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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月2222日是第日是第5454个世界地球日个世界地球日，，活动主题是活动主题是““珍爱地球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环境就是民生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蓝天也是幸福。。近年来近年来，，宁夏围绕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宁夏围绕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施生态优先实施生态优先

战略战略，，持续推进以持续推进以““一河三山一河三山””为重点的生态保护修复为重点的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严格守好土地资源严格守好土地资源，，精细算好精细算好水资源水资源““账账”，”，修复保护修复保护湿地资湿地资源……本报聚焦我区在保护源……本报聚焦我区在保护、、利用自然资源方面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新举措的新举措，，分项分项

探究宁夏在水资源保护利用探究宁夏在水资源保护利用、、湿地资源保护与修复方面的实效湿地资源保护与修复方面的实效，，生动呈现我区生动呈现我区““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打造绿色生态宝地””的务实作为的务实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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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肥沃丰美的土地，一片苍翠葱茏的
树林，一弯泠泠淙淙的溪流、一叠秀美壮丽的
山峦……“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多重元素，组成
了宁夏来之不易的自然资源“家底”。

宁夏自然资源厅的一组数据对这份“家
底”做了精准盘点：截至 2021年年底，全区共
有国有土地 3372.16 万亩，其中农用地为
2308.41万亩；国有林地 622.71万亩，森林蓄
积量达 619 万立方米；国有草地 1582.77 万
亩，天然牧草地占 68.64%；国有湿地 29.19万
亩，现有自然保护地 62个，现有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和植物分别为 107种、26种；全区
已发现矿产资源 49种，煤炭、石灰岩、石膏等
9 种优势矿产查明储量 525.05 亿吨，保有储
量498.83亿吨。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
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彼此循
环不息的生命共同体，以最自然的方式，为宁
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绿色基底。

让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有据可依”

2021 年 4 月，宁夏自然资源厅全国率先
探索开展全域全要素自然资源日常调查监测，
及时查清全区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自然资
源要素“家底”。2021年年底，宁夏完成全区内
外业调查举证，编制形成分析评价报告，建成
全要素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库。

加上全面完成的地理国情监测、矿产资
源国情调查及“三山四色”专项调查，全区自
然资源“一套数据”和“一张底版”至此形成，
为今后宁夏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奠定了大
数据基础。

4月 17日，宁夏自然资源厅在官方网站
发布沙湖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确
权的首次登记公告。作为自然资源登记单
元，该保护区的空间范围、面积、权属状况及

自然状况一目了然。
公告期结束后，若没有异议且条件符合

要求，沙湖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就可以被颁
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

别小看这本证书，它浓缩了前期大量的
资料收集、数据处理和内外业核查成果。凭
着它，不仅能清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
主体、产权边界，全面摸清各类自然资源的
空间范围、面积、质量和数量，还能以此明确
体现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特殊保护监
管等要求。

据了解，宁夏自然资源厅今年还将开展
宁夏火石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16个重要
生态空间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进一步划清
重要生态空间“四条边界”，构建起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制度体系。

今年，我区还将完成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通过分级开
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核算，建立区
本级土地资产管理制度，基本形成符合宁夏
实际的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

让生态保护修复治理“掷地有声”

周末，银川市民张瑜按计划来到石嘴山
市，驱车沿着 302省道缓缓前行，贺兰山石炭
井街道大磴沟区域的春景尽收眼底：曾经的
渣台土山已披满青绿，路旁的山桃花竞相开
放，花香弥漫在风中，久久不散。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护
林员马林涛是这片区域变化的见证者。“以前
这片全是洗煤厂，地下的土都是黑的。”马林涛
说，几年不间断的生态修复治理，令“遍体鳞伤”
的大磴沟逐渐痊愈，不仅山体重新披绿，连岩
羊等野生动物也纷纷重现踪迹。

数据最能说明一切。2022年，宁夏落实

“三山”生态保护修复资金 32.83 亿元，实施
项目 72个，完成矿山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
治 19.68万亩，营造林 150万亩，修复退化草
原 22.87万亩，治理荒漠化土地 90万亩，新增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985平方公里。

截至 2022年年底，全区水土保持率、森林
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湿地保护率分别
达到76.6%、18%、56.7%和56%，“三山”生态环
境质量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功能稳步提升。

激活生态修复的“一池春水”，既需要自
然资源部门统一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秩序，
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也需要调动社会
企业、相关专家、社会公众等多方面主体的
参与热情。

早在去年，宁夏自然资源厅便从参与机
制、重点领域、政策支持等方面尝试描绘“路
线图”，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
修复，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
运作、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

张骞葡萄郡生态修复项目为贺兰山东
麓生态修复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经
验；泾源县探索构建“生态修复+产业导入”模
式，引进3家企业投资3270万元实施燕家山生
态移民迁出区、青龙山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社
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的生动实践，让宁夏生
态保护修复有了更多可能性。

去年至今，宁夏还积极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绿色转型，致力让更
多绿水青山化为金山银山。去年由宁夏自
然资源厅统筹推行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总结推广了全区多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模式。在我区率先编制完成省级自然资源领
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方案基础上，贺
兰县“稻渔空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入选全国
典型案例，为打造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的“宁夏样板”奠定基础。

这一抹“生态绿”怎能让人不爱
本报记者 张 唯

最新的《宁夏水资源公
报》显示，2022年全区降水总
量 131.397 亿立方米，折合降
水深 254毫米，年降水频率为
70%，属枯水年。受降水补给
影响，全区水资源总量 8.924
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偏少
20.3%，更让人无奈的是，其
中矿化度大于 2 克每升的苦
咸水占水资源总量的 30%，人
畜不能饮，土地不能灌。扣除
难以利用的汛期洪水、苦咸水
和生态基流，多年平均可利用
量仅1.5亿立方米。

有人说，宁夏是黄河最宠
爱的“孩子”，那是因为“母亲”
深知这个“小儿子”贫弱的“水
家底”，才多有呵护补其不
足。1987 年 9 月 11 日，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了原国家计委
和水电部“关于黄河可供水量
分配方案报告的通知”，这是
中国首次由中央政府批准的
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即为

“八七分水”方案。宁夏分得
40 亿立方米年耗水量，其中
包括 37亿立方米黄河干流水
和3亿立方米支流水。

因此，宁夏可耗用的水资
源量为 41.5亿立方米，即被经
济社会所耗用的水量，这也是
宁夏严格水资源总量控制要
坚守的第二条“红线”——第
一条“红线”是 72.84亿立方米
以内的取水总量，即各类取水
工程自河湖、水库等水体以及
从地下抽取的水量。

“八七分水”方案以 1980
年实际用水量为基础，综合考
虑了沿黄各省区的灌溉规模、
工业和城市用水增长。30多

年间，我区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沧海桑田的变
化，但用水指标无法增多。为保障工业用水
量，自 2003年起，宁夏探索实施水权转换，即
支持工业企业投资农业节水，节余出来的水用
于工业发展。

然而，水的承载空间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
展空间，水资源瓶颈极大制约着宁夏整体发展
步伐。

近年来，全区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新阶段，积极践行“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
思路，把“四水四定”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严格水资源监管，统筹水生态保护，全面推
进用水权改革，开启了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新
格局。

全区坚持“四水四定”，促进水资源调配合
理高效；严格行业监管，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勇于创新突破，深化用水权改革。近 5年
来，全区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亩均灌溉用水量分别下降 26.7% 、
45.3%、16.4%，产业项目、作物种植的用水效率
效益不断提升；通过科学的调配管理，全区在
实现经济增长、粮食增产、人口增量的同时，用
水持续稳定在 70亿立方米左右，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保障；近 5年来，关停地下水井 2469
余眼，压减超采量近 7000万立方米，地下水可
持续利用得到保障。

做好水文章，依旧是宁夏的重大课题。受
国家年度分配水量及调度指标控制，全区现状
用水仍无法得到充分保障，2023 年度黄河转
入枯水年，并可能出现连续枯水年或特枯水
年，预测到 2035年缺水总量达 14.2亿立方米，
水资源形势将越来越严峻。

同时，发展用水不足、开发利用效率不优、
水资源刚性约束不够……在推进高质量发展
实际过程中，解决这些现实矛盾依然面临巨大
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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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贺兰山，
滚 滚 黄 河 水 ，孕
育了富饶美丽的
宁夏川。

良好的生态
环境不仅是大自
然的馈赠，更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

曾 几 何 时 ，
为 了 摆 脱 贫 困 ，
一些人把目光投
向了大自然，过度
开荒，过度放牧，
过度开采……这
种方式非但没有
为人们带来持续
的 财 富 ，反 而 让
这片原本生态薄弱
的 土 地 ，陷 入 了

“贫困—开荒—生
态破坏—贫困蔓
延”的恶性循环。

面对逐渐恶
劣 的 生 态 环 境 ，
人 们 逐 渐 认 识
到，发展决不能以破坏生态为
代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唯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走
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将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作为先行区建设的前提和
支撑，持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坚持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以高标准规划推
动落实生态优先战略，以高质
量项目落地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大力投入项目资金人才加
快绿色生态建设，推动我区生
态保护修复健康可持续发展。
如今，绿色已经成为宁夏的底
色和名片，自然生态环境的价
值和潜力正不断释放。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守好自然资源“家底”，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此刻春风
又绿宁夏川，在加快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唯有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
为主，才能让塞上山更青、水更
绿，才能让发展的生态底色更
亮更足，才能更多的人享受到
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
美，不断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
全屏障，为地球增添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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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山川，守好自然资源“家底”

←位于永宁县的宁夏鹤泉湖
国家湿地公园。（图片由银川市
湿地保护中心提供）

银川阅海公园的水域依靠黄河生态补水。

4月，银川的早晨，或许有一部分是在湿
地里“醒”来的——在各大湿地公园，绿道杨
柳依依，迎来步履翩翩，水鸟环湖流连，城市
的一天，从与大自然的呼吸共振中开启。

地处西部干旱地区，身为“国际湿地城
市”，银川给出了湿地与城市“相处”的答
案。湿地在保护中利用，在修复中完善，如
同液态的“宝石”，镶嵌在城市之间。湿地并
不总是处于城市郊外，而是融入市民的日常
生活，成为城市生活的诗意背景，实现湿地
与城市的和谐共生。

湿地生态系统，如果视为一个生命体，它
的面积并不恒定，会成长，也会退化，所以不但
需要精心呵护，也需要科学修复。它是湿地生
物的依存，也是调节城市“呼吸”的清新之“肺”。

“银川市率先提出了‘修复湿地’的理
念，湿地修复保护工作始于 2002年，20年间，
如果分阶段来看，前 10年重在保护，主要是
恢复原有面积，后 10年聚焦提升、恢复湿地
功能。”银川市湿地保护中心副主任吕金虎
介绍，银川市在湿地立法、提升湿地景观、建

设滨河水系净化工程、丰富湿地多样性等方
面做了扎实细致的工作。

在银川市宝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工作
人员精心“照料”着湖面中心的芦苇，岸边没
有使用人工围栏，而是尝试使用矮小的木桩
作为自然“隔断”。湿地修复保护工作，正在
逐渐聚焦、精细和注重质量提升。不仅综合
考虑市民休闲的需求，也开始纳入湿地鸟类
的“宜居”需要。留有浅滩，栽种适宜的植物，并
不执着于人工干预的痕迹，而是倾向以更为自
然修复的方式，在保护和发展之中寻求平衡。

我区持续扎实做好湿地保护恢复工作，
特别是加强沿黄等 39处重要河流湖泊湿地
保护恢复，2022年完成湿地保护修复 22.7万
亩，湿地质量和生态功能进一步提升。宁夏
湿地保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我区对银川黄河外滩公园、吴忠黄河、固
原清水河等 6处国家重要湿地，石嘴山星海
湖、平罗天河湾、中卫香山湖等 20处自治区
重要湿地开展湿地保护修复，进行植被恢
复、清淤疏浚、驳岸治理、鸟类栖息地恢复、

完善监测宣教和巡护管护设施等。
通过认真落实湿地保护恢复措施，全区

湿地生态功能进一步提升，湿地动植物种类
和数量逐年增加。“在鸟类迁徙季节，我们制
定了方案，在春、秋两季开展同步调查监测
工作，及时掌握鸟类迁徙状况、种类和数量，
为保护鸟类提供可靠依据。”宁夏湿地保护
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宁夏不断完善重要湿地管理体系，通过
重要湿地建设示范，带动各市、县（区）抓好
一般湿地的保护管理。下一步，将依据国土
三调湿地数据，结合全国湿地二调和湿地产
权确权试点调查增补后数据，进一步融合加
强湿地资源保护管理。

“聚焦打造绿色生态宝地，围绕全区林
草生态高质量发展思路，将持续加强湿地保
护，科学开展湿地修复，稳定湿地面积，提高
湿地保护率，维护生物多样性，努力提升湿
地生态质量和生态功能，助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自治区林
草局相关负责人说。

湿地修复：守护一汪灵动
本报记者 毛雪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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