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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地绿万物并秀，生态山川多姿
多彩。漫步海原大地，七彩南华山层林
尽染。青山为底，城乡建设逐绿而行，一
幅山清水秀的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徐徐
铺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原县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打通从绿水
青山到“金山银山”的通道，坚定不移走
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始终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使美丽海原的全景更加清晰清新、生态
文明的愿景更加可感可及、生态安全屏
障更加坚实稳固。

生态建设是一场持久战，一刻也不能
停歇。如今，海原县站在新起点谋定而
动，吹响生态文明建设新号角：从2027年、
2035年、本世纪中叶3个关键节点，以
前所未有的强度、力度和精度，描绘生态
文明建设新蓝图。

■ 吹响“冲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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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聚焦破解绿色低碳发展面
临的瓶颈，有计划分步实施碳达峰行
动。全面落实自治区碳达峰、碳中和
《实施意见》和碳达峰《实施方案》，完善
海原县“1+N+X”政策体系，深入推进

“碳达峰十大行动”，确保全县安全平
稳降碳。2025 年，新能源发电装机容
量力争超过 300 万千瓦。“十五五”时
期全面实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
控”。到 2030年，全县规划开发风电项
目 2GW、光伏项目 2GW，新能源总装机
容量达到640万千瓦。

多层次多领域开展减污降碳协同
创新。该县将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纳入

“三线一单”分区管控体系，加快推动落
后和过剩产能退出，严控煤炭消费增
长。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控制，加大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及温室气体协
同减排力度。

深入推进“六权”改革。将加强碳
排放权注册登记、交易核查、清缴履约
等环节的信用监管和激励，积极融入全国碳市
场交易。鼓励发展集雨农业，实施农作休耕，推
广节水耐旱作物、农艺技术产品，保持土壤墒
情，使水生态环境质量有效提升。

深入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
校、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绿色商场等绿色示
范创建行动。加大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力度，
持续对城乡建设绿色低碳示范项目给予资金
支持。建立企业生态环保费用提取使用制
度。积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严格落
实“谁污染、谁付费”政策导向。围绕产业绿
色低碳转型、资源节约集中利用、碳达峰行动
等，实施一批项目，切实提升当地生态环境基础
支撑能力。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的海原，
山川见绿为常态，低碳生活成风尚。未来的“美丽
海原”会是什么样子？天蓝地绿、鸟语花香的锦
绣新画卷正在铺开。

海原：吹响生态文明建设新号角

海原县是六盘山系的主要水源涵养
区、中部干旱带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是建设宁夏“中部防沙治沙区”和“南部
水源涵养区”的主角之一，生态建设任重
道远。

坚定不移推动生态优先、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坚持重点攻坚和协同
治理，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突
出问题，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
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自然恢
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因地因时制宜、
分区分类施策，全要素加快生态系统
恢复进程。

确定生态文明建设新目标。到 2027
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显著提高。森林覆
盖率提高到 11.52%，水土保持率提高到
65.63%。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高
到 8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高到 32%

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 53.4%
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
二氧化碳排放和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
物年均浓度、劣Ⅴ类水体比例 6个主要指
标下降，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城乡人
居环境明显改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
式加快形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增
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生态
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成功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

去年，海原县用水总量为 1.2亿立方
米，其中农业用水 1.08亿立方米，占比达
90%。但农业用水多为大水漫灌，水资源
利用率不足 70%。此次全会将解决水的
问题摆在首位，力争在明年年底前初步
完成海原县现代化水网体系建设。

蓄住天上水。充分发挥现有水库、
淤地坝、液压坝等蓄水工程作用，持续涵
养水源，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坚持
积极统筹水资源条件和粮食安全，优化
农业种植结构。旱作区将推广覆膜建设
35万亩以上。

用好黄河水。依托中部干旱带西安

供水水源工程，加快推进高效节水和田
间配套工程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一
体推进项目捆绑实施，力争明年 3 月底
7.3 万亩建成通水，7 月底 12 万亩全部

“喝上”甘甜的黄河水。切实将通水灌区
打造成为城乡居民的“菜篮子”、高端肉
牛的“草袋子”。同时，加快扬黄灌区、库
井灌区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扬黄灌区力
争在 2年内完成剩余的高效节水灌溉项
目建设，库井灌区3年内逐步实施建设。

管住地下水。加快推进南部水源替
换及地下水生态修复工程，根据高效节
水灌溉田间配套工程建设进度，稳步推

进，实施一片、关停一批。对取水工程
专项整治行动第一批核定退出类机井
121 眼，将于 2024 年 8 月底前全部关停。
对全县年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上的752眼
机井安装在线计量设施，实现在线预警
监测，构建全县农业灌溉现代化水网。
对限采区域，将严格按照用水计划执
行，对农业用水超计划取水的，要严格
执行累进加价制度。对未经批准擅自
打井、退出关停后仍然违法取水的，将
实行最严格的处罚、顶格处理，其他违
法取水行为也按照最严的要求和标准
处罚。

■ 写好“水文章”

植绿增绿筑起防沙治沙绿色长城。
2023 年，海原县完成宁夏南部生态保护
修复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等林草建
设 27.3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8.84%，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 65.7%。完成清
水河海原段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及国土综合整治项目（二期）175.41公顷，
完成项目总任务的100%。

持续开展植绿增绿。按照“宜乔则
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的原则分类施
策、系统推进，推动实现“山区林草化、城
镇园林化、道路林荫化、庭院果园化”。
对北部荒漠化草原以自然修复为主、人
工修复为辅，适当辅助种草措施，着力提
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加快退化草
原植被恢复，补播改良天然草场。对南
部草甸草原推行乔灌混交林保护建设，

同时在南华山自然保护区、红羊乡、西安
镇、郑旗乡、曹洼乡及 6个国有林场大力
开展 5.9 万亩天然草原刈割项目。在保
护生态的同时，做到“牛羊不上山、饲草
要入户”。持续实施好南部水源涵养工
程，深入推进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和
西华山国家级自然公园建设。以月亮山
—南华山—西华山为主的山脉为中心，
向中、西部区域逐步延伸。引导干部群
众牢固树立增绿是增优势、护林是护财
富的理念，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
好每棵树、每片林。

统筹推进生态修复。坚持系统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积极谋划西河
流域水土保持与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提
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地埂及周边环境的

生态修复，对地埂宽度大于 1米的外坡，
因地制宜播撒草籽、苜蓿等作物，提升生
态修复功能。同时，对之前已经完成建
设的高标准农田实施补种，让重绿管绿
护绿成为全县共识。

海原县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效能
目标管理考核，对生态环境年度目标任
务完成情况、资金投入使用情况、生态质
量状况等开展全面考核，并将考核结果
作为各级班子、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使
用的重要参考。对执行不力的乡镇党政
负责人不纳入干部调整动议范围。对各
乡镇和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开展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终身追究制，倒逼行业主管部门、生
态环保部门、各级领导班子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

■ 厚植“发展绿”

中部干旱带海原西安供水水源工程通水。

中车风电生产车间。

海原县城全景海原县城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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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在电脑
刺绣车间操作机器。

← 群 众 文 化
活动丰富多彩。

李俊乡蔡祥村宛若江南李俊乡蔡祥村宛若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