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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黄河两岸秋实禾茂，母亲
河用有限的水资源滋养着沿河九省区，
又一次给予了两岸丰厚馈赠。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
管好水资源。”近年来，沿黄各省区坚持
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落实以
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流域内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坚决遏制不合理用水需求，提高水
资源配置效率，为破解“用水之困”提供
有效方案。

用好水：精打细算用足“绣
花功夫”

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稻渔
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里，大片成熟的水
稻颗粒饱满，随风摇曳。这里是当地农
业节水示范园。“园区运用稻渔立体生态
循环模式，稻田退水养鱼蟹，鱼蟹粪便作
肥料，每年节水35%左右，年产值近亿
元。”园区负责人赵凯自豪地说。

这是宁夏近年来发展节水型高效农
业的一个缩影。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
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2020年以
来，宁夏降低农业用水总量，支持农业向
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如今，节水农业成
为当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
当地群众的用水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
化，从过去“水从门前过，不用也有错”，
到如今用足“绣花功夫”精打细算，要让

每一滴黄河水都变成“金豆子”。
今年8月10日，黄河流域水权交易

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水资源变身“水商
品”，水权转让不断为沿黄地区发展注入

“水动力”。
让每一滴水迸发出更大潜能，黄河

水利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中型灌区数字
孪生平台也在大显身手。目前，豫鲁部
分引黄灌区已实现全数字化监测旱情、
墒情，用算法提高测量水精度和输配水
效率，推进节约、高效用水。

管好水：从严从细算好水量
“精细账”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四水四定”为
流域用水划定红线。沿黄各省区算清

“精细账”过好“紧日子”，让每方水都能
派上大用场。

“斑嘴鸭、绿头鸭，远处是鸿雁……”
在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保护区讲解员韩
笑如数家珍。很难想象这里曾因黄河来
水不足导致湿地萎缩、盐碱化加重、生态
功能严重退化。河口三角洲生态复苏的
背后，是一笔“铁算盘”打出的“精细账”。

每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会向河口
三角洲定量“输血”。2019年以来，黄河
累计向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8.68亿
立方米，湿地面积逐年增加。

“黄河干流水量调度方案精确到以

月度为单位，沿黄九省区的水量分配数
量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生活、生产和生态
用水，精打细算得出来的。”黄河水利委
员会水资源管理局水调处副处长周康
军说。

黄河是资源性缺水河流。黄河流域
以全国2%的水资源，承担了全国12%的
人口、17%的耕地、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
水任务。1972年至1999年，由于流域来
水减少而用水增多，黄河有22年出现断
流。通过实施一系列治理措施，流域用
水增长过快局面得到有效控制，入渤海
水量年均增加约10%，特别是实施黄河
水量统一调度“一盘棋”后，黄河已实现
连续24年不断流。

截至目前，流域各省区共有13个地
表水超载地市、62个地下水超载县暂停
新增取水许可，448个县级行政区达到
节水型社会标准。

护好水：源头治理与支流保
护多管齐下

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黄河流域优
良水质比例年均上升超5%，2022年，黄
河干流首次实现全线Ⅱ类水质。黄河干
流水质的稳定改善，与作为“毛细血管”
的支流治理密不可分。

2022年，因黄河河南段入鲁水质持
续保持在Ⅱ类标准以上，主要污染物指
标稳中向好，山东向河南兑现生态补偿

金1.26亿元。河南境内的黄河水质治理
难度较大，支流多、流经工业城市范围
广。以支流蟒河为例，它流经济源、焦作
多地，一直是河南段水质垫底的“老大
难”。经过上下游协同治理，蟒河出境断
面南官庄水质稳定达到Ⅳ类，部分水质
达到Ⅲ类。正是蟒河等支流的治理为此
次干流水质提升赢得了胜算。

“把源头治理好，筑牢‘中华水塔’，
是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必要条件。”生
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局长范治晖说。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地处
黄河源头，曾因生态环境恶化，1996年，
连接扎陵湖与鄂陵湖之间的河段首次出
现断流。近年来，当地投资超11亿元用
于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多的
牧民有了绿色发展理念，主动围栏封育草
场。目前，黄河源头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
升，湖泊数量由原来的4077个增加到
5849个，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

目前，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从
理念到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黄河
流域节水控水行动持续深化，沿岸各省
区相关部门正着力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计划到2025年，黄河流域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 年下降
16%、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8，
以支撑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水利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说。

精打细算用好水 从严从细管好水
——黄河水资源利用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杨琳 邹欣媛 韩方方

10月8日，历时16天的杭州亚运会
闭幕。盛会至此落幕，未来由今起航，本
届亚运会期间，一个个文化交流交融的
场景拉近心与心的距离，一项项低碳简
约的举措引领绿色新风尚，一场场热门
赛事、一处处开放场馆释放惠民红利。
这场“人文、绿色、智能、简约、惠民”的盛
会兑现了中国赛前的庄严承诺，在体育
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文精神与体育盛会交相辉映

这是一场亚洲体育健儿齐聚的盛会
——16天时间里，45个亚奥理事会成
员、超过1.2万名运动员齐聚浙江杭州，
用汗水和拼搏生动诠释体育的魅力。竞
技之外，这也是一个亚洲各地不同文化
间交流互鉴的平台，亚运会让亚洲大家
庭更好地凝聚在一起。

“这实在太棒了！”亚运赛事适逢中
国传统中秋佳节，在湖州德清体育中心
体育馆训练的哈萨克斯坦女排队员收到
场馆送上的手工竹扇礼物，惊喜万分。

“竹扇代表我们对运动员的美好祝
福，希望这些带着‘中国式浪漫’的小礼
品，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为这段难忘时光留下纪念，就像杭
州亚运会主题歌唱得那样，同爱同在同
分享。”湖州德清体育中心体育馆运行团
队新闻宣传主任裘超奇说。

“换徽章吗？”一枚小小的徽章承载
着各类文化元素，而互换徽章成为本届
亚运会陌生人之间探讨体育精神、传播
各地文化、存续美好友谊的独特方式。

赛场上，除了精彩的赛事本身，超脱
竞赛结果的体育精神，也带给人们持久
的感动。48岁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传
奇丘索维金娜再次站上赛场，腾跃落地
向观众致意；张雨霏与罹患白血病后勇
敢复出的池江璃花子在泳池惺惺相惜；
日本乒乓球运动员张本智和在观众鼓励
下，带伤坚持完赛；越南游泳运动员武氏
美仙在参赛选手和观众们“陪伴”下，游
完最后100米……这一刻，响起的热烈
掌声不止为胜利者，更是为相聚相知、心
心相融的动人故事。

绿色智能引领大型赛事新风尚

在亚运会主体育场、开闭幕式和田
径比赛举办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大莲花”，437台环境感知硬件设备实
时监测温湿度、光照度、人群密度等信
息，助力场馆内各区域能耗动态管理。

“针对不同场景需求，我们量身定制
了‘运动’‘舒适’‘节能’三种能效管理模
式，实现用能环境信息全感知、用能优化
策略全智能。”场馆“零碳工程师”史途嘉
说。通过新技术的运用，9月23日至10
月7日场馆用电量78万千瓦时左右，节
约10.11万千瓦时，减碳约58吨。

这是杭州亚运会践行“绿色”办赛理
念的缩影。全部竞赛场馆常规用电实现
绿电全覆盖、主火炬使用“零碳燃料”甲
醇、2000多辆官方服务新能源车提供绿
色出行选择、亚运村“低碳账户”吸引运
动员广泛参与减碳活动……“绿色”成为
杭州亚运会的鲜明标识。

新加坡代表团团长许坤德表示，在
杭州亚运村的生活让人耳目一新，很多
线上智能化的应用，让村内生活更便捷，
连绿色减碳也可以以线上方式进行，既
有意义，又很轻松。

开幕式上，“数字火炬手”惊艳世界，
开启“智能亚运”大幕。本届亚运会中，
一项项新技术与体育赛事深度融合，让
体育的盛会因智能而更加美好，时代的
新意在其中淋漓展现。

发布首个大型国际综合体育赛事元
宇宙平台、首创电子身份注册卡、首次在
国际赛事使用机器狗运输器材……杭州
亚运会使用近20项首推、首创、首用的
应用和科技，用数字世界打破时空界限，
让更多人参与到亚运盛会中。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亚运会期间
表示：“杭州亚运会将树立新标杆，我们
将看到充分利用中国和杭州数字专业技
术的赛事组织。”

赛事广泛参与 场馆惠及民众

本届亚运会赛事期间恰逢中秋国庆
假期，观众观赛热情高涨。据杭州亚运
会主新闻发言人许德清介绍，截至10月
7日上午，亚运会售出超过305万张门
票，总进场率超过92%。

一场全民热切期待、热情参与的盛
会落幕后，又留下了什么？在杭州亚运
会主新闻发言人毛根洪看来，“简约”是
亚运筹办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
求，而“惠民”则是工作目标和效果体现。

杭州亚运会从成功申办到成功举办

历时8年，一组数据直观反映亚运惠民
的成果——杭州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人
群总人数突破500万，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从亚运会筹办之初的1.8平方米提升
到去年底的2.74平方米。

事实上，不少亚运场馆在亚运会前
已提前面向大众开放，预约人数总计超
过1000万人次。亚运会后，如何做好赛
后场馆利用，多地也正积极进行探索。

10月4日，杭州市政府与国际皮划
艇联合会、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国际曲棍
球联合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杭州市市长
姚高员表示，杭州将积极引进和承办重
大体育赛事，重点突破高水平顶级赛事，
大力培育自主品牌赛事，全面放大亚运
综合效应，加快打造国际“赛”“会”之城。

亚运会攀岩比赛场馆是绍兴柯桥羊
山攀岩中心，场馆镂空部分占到整个场
馆55%，通过开放式简约设计，将运动元
素和周边自然山水巧妙结合起来。羊山
攀岩中心总设计师黄会明说，赛后这里
不仅是国际赛场，也是青少年攀岩研学
基地，还可作为举办时尚产品发布会、音
乐会、演唱会等活动的多功能场地。

金华市承办了亚运会藤球和部分足
球赛事，金华市亚运赛事分指挥部执行
指挥长庄凌飞说，亚运之后，包括金华体
育中心场馆群在内的体育设施都坚持惠
民定价、惠民开放，所有的室外运动项目
每日免费开放14小时，每周开放时间超
90小时。同时，法定节假日所有场馆免
费开放，争取年接待健身市民超260万
人次。

盛会落幕 未来起航
——记杭州亚运会那些被关注的“记忆点”

□新华社记者 魏一骏 吴帅帅 林光耀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9日
表示，按照《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家卫生健康
委会同中央政法委等部门在全国开
展试点工作，截至目前，试点地区
96%的村和社区，100%的高校和约
95%的中小学都已设立心理辅导室
或社会工作室。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心理健康是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
切。国家卫生健康委9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我国促进儿童心理健康有
关情况。

李大川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
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精神专科医院、
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建设，不断提高
精神科医生诊疗水平。同时，从2021
年起，在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中设置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试点项目，组
织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的
社会动员、科普宣传、筛查评估等试
点工作，积累经验并不断推广。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表示，今

年4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
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
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加强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职责，强调多部门联合、医教体
融合、家校社协同，共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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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货轮停靠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
（无人机照片）。

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首倡之地。中哈
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是“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
体平台项目，成为哈萨克斯坦直抵太平洋的出海
口。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中国首
批沿海开放城市；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大

城市和重要的商贸中心。两座城市分别位于黄
海海滨和天山脚下，远隔万里。近年来，中哈两
国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途经哈萨克斯坦
的中欧班列驰骋不息。这条“丝绸之路”上的“钢
铁纽带”，让连云港与阿拉木图两座城市分享发
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据新华社

一带一路“双城迹”：山与海的相连

协助调解矛盾纠纷、帮助化解信访
积案、服务公共决策论证……首席法律
咨询专家制度自2019年在广西梧州市
开展试点至今，全国已有2160个县级
法学会开展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为
6600多件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不断
发挥全面依法治国“智囊团”“思想库”

“人才库”作用，为社会基层治理持续贡
献法治力量。

调解矛盾 化解积案

广西梧州市藤县，是首席法律咨询
专家工作的“起始地”。

“藤县是梧州市人口最多的县，经
济基础发展较好的同时，大量矛盾纠纷
聚集在基层。”梧州市委政法委委员、市
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林孝新介绍，梧州市
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从解决一件
信访积案着手。

2009年9月，梧州陶瓷产业园区征
收土地过程中，兴安村村民黄某在果园
荒山变耕地的增值补偿标准上无法与
村民们达成一致。黄某持续上访10余
年，积案久拖不决、久诉不息。

为推动案件化解工作，广西法学会
及梧州市法学会依托自身法学法律专
家库，从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等队
伍中选员组建首席法律咨询团队，提出
明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政策依据等建
议，同时联合多部门成立专门工作组做
好调处工作，最终成功化解了这件信访
积案。

以梧州为始的积极尝试，为向全国
法学会推广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打
下实践基础。

辽宁本溪“盘活”停滞楼盘，让千余
户业主顺利维权入住；湖南常宁“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顺利推进，实现社
情民意与市政发展“共赢”；天津和平区
厘清多年信访积案前因后果，实现案
结、人和、事了……

依托法学会的法学法律专家库资
源优势，全面铺开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工作为广大法学会会员搭建参与法治
实践的平台，也为基层法学会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积累了经验。

依法建言 助力科学决策

位于湖北恩施市屯堡乡马者村的
姚家平水利枢纽工程，正是一幅热火朝
天的建设景象。

此前，该水利枢纽工程存在项目核
准、合同履行、征地拆迁等问题，开工进
展缓慢，有的问题还缺乏政策支持和法
律依据，处理、协调难度大。

对此，恩施市政府委托当地法学会
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湖北恩施新理念律

师事务所团队参与化解。针对各个问
题和矛盾，团队先后出具法律意见书15
份，顺利化解遗留问题和矛盾纠纷。

随着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的不
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法学法律专家为
地方法规制定、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建
言献策，在法治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作用。

浙江法学会依托首席法律咨询专
家工作建立研究题库，针对深化共同富
裕法治保障、杭州亚运会法律风险防控
等17个方面的法律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湖南法学会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
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专家库成员为党
委政府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法律建议
600余条；上海法学会完成“上海数据
条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等市
人大年度重点地方立法项目的平行起
草工作……

“各级法学会充分发挥基础广泛、
联系面广、人才荟萃优势，优中选优组
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队伍，聚焦当地党
委政府最关心、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首要
法律问题，依法依规、保持中立建言献
策。”中国法学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法治共建 资源共享

“法院受理了对方单位的执行申
请，我公司账户已被冻结，该怎么办？”

不久前，东莞中立法律服务社理事
长李道君收到了来自新疆某建设公司
皮先生的咨询信息。

“你现在整理好相关证据材料，马
上向法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申请书
……”在充分了解案情后，李道君给予
了免费、专业的解答。

这场跨地区的法律援助，源于今年
6月广东东莞市法学会建立的首席法律
咨询专家“法治援疆”服务机制。来自
东莞的5名首席法律咨询专家赴新疆开
展“法治共建”活动，并建立了常态化法
律服务机制。

新形势下，如何盘活省市级法学人
才资源，推动更多优质法治资源向县
级、向基层倾斜？

对此，中国法学会印发的《关于推
行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整合各
学科各领域法学专家和法律实务工作
者，组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团队”的工
作原则。

中国法学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以首
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为抓手，中国法学
会正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首席法律
咨询专家工作全覆盖，推动优质法治资
源向最基层倾斜，打通首席法律咨询专
家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调解矛盾、化解积案、助力决策……

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取得成效
□新华社记者

“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
明”特展10月8日在成都博物馆落幕。
此展自6月10日开幕以来，共计超过
140万观众观展。

见字如面“相认”千年

“稼轩先生，见字如面。”辛弃疾唯
一传世真迹《去国帖》从故宫博物院来
到成都，观众争相观看。

这是成都前所未有的一场文化盛
宴。比甲骨文更早的贾湖刻符龟甲、镌
刻历史“骨相”的殷商卜骨，以及辛弃
疾、赵孟頫、祝允明真迹……国家文物
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这一展览，
集合了全国20个省、直辖市，40个文博
机构的220件珍品文物，其中一级文物
70件，珍贵文物占比达90%。

成都博物馆交流宣传部主任王立
介绍，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每
天约有1.7万人观展，近6成是省外观
众，80%以上为年轻观众。

记者看到，有的观众一边观看一边
记录，有的在认真临摹；有的带着自己
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前来，和文物拍照打
卡，与古人“对话”。观众还在各大社交
媒体上分享排队攻略、观展攻略，并上
传自己的观展照片及笔记、书画等。

“说见字如面，大抵要两个条件，认
得其字，懂得其意。藉由汉字，我们得
以相认。”一位观众留言说。

生生不息 激励今人

龟甲、陶器、青铜器、竹简、砖石、绢
纸，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不断
发展变迁的汉字载体、书写方式，承载
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序厅的第一件文物是贾湖刻符龟

甲，刻符形似一只眼睛，暗喻中华文明
在混沌中睁开双眼。

来自甘肃省镇原县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秦二十六年铜诏版，阴刻着统
一度量衡的诏书，字迹清晰，弥足珍贵，
是秦统一文字、变大篆为小篆的历史见
证。从此，统一的文字成为中华民族四
海一心的文化标识。

隋唐以后，书法名家辈出。辛弃疾
用方正挺拔的笔力书写中国文人修身
致知、心怀天下的精神世界，祝允明用
草书挥就的千古名句……字字句句，隔
柜相望；精神气韵，激励今人。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绵延不绝，汉字是重要的纽带和例证。
我们策划这个展览，为的是让观众跟随
汉字发生发展的历程，看到源远流长、
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成都博物馆副
馆长、总策展人黄晓枫说。

赓续文明 厚植自信

据了解，为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汉字
蕴含的文化内涵，成都博物馆先后邀请
国内专家，从考古发掘、历史研究、书法
艺术等角度开展系列讲座，推出系列社
教活动、研学课程等。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士澍
说：“希望在数字化、科技化的时代，多
举办这样的展览，把中华文化基因保
存好。”

成都博物馆馆长任舸认为，展览的
火爆，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人日益增长
的文化自信。

“正是基于对这一趋势的认识，我
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用文物阐
释历史故事、文化内涵、精神气质，以赓
续中华文明，厚植文化自信。”任舸说。

见字如面：

“对话”伟大中华文明
□新华社记者 王丁 童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