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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
门”“千层汹浪滚，万叠峻波颠”……在
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青海，每年
有 600 亿到 900 亿立方米优质淡水从
青藏高原的雪山冰川之间奔腾而下 ，
滋润着华夏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三次赴青海考察， 始终高度重视保护
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重中之重是把三江源这个“中
华水塔”守护好，保护生物多样性，提
升水源涵养能力。 加强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打造具
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
护地典范。

青海牢记嘱托， 承担起 “中华水
塔” 守护人的重大责任， 以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守护三江源。 伴随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不断推进，藏羚羊、雪豹等过去难得一
见的野生动物频繁现身，山清水秀、稳
固丰盈的“中华水塔”生机勃勃，展现
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以严治水 守护好“中华水塔”

三江源，源起冰川 ，因水得名 ，从
这里向下游输送的清洁水分别占长
江、黄河、澜沧江水资源量的 2%、49%
和 17%， 是亚洲乃至世界上孕育大江
大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十四五’期间 ，长江保护法 、黄
河保护法、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相继
落地施行，让江源保护亮出利剑。 ”三
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
说。

3 月份， 长江源依然春寒料峭，青
藏高原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可西
里银装素裹。 一抹“藏青蓝”划过无人
荒野， 可可西里巡山队正在进行每月
一次的大规模巡山。

“我们的巡护范围已逐步扩大到
整个长江源区。 ”青海省公安厅玉树藏
族自治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公安局局长阿旺旦巴说 ，“经过近 30
年的严格保护，2009 年至今，可可西里
再无盗猎枪声。 ”

一包糌粑，一壶奶茶 ，一匹好马 ，
长江源头附近的牧民龙周坚措已经当
了 8 年的河长：“村里 49 名河湖巡管
员负责周围 15 处河湖，每个月巡护两
次。 现在河道里的垃圾不见了，5、6 条
曾经断流的小河居然又回来了。 ”

青海从省到村共有 5750 名五级
河湖长，覆盖了三江源、青海湖、黑河
等全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仅在 2024
年， 河湖长便累计巡护超过 11 万人
次。

“如今的江源，所有的河湖都有了
守护者。 ”青海省水利厅副厅长王永祥
说，“青海还出台了水资源刚性约束、
节约用水等制度，确保‘中华水塔’丰
盈。 ”

监测显示， 近年来青海向下游输
送水量呈增长态势 。 2015 年至 2024
年， 青海平均出境水量达 722 亿立方
米，较多年平均出境水量增加了 21%；
近 5 年， 三江源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
面积净增加 309 平方公里， 水源涵养
量年均增幅 6%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水

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
过去一年，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

的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 开展排
污口“查测溯治”，深入实施长江经济
带和沿黄河省（区）工业园区水污染整
治专项行动， 基本完成长江经济带乡
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定界立
标……长江干流连续 5 年、 黄河干流
连续 3 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
生态

伴随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 ，
家住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热情
村二社的才仁尼玛， 从牧民变成了生
态管护员，不仅每个月有了 1800 元的
固定工资， 也有了更多观察家乡的机
会。

“巡护中，我用镜头跟周围的山川
湖泊、野生动物‘对话’，当我们‘四目
相对’时，我感觉自己也是这山山水水
的一部分， 而不仅仅是一名生态管护
员。 ”才仁尼玛说。

如今，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
域的冰川、河湖和草场，像才仁尼玛这
样的生态管护员已经超过 1.7 万名。从
过去的草原使用者到现在的江源守护
者，他们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成
为国家公园名副其实的主人。

2021 年， 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面积从试点的 12.31 万平方公里到
扩大到 19.07 万平方公里， 实现了长
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整体性保护。

同时，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
体化管理保护原则， 针对体制试点范
围内 10 多个保护地人为分割、各自为
政、条块管理、互不融通的“旧疾”，国家
公园进行了功能重组、优化组合，完成
了“一块牌子管到底”的历史性变革。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准备工
作已经全面完成， 青海湖国家公园创
建高水平推进， 青海成为全国唯一一
个三个国家公园在建省份， 国家公园
面 积 占 全 省 自 然 保 护 地 总 面 积 的
75%，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
为基础、 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初步形成。

曾经，长江源区盗猎猖獗，盗猎获
得的藏羚羊皮张通过青藏公路发往全
国各地，公路两边野生动物无踪无影；
如今， 大批游客途经这条公路远眺江
源风光，路边的藏羚羊、藏野驴或飞奔
而过，或徜徉觅食，有时离公路仅十几
米远。 在藏羚羊迁徙产仔季节，当地还
会专门指挥往来车辆为藏羚羊群过马
路让道。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中，藏羚羊从“濒危”降为“近危”，
雪豹从“濒危”降为“易危”……以水为
邻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 三江源国家
公园内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较 20 年
前增长了 2 到 3 倍。 “生物多样性日趋
丰富，使得‘中华水塔’更加稳固。 ”青
海大学省部共建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
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赵新全说 ，
青海建成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
力的自然保护地指日可待。

在长江沿线 ， 土著鱼类更多了 ，
“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的美景在

沿江省市频频出现；在黄河两岸，万余
只白天鹅来山西平陆黄河湿地栖息越
冬，消失近 30 年的黄河刀鱼重现黄河
口……处处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动人画面。

科技赋能夯实“中华水塔”生
态底色

青藏高原被誉为地球 “第三极”，
是全球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
之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青藏高
原暖湿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趋多 ，
水旱灾害风险更多、挑战更严峻。 如何
持续守护好江源， 保障下游水资源安
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是青海生态
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地广人
稀、交通不便，加之技术手段有限，在
三江源乃至青海全省开展系统性环境
监测一直是个难题。 2016 年，青海开始
建设“生态之窗”远程观测系统。 通过
高清摄像头， 千里之外的工作人员在
办公室点击鼠标、切换画面，就能实现
对境内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实时监测。

从最初的 6 个观测点位扩建到现
在的 76 个观测点位 ，“生态之窗 ”将
“中华水塔” 的大美风光逐帧呈现，积
累的珍贵画面和相关数据， 也被科研
人员逐步应用到江源气候、 生态环境
分析研究中。

位于三江源头的玉树州不仅组建
了由高空瞭望视频摄像机、 实时传输
专网和统一管控平台组成的生态监测
系统，还实现了对重要河流、重点流域
以及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实时监控和
水体污染事件的预警预报。 科技力量
的投入让玉树州水生态持续向好 ，对
水质要求极高的欧亚水獭频频在市区
河道出现。

2024 年， 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布卫
星“通导遥”（通信、导航、遥感）综合监
管体系技术规范、 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地方标准， 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进行
长期、连续、系统的监测，一张筑牢生
态安全的“空天地”守护网在三江源徐
徐展开。

科技知识也在悄然影响当地牧民
的生态理念。 “现在道路通了，科技也
发达了，有很多专家来三江源科考。 我
也想知道， 家乡的水源地为什么变多
了？ 远处的冰川为什么会融化？ ”2016
年， 玉树州牧民巴洪加罗组建志愿者
队伍， 对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聂恰曲
开展水源观测。

这支以长江源区古冰川遗址 “索
布查叶” 命名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目
前有 140 多人， 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设
备， 他们对索布查叶古冰川周围 767
处水源、125 个湖泊、70 个不冻泉进行
了位置、水深等多组数据的记录。 “我在
长江源长大， 保护和了解家乡的山水，
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巴洪加罗说。

从人力巡护到科技守护，“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理念，在三江大
地不断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三
江之水碧波荡漾，养育着江源众生，也
滋润着华夏大地。

（新华社西宁 3 月 23 日电）

“中华水塔”生机盎然 三江清水滋润华夏
新华社记者 江毅 高敬 王金金

（上接一版）

多彩活动，多元场景，力推
共融

3 月 15 日， 宁陕县城关镇在子午
梅苑举行 “子午梅苑·城关大舞台”专
场文艺演出。 活动中，变脸、鼓舞、床单
舞、 小人舞、 相声等多个节目轮番上
演。 传统非遗与潮流创意在演员们或
豪迈热情，或诙谐幽默，或憨态可掬的
精彩演绎下，收获阵阵掌声，叫好声连
连。

宝鸡游客李女士一行也被现场的
热烈氛围感染， 和姐妹们上台即兴表
演了三段活力四射的舞蹈，“圈粉”无
数。

“今天到梅苑来玩 ， 梅花特别漂
亮，给人感觉很舒服。 这里还给大家搭
建了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 我们也在
这儿即兴表演了一段， 受到大家的热
烈欢迎。 ”表演完后，李女士高兴地说。

为增加景区吸引力， 宁陕县积极
组织文艺志愿服务进景区活动，11 个
镇、 相关部门与县内各文艺社团与景
区联动，把舞台搬进景区，轮流组织不
同的文化活动， 百姓舞台丰富了游客
沉浸式游园体验。

县教育部门创新研学实践， 将秦
岭山水作为第二课堂， 通过 “文化展
演＋沉浸研学＋生态实践”三维联动，打
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深度融合新阵
地。

3 月 16 日， 宁陕县教育体育局在
子午梅苑举办“春日梅苑奇遇记”研学

实践活动， 吸引全县众多中小学师生
及千余名游客参与。

“一城梅香，满园教育芬芳。 未来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为纽带， 打造更多
可听、可看、可体验的教育场景，让每
个孩子都能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
长，在创新实践中绽放光芒。 ”该局局
长谭康宁说。

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既为景区
增加了人气， 也拓展了 “旅游+”“+旅
游”的外延和内涵。 在宁陕，还有更多
宠客方式待游客们前来“解锁”。

超前布局，着眼当下，立足长远

从点上突破到全面推进、 从一业
引领到多业融合、 从经济增速到综合
增效、从四方邀约到八方来客。 今年宁
陕县旅游“春来早”的喜人景象映射出
的是全县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
态势，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偶然。

2023 年，宁陕县委、县政府将“建
设生态经济强县， 建成一流生态旅游
目的地” 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目标，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强县、
林业兴县”战略路径，把生态旅游作为
首位产业， 把精品民宿集群作为主攻
方向，着力打造全域旅游体系。

深入实施生态旅游 “六大行动”、
民宿产业“六百工程”，累计整合各类
资金近 20 亿元，建成各类民宿 29 处，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改造和新建农家
乐、民宿 87 家。

坚持围绕生态旅游做优一产 、做
大二产、做强三产，建成现代农业园区

77 个，一些种养殖园区主动向观光园、
采摘园、 研学基地转型。 以县城为龙
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强城
乡人居环境整治， 完善基础设施，5 个
村通过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第三方
监测评价，培育“五美庭院”示范户 600
余户。

好生态、好环境、好位置、好群众，
是宁陕县发展生态旅游的最大优势 。
近年来，宁陕县坚持“一季一主题、一
月一活动”，相继走进北京、重庆、三亚
等城市开展专题推介， 深入西安知名
社区上门营销，“21℃夏天·清凉宁陕”
“冰雪宁陕·童话世界”品牌越来越响，
旅游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2024
年全县接待游客和旅游花费分别同比
增长 15.5%、16.8%。

当前和未来， 宁陕县将紧紧抓住
这一波赏花游带来的流量机遇， 从大
力宣传营销引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规范民宿酒店管理、 深化产业融合发
展、加快涉旅项目建设、全面完善配套
设施等方面着手， 不断增强宁陕旅游
影响力、凝聚力、承载力、竞争力、支撑
力和聚合力，真正把“春来早”的喜人
景象，演变成“全年好”的繁荣局面，让
宁陕的旅游之火熊熊燃烧、一路长虹。

“宁陕不是景点，是秦岭替所有游
子保管乡愁的驿站，是您远方的家。 这
里不只有梅苑，还有美景、美食、美居
和 7 万人民的热情。 ”宁陕一年四季皆
可游， 宁陕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莹已
经向各地游客发出盛情邀约。

当住宅空间实现“立体生长”，居住品质将迎
来怎样的变化？

“更大的窗户”“更高的天花板”“更开阔的空
间”……层高的增加，对于住宅舒适性的提升有着
重要意义。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
住需要 ，完善标准规范 ，推动建设安全 、舒适 、绿
色、智慧的“好房子”。

提高住宅层高，正是通过“立标准”推进“好房
子”建设的重要体现。 随着《好房子建设指南》的编
制推进和《住宅项目规范》的修订升级，我国住宅
建设标准正经历重大变革。 其中，将住宅层高标准
提升至不低于 3 米，为提升住宅品质按下了“空间
革命”的启动键。

2011 年版《住宅设计规范》明确“住宅层高宜
为 2.80 米”“卧室、起居室(厅)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40 米”。 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两项标准已
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新期待。

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和营养状况的提升，中
国人平均身高增长，对层高的要求相应提高；另一
方面，采光、通风等住宅性能指标的改善在很大程
度上也有赖于层高的增加。

层高的增加，看似简单的数字变化，实则关乎
人民群众的居住获得感、幸福感。

层高的增加，不仅为扩大窗户面积，改善室内
通风和采光、降低潮湿和霉变风险提供了可能，还
为增加楼板构件厚度、加装隔声板提供空间，可以
有效解决长期困扰居民的隔音问题。

层高的增加， 可以支持多种装修风格和空间
布局，如设计夹层、阁楼或开放式空间等，满足不
同家庭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为中央空调、管道式新

风、地暖等建筑设备的安装提供了更大空间，破解
了传统住宅设备安装的“空间焦虑”。

此外，层高的增加，为全屋智能设备预留了安
装空间，为装配式装修、光伏屋顶、模块化家居等新
技术集成开辟了应用场景，为未来便捷、舒适的生
活体验创造了条件。

面对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的命题，新的层高
标准同样提供了参考。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可以通
过空间改造和其他设计布局方法，增加房屋的采光
量和空气流通性，努力使房屋达到和“层高 3 米”相
近的居住体验。

标准水平决定房屋品质。随着我国住房需求从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人们期待住上安全、舒适、
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标准的迭代升级，正是对人
民群众改善居住条件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住宅层高标准的调整只是推动“好房子”建设
的一部分。 当前，中央和地方正在加紧构建支持住
房品质提升的制度和标准体系。《好房子建设指南》
《住宅项目规范》等全国性标准规范修订出台后，将
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引导地方进行相关标准修
订，全面提高房屋设计、材料、建造、设备以及无障
碍、适老化、智能化等标准。

“好房子”建设是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方向。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好房子”建设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好房子”对功能、质量、体验等方面的更
高标准， 要求房企尽快把新标准融入产品设计，打
造不同价位的优质住宅产品。谁抓住了人民群众对
改善居住条件的新期待，谁就能在品质竞争时代把
握先机、赢得市场。

（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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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
23 日在无锡江阴召开。 会议期间公布
的一组数据从场地设施、赛事活动、科
学健身指导等方面全面直观反映了过
去一年中我国全民健身工作的发展与
成效。

身边场地设施激发健身热情

过去一年， 我国体育场地设施在
普及和均等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截
至 2024 年底 ， 全国 共 有 体 育 场 地
484.17 万个， 体育场地面积 42.3 亿平
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3.0 平方米。

数据显示，2024 年国家体育总局
支持地方建设小型健身中心、 小型体
育公园、群众滑冰场、县级多功能运动
场以及维修、改造、更新行政村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健身器材等项目共计 6719
个； 下达中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资金， 实施全民健身场地器材补
短板乡镇/街道项目， 支持全国 1000
个没有配建全民健身场地器材的乡
镇/街道补齐短板；会同财政部安排财
政资金支持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 ，补助 3050 个场馆 ，覆盖全国
约 1600 个县级行政区域，场馆核心区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场地面积超过 2500
万平方米，受益人次超过 5 亿。

此外， 截至 2024 年底，“十四五”
期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体育公园超过
1300 个，提前完成规划目标。 “国球进
社区”“国球进公园” 活动累计覆盖公
园 1363 个、社区 9618 个，配建乒乓球
台 23408 张，配建其他健身器材 25088
（套）件。 各地利用“国球两进”活动配
建的器材设施全年共举办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 14024 场次， 吸引参与人次超
过 130 万。 “国球两进”公益行品牌活
动走进河南洛阳、新疆库尔勒，现场开
展国民体质检测、 体育志愿服务等活
动，向社区群众传播体育文化，激发健
身热情。

丰富赛事活动展现运动风采

过去一年， 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
赛事活动在全国各地、 全年四季广泛
开展，“3-8-3-1”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框架初步形成。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群众比
赛、第十五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第
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依托三大运动
会为全民健身爱好者搭建了全国性的
风采展示平台， 其中第一届全国全民
健身大赛设置 7 个赛区及总决赛 ，开
展赛事活动 6000 余个，直接参赛人数
超过 200 万。 元旦新年登高、全民健身
日、农民丰收节、大众冰雪季等 8 个全
国性全民健身主题活动贯穿全年。 “三
大球”群众赛事活动、群众冰雪赛事活
动、 各人群体协及行业体协举办的赛
事活动重点突出、覆盖全面，充分发挥
体育的多元功能价值。 2024 年全民健
身线上运动会累计上线 80 余个赛事
活动， 直接参赛人数达 2182 万余人，
以“互联网+”思维提升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水平，持续为群众提供线上展示、
交流和互动的平台。

2024 年， 通过全民健身信息服务
平台上传的社区运动会等群众身边的
赛事活动约 31.7 万个， 活动参与人数
超 5327 万。 全年全国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达标活动累计参与超 125 万人次 ，

发放证书量近 113 万份， 总体达标率
89.89%。

科学健身指导促进健康转化

全民健身向全民健康转化离不开
科学健身指导。 2024 年，常态化国民体
质监测首次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通过
375 个常态化监测站点 ， 累计提供
33.19 万人次的体质检测与科学健身
指导服务。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运医
所、气功中心、社体中心等单位深入乡
镇、社区、企业、机关、学校开展科学健
身指导走基层送健康活动、 科普活动
等近 150 场， 直接受益人群 3 万多人
次。

群众身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引
领科学健身的重要力量。 过去一年中，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继续壮大。 截
至 2024 年底，全国累计拥有社会体育
指导员约 371 万人， 每千人拥有社会
体育指导员约 2.63 人。 “万村女性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计划”持续开展，2024
年为 2.6 万多个行政村培养了超 6.5
万名农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

此外，2024 年 “奋进新征程 运动
促健康”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开展
7700 余场，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各类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总计超过 1.3 万
场 ，28.9 万人次志愿者参与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
例征集活动连续第四年开展， 评选出
50 个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为
各地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 带动引导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科学健身提供了有
益经验和有效借鉴。

（新华社无锡 3 月 23 日电）

夯实基层基础 激活发展活力
———数说 2024 年全民健身工作

新华社记者 吴俊宽 王恒志

受委托，我公司已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在安康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ak.sxggzyjy.cn/）发布了股权转
让公告。

一、转让标的：安康金外滩置业有限公司 35%股权。
二、公告期间：自 2025 年 3 月 24 日至 2025 年 4 月 21

日。
三、标的转让现场会时间：2025 年 4 月 22 日 10:30。
四、标的转让现场会地点：安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05 室。
五、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有意者可于公告期间在安

康市汉滨区西大街 11 号陕西昌盛永恒拍卖有限公司咨询
并查看标的资料。

六、 有意竞买者应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 16 时前交纳
保证金（金额及账户见安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安
康金外滩置业有限公司 35%股权转让交易公告》），同时携
带有效证件、 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

联系地址：安康市汉滨区西大街 11 号
联系电话：(0915)3216489 13992858928 张先生

陕西昌盛永恒拍卖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