个人的事。如何在节约为先的前提下利用好黄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