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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方寸天地、指尖乾坤，在高精尖技

术领域， 以有限造无限的功夫被发挥
到了极致，与苏州人“一石代山、一勺
代水，以小观大、含蕴天地”的园林造
景艺术颇有一脉相承之意。

还有这些直观数据展示的产业之
城、创新之城、开放之城的“硬实力”：
苏州 2022 年 GDP 达 2.4 万亿元、全国
第六，规上工业总产值 4.36 万亿元、全
国第二，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高达
52.5%，科创板上市企业 50 家、全国第
三 ， 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 1500 亿美
元、全国第三……

考察中， 总书记深刻道出他的苏
州印象：“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
做得很好， 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
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

正因“结合”，打开了新的空间，创
造了新的可能。

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文化与
科技、 人文与经济， 本就可以共生共
荣。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进行着
长期深入的思考。

翻开 《之江新语》，《文化是灵魂》
这篇文章中说：

“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
文价值”；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
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
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
合剂’”。

另一篇《“文化经济 ”点亮浙江经
济 》，则深刻阐释了 “文化经济 ”的概
念：

“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
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 其实质是文化
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

党的十八大后，从指出“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文化是重
要因素”，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文
化是重要支点”，再到要求做好经济工
作必须“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

态” ……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相融互
促、相得益彰的发展之道，更加鲜明。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苏州，是
读懂人文经济学的绝佳样本。

在平江路， 当地负责同志自豪地
向总书记细数苏州的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大运河苏州段 ，昆曲 、
古琴、宋锦、缂丝、香山帮传统建筑营
造技艺、苏州端午习俗、碧螺春……精
工细作，垒筑起“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的鼎盛人文。

“‘百步之内 ，必有芳草 ’，这句话
可以用在这里。 ”总书记形象地点赞。

在街边一家商铺内， 总书记见到
了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 看着心
静如水地飞针走线， 听闻四代人传承
的故事，总书记十分感慨：

“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
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 像这样的功
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
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

一番话阐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血
液里不变的根、本、魂，流贯的意、蕴、
脉，传承的精、气、神，“不仅要在物质
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历来手工业繁盛的苏州， 厚文之
“道”与精工之“技”融为一体，造就驰
名中外的苏工、苏作。 精密的高科技和
细致的传统工艺一样，需要的是“致广
大而尽精微”的功夫。

“苏工、苏作就是当年的 ‘专精特
新’。 ”采访中，一名当地干部的话给人
启迪， 也总会听到一些充满辩证关系
的表达， 比如 “苏州人说的是吴侬软
语，干的事却很‘硬’”“听着声声慢的
评弹， 酿出时时争第一的城市气质”
“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更有
达到目的、 为了更高目标仍不罢休的
韧劲”……

文脉千秋贯，江河万古流。 文化的
表现形式或有不同， 内在灵魂始终如
一。

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 ，社
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 人的发展

以精神文化为内核。
“城，所以盛民也。 ”这是总书记曾

引用过的一句古语。
平江河边、大樟树下，碧螺春茶飘

香，琵琶三弦，曲乐悠扬，吴侬软语，百
转千回。 总书记饶有兴致地同当地居
民和游客一道欣赏评弹表演， 一曲唱
罢，总书记带头鼓起掌来。

“住在这里很有福气”， 总书记笑
着同大家说。

平江街道钮家巷社区党委书记张
英缨就在人群中， 听到这句话心头一
热。15 年来在古城里工作的往事，涌上
心头：从古建老宅保护修缮，到协调处
理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辛苦指
数，换来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老百姓的口碑， 往往是沧桑巨变
中里程碑的缩影。 人群中， 喊出 “幸
福！ ”“开心！ ”的由衷之语。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
辱。 人文经济，归根结底是要体现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 是推进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应由之
路，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实践。

见到总书记时， 苏绣代表性传承
人卢建英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太平鸟”
图。 她说，取的是“太平盛世”的美好寓
意。

如今， 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
图景正徐徐展开。

一个五千年的文明走向现代化 ，
必然是渊源有自、匠心独运，必然需要
当代中国人汲古润今、守正开新。

车辆驶离苏州工业园区， 遥见金
鸡湖畔，“东方之门”高高矗立。 “当高
楼大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
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总书记曾经说过的这句话， 回响
在耳畔。

透过“东方之门”，历史 、现实 、未
来交相辉映， 一派潮起东方万象新的
恢弘气象。

（新华社苏州 7 月 9 日电）

（上接一版）振兴系统干部赴苏州、广
州 、深圳学习提升 ，市县分级分类培
训乡村振兴干部 41281 人次， 持续增
强了干部落实政策 、推动发展 、服务
群众本领 。 深入开展 “访民情 、听民
意、解民忧、暖民心”大排查大走访活
动，培训动员 2.9 万名市县镇村干部，
下沉一线做好政策法规宣讲、矛盾纠
纷化解 、解决群众困难等工作 ，切实
转变了作风 ，赢得了群众满意 ；建立

“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
化、责任具体化”机制，将年度重点任
务以清单形式分解到各行业部门和
县区，保证了全市巩固衔接工作务实
推进 ；制定 《常态化推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机制 》，采取日常督帮 、季度督帮 、
集中督帮和重点督帮等形式 ， 对 40
个镇（办）71 个村（社区）进行督帮，走
访农户 836 户， 实地查看项目 97 个，

切实提升巩固衔接工作质效 。 上半
年，我市产业帮扶经验成效成功入选
上合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现
场展示、全国脱贫地区帮扶产业发展
推进会现场视频观摩，得到国家乡村
振兴局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五抓联
动”巩固脱贫成果、全面推行“医疗互
助”降低因病返贫致贫风险经验做法
被国家乡村振兴局推广。

跟着总书记感悟人文与经济
共生共荣的发展之道

记者 9 日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2023 年黄
河调水调沙正处于小浪底水库集中排沙期， 调水调沙期间
向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的生态补水已经结
束，共向自然保护区补水 1.95 亿立方米，满足了自然保护区
提出的生态补水需求。

今年是黄委自 2008 年以来连续第 15 年调水调沙期间
向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补水。 在黄河水
滋养下，黄河三角洲正在发生可喜的绿色变迁。

母亲河断流，三角洲生态告急

补水期间， 记者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黄
河口 4 号引水闸看到，黄河水穿过闸门，沿着引水渠流向一
块块湿地，丛生的芦苇绿茵处处，宽阔的水面鸟儿群集。

“别看现在这儿芦苇荡漾、鸟欢鱼跃，但在 24 年前却不
是这样。 那时黄河不仅无法向自然保护区供水，而且自身也
干涸见底。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口管理站站
长岳修鹏说。

因为天然水资源贫乏、 人类用水日益增多和缺乏科学
管理等原因，黄河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断流。 据黄委
统计，1972 年至 1999 年的 28 年间，黄河有 22 年出现断流，
其中 1997 年断流 226 天，断流河道 704 千米，从入海口一直
上延至河南开封。

“黄河下游频繁断流、进入河口地区水沙资源量急剧减
少，致使黄河河口淡水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降低，土地盐
碱化程度增加，湿地生态功能严重退化。 ”山东黄河河务局
黄河河口管理局防汛办公室水调科副科长聂莉莉说。

珍贵的黄河水，是尾闾河道的命脉，也是黄河三角洲生
态系统的命脉。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92 年 10
月获准建立，包括黄河现行流路清水沟、黄河故道刁口河两
大区域， 主要保护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
类。 但其诞生之时便遇到黄河断流， 湿地生态系统不断恶
化。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调水调沙生态补水

为缓解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和黄河下游断流形
势，根据国务院授权，黄委从 1999 年开始实施黄河水量统
一调度，并于 2002 年起启动黄河调水调沙。 从 1999 年 8 月
至今，黄河已实现连续 23 年未断流。

“2008 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黄委开始有计划地向黄河
三角洲清水沟流路湿地补水。 2010 年，黄委又实施了刁口河
流路生态补水。 从那时起，通过两条流路持续向黄河三角洲
湿地补水，促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黄委山东黄河河务
局水调处副处长彭程说。

刁口河流路是 1964 年至 1976 年黄河入海的故道，也
是黄河入海备用流路。 1976 年黄河从刁口河流路改从清水
沟流路入海。 从 1976 年至 2010 年，刁口河停止行水，出现
湿地萎缩、海岸线蚀退、生物物种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等问
题。 2010 年实施生态补水，时隔 34 年后，刁口河河道重新迎
来生命之源。

清水沟、刁口河双管“输血”，改变了以往单一现行入海
流路区域生态系统良性维持困难的局面。

聂莉莉告诉记者，2008 年实施生态调度后，黄河河口管
理局积极与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接， 全力

为黄河三角洲补充 “救命水 ”。
2008 年以来已累计向自然保护
区湿地生态补水 12.49 亿立方
米，今年完成向自然保护区补水
1.95 亿立方米。

黄河入海流，三角洲生
态美如画

记者补水期间在崔家节制
闸见到黄河河口管理局故道管
理处副主任刘印才时，连续多年
担任刁口河生态补水总调度的
他正在进行补水调度，统筹补水
水量、 掌握各个节点水位变化，
根据变化加大或减小节制闸开
启高度。

“针对刁口河河道淤积严重
和沿途节制闸、 分水闸多的问
题，我们积极推动实施了刁口河
二期流路整治工程。今年调水调
沙开始前， 刁口河 16.8 公里河
道疏浚工程已完工，输水能力大
大提高。 ”刘印才说，连续多年的
生态补水，自然保护区湿地功能
退化问题改善明显，珍稀濒危物
种得到有效保护。

与秋天相比，时下保护区内
并非鸟类最多的时候。但记者行
走在风景如画的保护区内，随处
可见各种鸟类。 其中，在一个不
大的湿地里， 看到了上百只白
鹭。 岳修鹏说，今年黄河口管理
站范围内白鹭自然孵化了 542
巢 1000 余只。

记者了解到，为保证生态补
水专水专用， 更好保护生态环
境，利津、河口黄河河务局水政
监察大队和东营市公安局河口
公安分局黄河派出所负责为刁
口河生态补水保驾护航，对重点
河段昼夜巡查管护。

黄河派出所所长 、“生态警
长”姜敏说，黄河派出所主动牵
头，联合区直 12 个部门成立“生
态联盟”， 共同保护当地生态环
境。 通过精细执法，辖区非法取
土、取水、排污以及破坏动植物资源等违法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黄河口生态环境修复有了更坚实保障。

水是湿地的生命。 经过持续多年的生态补水，在黄河之
水滋养下，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退化的湿地得到
修复，淡水湿地面积稳步增长；动植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
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河口近海生态环境质量趋于好转，生
态系统功能显著增强。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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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县大道河镇淳风村原紫阳县明华煤矿历史遗留
废渣污染治理工程项目主要工程是对历史遗留废渣污染
进行治理，治理总面积（投影面积）约 29777m2，治理废渣
约 54 万 m3。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完
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 号）要求，进行
信息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k710qbY鄄
I_Pn56xeVOvf4LQ，提取码：sfb5。 另外公众还可以在环评
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 -k5_1Nt4Fn3reR5UOx052Q

（提取码 d84h））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可以寄信、电话、邮

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
收件地址：岚皋县大道河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卢岩海 电话：1731955377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岚皋县大道河镇人民政府
岚皋县大道河镇淳风村原紫阳县明华煤矿历史遗留废渣

污染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第二次公示

新华社天津 7 月 9 日电 （记者
周润健）7月 11 日，今年的三伏大幕将
正式开启。 一些细心的公众发现，去年
入伏时间是 7 月 16 日，而再早一点的
年份还有 7 月 13 日 、7 月 17 日入伏
的。 哪天入伏，是咋定的？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文科普专
家修立鹏介绍，伏天不仅天数不确定，
可能是 30 天，也可能是 40 天，就连入
伏开始的日期每年都不一样。

实际上， 入伏开始的日期并不以
公历或者农历的某个固定日期作为起
始，而是通过干支纪日法推算出来的。
但要准确数出伏天， 还需要了解农历
的夏至日，以及干支纪日法的顺序。

我们知道， 农历是一种 “阴阳合
历”，而农历二十四节气就是其中“阳
历” 的部分———它是把太阳运行一年

的时间平均分成 24 份来确定的，所以
节气的时间点在阳历上反而比较固
定。 比如夏至，它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十个节气， 在阳历中的日期只会
在 6 月 20 日、6 月 21 日和 6 月 22 日
这三天变动， 绝大多数年份为 6 月 21
日。

夏至后不久， 便是伏天。 俗语说：
“夏至三庚便数伏。 ”其中的“庚”，指的
就是天干中排第七的那个字。这句话的
意思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初伏
的第一天。 而这一天何时到来，就没有
什么规律了，只能去查黄历上的干支日
期。 不过现在比较方便的是，网络上能
很容易地查到日期的干支顺序。

今年的夏至是公历 6 月 21 日，从
夏至日算起， 第三个带庚的日子为庚
午日， 对应的公历日期是 7 月 11 日，

所以这天就成了今年入伏开始的日
期。

修立鹏表示， 每年入伏的开始日
期虽然都不一样， 但均在公历的 7 月
中旬。 就 21 世纪这 100 年来说， 为 7
月 11 日至 20 日。 “今年是本世纪入伏
最早的年份之一。 ”

三伏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从
时间上来讲， 大约在公历的 7 月中旬
到 8 月中旬， 正好处在小暑和立秋之
间，天气既潮湿又闷热。 我国古人在诗
句中就描绘了三伏的各种炎热，如“平
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赤日满天地，
火云成山岳”“万瓦鳞鳞若火龙， 日车
不动汗珠融”等。

修立鹏提醒，伏天期间，公众要注
意防暑降温， 顺利度过这段酷热难熬
的时节。

11日入伏，入伏时间如何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