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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锁江河两岸 碧水自此东流

湟水河畔，层层叠叠的林带经过深秋的霜

露，染上五颜六色的“妆容”。主河道翻腾的河

水与一侧湿地中清澈的溪流并行而下，其间是

供人休闲漫步的步道。

湟水河是黄河一级支流，横贯青海省西宁

市。曾经，河岸两侧荒滩遍布，河水中泥沙混

杂。如今，河岸两侧林深草密、湿地连片，溪流

清澈见底，步道曲径通幽。

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宋秀华是湟水河治理保护的见证者、参与

者。她说，增绿是湟水河保护的重要方法。在

湟水河沿岸建设湿地不仅可以净水、固土，还

能为市民提供休闲空间。

10 年多来，西宁市沿湟水河打造了由海

湖、宁湖、北川湿地公园组成的 508.7 公顷湟水

国家湿地公园，全市湿地面积增长 87.59 公顷，

湿地率从 47.5％提高到 64.67％。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是全世界泥沙含

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最严重的河流之

一。如今，两岸染绿、径流增大，是生活在黄河

两岸居民最直观的感受。

在甘南地区黄河段，当地大力实施湿地恢

复与保护工程，湿地面积达 567.05 万亩，径流

量增加 108.1 亿立方米。玛曲县河长制办公室

副主任道吉塔举例说，2023 年黄河玛曲段出

境流量达 168.6 亿立方米，较 10 年前提高近五

成；年均水资源补给量达 88.75 亿立方米，较

10 年前提高逾六成。

奔腾的长江也曾因截流、取沙、污染等而

“重病缠身”。

地处四川宜宾的三江口，北上5公里，一座略

显斑驳的白色水塔见证了长江环境的变迁——

这里曾是宜宾长江沿江传统老工业集中

发展地带，分布着火力发电、机械造纸、氯碱化

工等一大批企业。砂石乱采乱堆，污水直排入

江，江水质量持续下降，水生态功能不断退化。

“烟囱里排出的烟尘随风飘到城区，一晚

上就能让干净的窗台落上一层灰。化工厂、造

纸 厂 的 污 水 能 让 江 面 的 白 色 泡 沫 蔓 延 几 公

里。”当地居民回忆说。

2018 年，随着一声巨响，北岸老厂区最后

一根烟囱轰然倒下，宜宾彻底拆除了这片工业

区。这期间，沿江 20 余家化工企业整体搬迁

或关停，拆除取缔餐饮趸船 38 艘，退出占用长

江岸线 5.61 公里……

做“减法”的同时，沿岸建成生态缓冲带近

82 公里，环长江生态廊道近 100 公里……沿

江 自 然 岸 线 率 从 2010 年 的 25％ 提 升 至

2022 年的 97.7％。

《关于加快建设绿色宜宾的决定》《绿

色宜宾发展规划》等规章制度也相继出

台 ，长 江 生 态 修 复 和 保 护 全 面 展 开 。

2023 年 岷 江 干 流 宜 宾 段 水 质 首 次 达

100％Ⅱ类标准，长江、金沙江干流水质

持续稳定达Ⅱ类标准。

统计数据也显示，2020 年以来，长江

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Ⅱ类标准；黄河干流

水质也在 2022年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标准。

黄河“风光”无限 长江孕育“新”机

成片的光伏板形成封育区，让荒滩复绿；

牧民到光伏园放牧，增收的同时，也解决了杂

草丛生形成火患等问题……

从打造绿色能源基地，到形成一整套循环

经济体系，这是发生在黄河上游的一个保护与

发展相互促进的故事——

塔拉滩是黄河上游一处荒滩地，位于青海

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这里常年飞

沙走石，但光照资源丰富。当地政府借此规划

了光伏产业园区。

短短几年间，这里已形成 100 多座光伏电

站，光伏板覆盖面积超过 300 平方公里。

绿色发展的“马达”全速旋转，惊喜与烦恼

同步而来。

喜的是，光伏板阻滞风沙，土壤水分蒸发

量降低，加之清洗光伏板的水相当于不定期

“浇水”，荒滩地开始复绿。

烦的是，草越长越高，影响光伏板发电，并

在秋冬季形成火灾隐患。一些光伏电站开始

花钱雇人割草。

“与其这样，不如让牧民放羊。”中国华能

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相关负责人马逢甲

告诉记者，这就有了“光伏羊”。

数据显示，在塔拉滩建成的光伏园区内，

风速降低 50％、土壤水分蒸发量减少 30％、植

被覆盖度达 80％，真正实现了生态、生产、生活

“三生”共赢。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西北电网清洁能源发电

量达1375亿千瓦时，相当于青海、宁夏、新疆三省

区今夏总用电量，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达40％。

与黄河“风光”无限相比，长江治理推动着

沿江两岸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

站在宜宾三江口“长江起点”石碑处远眺，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大字标语十分醒目。

5 公里外的下江北老工业区已变身为江边

亲水公园。始建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宜宾天原

化工厂，从这里搬迁至新成立的三江新区，重

获新生变身天原集团。

“公司充分发挥自身研发和经营优势，走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不仅在氯碱等化

工领域继续领跑行业，在新材料、新能源领域

也完成布局。”天原集团党委副书记张宗才说。

绿色低碳，不仅是一家企业的选择。宜宾

市努力在绿色低碳的发展浪潮中寻找城市转

型突破、快速发展的机遇。以动力电池产业为

例，宜宾从 2019 年零起步，2023 年年产值已经

突破 1000 亿元。

不止宜宾，地处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的

攀枝花，正在致力于打通氢能“制—储—输—

用”全产业链；大渡河、青衣江与岷江交汇处的

乐山市，已成为我国多晶硅主要生产基地，高

纯晶硅产能稳居全球第一方阵……

守望幸福生活 守护江河安澜

“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明显提升了。”青海

国家公园观鸟协会会长王舰艇对此深有感触。

这些年，生态环境改善提升了沿岸居民生

活品质，生活品质提升又促进了人们生态保护

意识的进一步提升。

翻看王舰艇的摄影集，嬉戏的赤麻鸭、腾

跃的渔鸥、觅食的斑嘴鸭……精彩的照片一张

接着一张。

“西宁市区的湟水河湿地，经常可以看见这

些鸟，我们监测到的就有 160 多种。”王舰艇说，

环境好了，水面扩大，人的保护意识提升，鸟种

逐年增加。“鸟的安全距离、警戒距离、逃逸距离

都在缩短，人与鸟同框的画面越来越多。”

邀上三五好友，泡一杯“三炮台”，坐在黄

河岸边悠闲度过一个祥和的午后……近年来，

兰州文化学者汪小平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到黄

河岸边坐一坐。

兰州是黄河上游第一座大城市，300多万人依

水而生。穿城而过的黄河把兰州城区一分为二。

翻看 20 世纪 50 年代兰州老照片，南北两

山地表裸露，甚至难以找到几棵像样的树。如

今，山河相融，南北两山尽显碧绿姿态。

盛夏的傍晚，黄河之滨晚风拂面，河道内大

河奔流，远望云蒸霞蔚，人们在河畔或结伴品

茗，或散步运动。游客则乘坐羊皮筏子、黄河游

轮，感受西北城市的水域风情。

汪小平说，近十年来，兰州努力建设水清岸

绿景美惠民的幸福黄河，让黄河流域的文化成就

融入现实生活，让群众可感可及。“现在，兰州市

民对黄河的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希望黄河之

滨越来越美。”

绿色发展的实惠，一个重要体现是收入的

增加。

51 岁的文校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

区曲麻莱管理处的生态管护员，这个牧民的孩

子见证了过度放牧给长江源头生态造成的破

坏：草场退化、溪流减少……

“那时候牛羊越养越多，放牧却越来越难。”

文校说，如今牧民们一方面控制牧群数量，草场

恢复了；一方面兼任生态管护员，收入增加了。

“我作为生态管护员，每年有两万多元的收入。”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

宣布设立。为动员更多牧民参与三江源生态

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探索“一户一岗”生态管

护机制，累计 1.72 万名牧民从放牧者变身管护

员，吃上了生态饭。

在江河源头，生态保护已成为全民参与、

全民受益的一项工作。

巴彦喀拉山下，约古宗列盆地淙淙流淌的

雪水，清澈而沉静，汇聚成襁褓中的黄河。从

漫漫流淌在草原上，到汇聚成势一路向东。

姜根迪如冰川孕育出如同大地血脉的沱

沱河水系，最终汇流成奔涌的长江，支撑起一

条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带。

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哺育着中

华儿女以崭新的姿态，迈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新华社西宁 10月 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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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姜琳

吃饭、消费、看病取药、借阅图

书、缴纳水电费……在重庆市江津区

珞璜镇碑亭社区，一张社保卡就能满

足居民大多数日常生活需求。

在 广 州 市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市 民

不用来回换证件，手持社保卡可以

完成从入门刷卡、取号排队到综合

受理、领取文件等全部操作，实现高

效办事。

随着各地不断创新拓展社保卡

的应用，这样的“一卡通”场景越来越

多。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全国社保

卡 持 卡 人 数 达 13.86 亿 人 ，覆 盖

98.3％的人口，其中 10.3 亿多人同时

在手机中领用了电子社保卡。加载

更多便捷服务的“小卡片”，将更好服

务“大民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

有关负责人介绍，社保卡的应用场

景已从就医、买药、领取养老金等基

础功能，延伸至民生服务的方方面

面。作为社保卡的线上形态和电子

证照，电子社保卡与实体社保卡一

一对应、功能相通，是持卡人享受服

务 的 电 子 凭 证 和 结 算 工 具 。 2023

年电子社保卡服务总量已达 151 亿

人次。

“目前人社领域已实现‘全业务

用卡’，群众持社保卡或者扫码即可

快捷享受身份凭证用卡、社保缴费

凭卡、工伤结算持卡、就业社保等补

贴 待 遇 进 卡 等 95 项 服 务 。 电 子 社

保 卡 为 国 家 和 28 个 省 级 政 务 服 务

平台提供登录及身份认证服务。”上

述负责人表示。

从 跨 领 域 用 卡 看 ，各 地 以 高 效

办成“一件事”为契机，加快推进社

保卡居民服务“一件事”，推动社保卡在本地和

跨省异地就医、购药等领域应用，通过社保卡

发放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实现持社保卡乘坐公

交地铁、公园入园、景区购票、借阅图书、进博

物馆及展览馆等。

据 记 者 了 解 ，电 子 社 保 卡 已 有

服 务 渠 道 400 余 个 。 除 电 子 社 保

卡 APP 及 微 信 、支 付 宝 小 程 序 外 ，

还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

客 户 端 小 程 序 、掌 上 12333APP、

云 闪 付 APP、各 社 保 卡 服 务 银 行

APP 等。

在 社 保 卡 跨 区 域 应 用 方 面 ，多

地 也 正 在 加 快 推 动 。 长 三 角 三 省

一 市 已 有 65 个 居 民 事 项 支 持 一 卡

通用，2800 余个文旅场馆支持一卡

通游，2.4 万家医院和 6 万余家药店

支 持 一 卡 通 结 。 截 至 9 月 底 ，川 渝

两 地 已 共 同 设 立 社 保 卡 通 办 服 务

网 点 超 6042 个 ，累 计 提 供 通 办 服

务 56.49 万次。

今年以来，重庆、四川、广东等多

省份出台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

通条例。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相

继通过了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卡一

卡通规定，共同推进“多卡集成”“一

码通用”。多地区加快立法，为高质

量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

设提供法治保障。

“ 下 一 步 ，我 们 将 把 更 多 民 生

服务纳入电子社保卡中，推动更多

事 项‘ 打 包 办 ’‘ 关 联 办 ’。 落 实 社

保卡居民服务‘一件事’工作，深入

推 动 电 子 社 保 卡 在 就 业 和 人 力 资

源服务、社保服务、就医购药、交通

出行、文化体验等领域的‘一件事’

应用，以电子社保卡作为线上服务

载体，向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信 息 中 心 上

述负责人说。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2024 年

初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

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的通知》要

求，到 2025 年，省级“一卡通”普遍实现，区域

“一卡通”形成趋势；到 2027 年，基本实现全国

“一卡通”的目标。

（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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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使用补贴资金超6600万元

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五部门今

年 8 月联合发布《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

方案》以来，截至 10 月 22 日，已有 30 个省份出

台实施细则，使用补贴资金 6600 多万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在补贴金额、补贴方

式、消费者所能享受的补贴次数上有所不同。

补 贴 金 额 不 等 。 部 分 省 份 规 定 每 车 补 贴

500 元，有的省份则设定了根据购买新车的价值

梯度补贴。江苏规定，新购电动自行车价格在

2000 元（不含）以下的补贴 300 元，价格在 2000

元（含）至 3000 元（不含）的补贴 400 元，价格在

3000 元（含）以上的补贴 500 元。多个省份明

确，旧车残值可在新车购车金额中抵扣，且不计

算在补贴内。

补贴方式有差异。在云南，消费者交回并

注销老旧电动自行车，购买新车时，结算平台自

动核算补贴金额并核减；在广东，消费者需先报

废旧车及注销旧牌号再购新车，最后将相关资

料填入小程序申报补贴，补贴资金将一次性发

放至个人账户。

补贴次数也不同。在广东，每人最多可申请1

次补贴。在云南，每交回注销 1辆旧车并购买 1辆

新车可申请 1次补贴，每人最多可申请 4次补贴。

在河北，每人最多可以参与3次以旧换新活动。

此外，各地出台的政策都明确鼓励锂电池

换铅酸电池。如江苏提出，对交回老旧锂离子

蓄电池电动自行车并换购铅酸蓄电池电动自行

车的消费者，在每档补贴标准基础上增加 100

元补贴。

广东省电动车商会执行会长蓝世有表示，

此次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鼓励引导市场

上核心零部件老化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动自行

车置换成符合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车型，以满足

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不断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以旧换新销售额已达4.6亿元

记者来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前兴路的雅迪电

动自行车店，市民杨洁正在办理以旧换新业务。

杨洁说，根据评估，旧车残值 415 元，政府

补贴 500 元，买一辆 2799 元的新车，只需支付

1884 元就够了。

“年轻人选购主要在意外观和智能化，最走

量的还是性价比高的基础款。”河北省邢台市南

和区台铃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负责人欧顺利介

绍，在电池类型上，消费者大多选购铅酸电池的

电动自行车，补贴价格更实惠。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雅迪联防路旗舰店店

长薛风喃说：“过去电动自行车销售旺季一天能

卖十几辆，开展以旧换新活动后，每天能卖 30

多辆，销量翻了一倍。”

据邯郸市商务局商贸流通服务科科长邵卿

介绍，邯郸市首批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 140

家 承 办 门 店 ，国 庆 期 间 售 卖 电 动 自 行 车 4760

辆，销售额 1235 万元，发放补贴 214 万元。目前

正在加紧组织遴选增补电动自行车承办门店。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22日，各地

已累计举办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2993场（次），

回收旧车、销售新车各17.63万辆，销售额4.6亿元。

记者走访发现，因为政策出台不久，也有一

些地方的门店销量未见明显上升。

雅迪科技集团销售有限公司广州运营总监

郭来建表示，近期前来咨询电动自行车以旧换

新的消费者有所增多，希望能进一步优化电动

自行车注销及上牌流程，加速补贴落地，吸引更

多消费者参与。

进一步规范简化提升便利度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涉及生产、销售、回收

等多个环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商家和消

费者期待简化相关流程，提升以旧换新的便利度。

近日，商务部等五部门下发通知，就电动自

行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条件、流程管理和回收有

关事项，指导各地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规范。

一些地方积极行动起来。南京市商务局公

示了第一批 1029 家参与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活动的门店名单。云南昭通的社区网格员、消

防志愿者等走进社区街道、沿街商铺等人员密

集场所，面对面向群众解读相关活动细则。广

东建立电动自行车报废回收登记系统，增强报

废回收环节的透明度。

在广州市天河区雅迪电动车长兴路旗舰店，

记者看到，有消费者正在店员的指导下填写购买

资料。门店负责人吕廷伟说，门店安排销售人员

全程跟踪服务以旧换新的订单，做好服务。

一些地方采取措施加强回收环节的存储安

全。欧顺利说：“旧车回收后，我们先将电池按

要求规范放置，然后再联系企业上门回收，这样

既不占地，也减少了消防隐患。”

蓝世有表示，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涉及链

条长、环节多，可以应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简化

流程，提高回收效率，提升群众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有何新进展

新华社记者 黄豁 汪伟 周盛盛

连续 25 年不断流，上游植被覆盖“绿线”比 20 年前西移约 300 公里，“黄河宁、天下平”的现

实图景呈现；Ⅰ至Ⅲ类水质断面占比 98.5％，万元 GDP 用水量在 2017 年至 2022 年间下降近三

成，高质量发展带正沿长江铺展……

黄河、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浩荡奔流中，冲刷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一江清水。”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部署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近日，记者从青海沿黄河、长江顺流而下，来到甘肃、四川等地走访，切身感受写在大江大

河间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四川省宜宾市三江口风貌（资料图）。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胡林果 郑生竹 岳文婷

记者日前在广东、江苏、河北、云南等地采访发现，在国家指导、地

方落实、商家参与的基础上，一些地区电动自行车销售迎来小高峰，市

场逐步升温，换购流程正在进一步简化，政策效应逐步释放。

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

拉滩的华能青海公司光伏电站（资料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