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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潮起乌海湖，转型千帆竞。

建市 40 多年的乌海渐入佳境：黄

河穿城而过，又拥有了 118 平方公里的

乌海湖，昔日煤都渐逝，大漠湖城接棒。

踏着改革 40 周年的时代节拍，在新起

点上加速转型的乌海呈现给世人开放、

文明、宜居的新形象。

一位上世纪 90年代初在乌海工作

过的媒体人故地重游。“以前，乌海风沙

大、干旱无比，树都是一棵两棵，哪有成

片的，成片的只有白沙滩。”站在碧波浩

荡的乌海湖畔，望着满城的绿树，他不

禁感慨万千。

一湖碧水引领转型新境界
乌海地处乌兰布和、毛乌素和库布

其三大沙漠交汇处，历来干旱少雨，风

大沙多，绿色和水是当地人们最渴盼

的。

长河起雄坝，大漠出平湖。2014 年，

随着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

及乌海湖的形成，乌海翻开了经济和城

市转型新的篇章，在 50多年围绕煤炭

产业“乌”字作文章的基础上，终于“海”

字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依托。

围绕乌海湖这片“海”，乌海高标准

做好环乌海湖规划，加快滨河景观带、

沿黄景观长廊和绕城水系的建设，区域

人口和公共服务功能开始向环山环湖

集聚。借助乌海湖，旅游文化产业开始

发展起来，并逐步走向高端化，每年都

要举行多场大型国际环湖赛事和国际

书法产业博览会等文体活动，“大漠湖

城”成为城市的新名片。

展望未来，乌海湖旅游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李涛充满信心地对记者

表示，乌海湖的面积相当于 20 个杭州

西湖，它集城市、湖泊、高山、沙漠、湿地

等景观为一体，是国内少有的优质旅游

资源，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以乌海湖为龙头，乌海最近两年

4A级景区新增了 5家，全域旅游、四季

旅游方兴未艾，2017 年，该市还在自治

区率先跻身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

之列。

而最为受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

就是当地居民。王济付早年做生意从山

东来到乌海后，就留了下来，这些年亲

身感受了乌海的变化。乌海湖形成后，

他抓住时机在湖边开起了农家乐，不仅

自己富了起来，还被社区群众推举为党

支部书记。他带领社区群众围绕旅游作

文章，形成了吃、住、游产业链，社区居

民日子越来越好，已超过三分之一居民

家里有了小轿车。

据统计，近 5 年来，乌海市旅游业

收入年均增长达到 25.8%，且呈现逐年

递增态势。2017 年，全年接待游客 293

万人，实现旅游收入 63 亿元，分别增长

39%和 57%。在文化旅游产业带动下，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达到

41.1%，并且实现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

业深度融合。

“大漠湖城”成为乌海城市发展理

念创新的有力佐证，围绕高质量发展目

标，乌海着力提升人民幸福指数和区域

服务能力，正全力打造转型发展示范

区、城乡融合先行区、生态环保攻坚区、

投资贸易首选区、优教优医普惠区。

新旧动能转换
破除资源路径依赖
过去人们一谈到乌海，就会有“傻

大黑粗”的印象。然而，记者走进乌海的

工业园区，闻不到刺鼻的气味，更不见

浓烟滚滚的场面，看到的却是一个个整

洁的厂区和现代化的生产车间。

站在技术最先进的氢等离子煤制

乙炔设备前，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朱庆和说，企业一直在追求绿色

发展，不惜投入巨资进行试验和产业

化。

在政府的支持下，该企业与中国航

天第十二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合作，运用

先进的军工技术创新路径建设的氢等

离子体煤制乙炔项目，成为自治区军民

融合重点项目。

乙炔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这一

创新改变了电石法制乙炔的传统路径，

解决了电石法制乙炔及石灰石开采带

来的“三废”污染问题，具有工艺短流

程、低资源消耗、洁净高效等特点，对于

推进煤炭资源高效清洁利用，促进乙炔

化工产业发展，加快地区产业转型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经过近 3 年的紧张推

进，项目已经进入工业试验阶段。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乌海牢牢守住发展底

线，全力推动转方式同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延长资源型产业链、创新驱动、节能

减排、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相结合。

挖煤卖煤的场景早已成为过去时，

今天的乌海煤焦化企业不仅全部达到

年产百万吨的生产能力，而且技术装备

水平国内领先，过去生产过程中的焦

油、煤气等副产品全都成了宝贝。

内蒙古广纳煤焦化有限公司是当

地产业链齐全的大型煤焦化企业，在厂

区内，精煤全部存放在大型全封闭仓

里，有效防止了露天堆场扬尘污染。企

业负责人说，目前已在环保方面累计投

入 1.6 亿元，企业的露天开采也实现了

无尘化作业。

该企业通过延长产业链条，与区域

内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前令企业发

愁的焦油、粗苯、煤气等副产品现在每

年可为企业带来 1.5 亿的利润。绿色发

展不仅让企业“有里子”，更让企业“有

面子”：自己不再是污染源，而是清洁的

利税贡献者。

乌海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以创新统

领和存量提质，推进传统产业高质量发

展，成为国家首批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目前，全市规模以上企业普遍都与国内

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

全市拥有自治区级科技研发平台达到

27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13家。煤焦

和氯碱化工产业经过不断升级，在规模

和技术装备上都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围绕打造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乌海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氯碱化工研发

技术中心。此外，乌海还在积极争取蒙

西煤制天然气外送通道、鄂尔多斯—安

平—沧州输气管道延伸接入乌海，以便

让乌海焦炭气化产生的清洁能源早日

外送。

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正塑造产

业竞争新优势，新动能开始形成。

作为乌海装备制造业的龙头，陕汽

乌海新能源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

新能源重型卡车受到乌海、包头等区内

盟市以及京津冀等地区的青睐。公司销

售部部长李明说：“去年，公司新能源车

产销均超过 6000 辆，产值超过 15 个

亿。”通过产业链招商，乌海先后引进 20

多家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过 6 年多发

展，现代装备制造业实现从无到有、由

弱变强，开始形成规模化发展趋势。

除了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外，乌海

还着力在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云计

算、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培育新的

增长点，中国宝武集团炭材料、泰和玻

璃纤维京运通硅材料等项目有的正在

抓紧建设，有的已经投产。据统计，全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23%，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同时，乌海内引外联，抢抓发展机

遇。近年来，乌海市同周边地区互动不

断，合作频繁，特别是进一步完善了了

黄河金岸蒙西四盟市区域发展协作机

制，达成了近 70 项合作意向项目，并与

银川、石嘴山、榆林等沿黄城市开展深

入合作。3月底，乌海市委书记史万钧再

次率队步履匆匆奔赴北京、上海、杭州

等地考察对接先进的装备制造和化工

项目，洽谈投资合作事宜。

长期以来，乌海的环境污染问题一

直是当地的一个痛点。但近年来，随着

全市不断转型发展，乌海湖的形成和绿

化覆盖率的大幅增长，特别是自治区持

续推动的乌海市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联治工作，有效地改善了乌海

地区的环境，2017年全市中心城区优良

天数达到 268 天，比 5 年前增加了 110

天。4月 2日，自治区再次召开了乌海市

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

2018 年度工作推进会议，这让乌海人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内

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厂区的这句巨

幅彩色标语格外醒目。在新时代的今

天，乌海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践

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用“乌海行动”全力谱写

“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

乌海篇章。

据《内蒙古日报》

33 岁的王觉甫怎么也忘不了自己

初到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巴彦套海镇

南茅庵村工作时的情景：破败的民房、

尘土飞扬的村道、少见绿树的村庄……

想开一次村民大会，用村委会的大喇叭

从早晨喊到中午，没有一个人来。最后

在老党员、老干部的登门通知下才稀稀

拉拉来了几十人。

当时村部房前正积了一地水，干燥

的地方都被村民占了，想面对村民发表

“讲话”的“新村官”左瞧右看毫无立锥

之地，只好找来几根长木条铺在水上，

才得以有个“舞台”。这个黄河岸边的小

村庄给王觉甫来了个“下马威”，但幸未

熄灭一个年轻人逐梦农村广阔天地的

梦想之火。

“用自己的知识、青春、奋斗来改变

一个村庄，是我的初心和梦想，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退缩！”长得黑、

壮的王觉甫从内蒙古民族大学农学院

毕业后，曾当过大学生村官、农技员，

2014 年被选派到南茅庵村担任第一书

记，一年后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573 人的南茅庵村只有两名

村干部，61岁的村支书兼村主任，妇女

主任兼会计。村里几个姓各成一派，互

相猜忌，邻里失和，国家惠农项目一到

就抢，抢不到就上访。农民收入微薄，村

集体经济多年没收入，甚至村集体 300

亩地承包给邻村人，不但没有收入，还

倒贴浇地的水费……

年轻的王觉甫感到前所未有的压

力，但逃避不是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往

前冲。为尽快打开局面，他选择了一条

难度最大、但成效最明显的路。对于靠

种地为生的南茅庵村民来说，土地是命

根子，也是邻里间大小矛盾的主要导火

索。王觉甫决定从这个最根本、也是最

敏感的问题入手，改变南茅庵村的面

貌。他争取到国家的土地整理项目，计

划把村里所有土地整理后重新分配。这

样，不仅能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有利于

发展现代农业，还能增加耕地。

不出意外，这一下子把全村积累了

几十年的矛盾都掀了出来。开村民大会

讨论土地整理方案，王觉甫在上面讲，

村民在下面吵，有人甚至指着他的鼻子

骂，一同工作的女干部被气哭好几回。

千辛万苦制定方案后，他带领村民代表

挨家挨户走访，让村民签字同意。半个

月走访３轮后，仍有５户拒绝签字。

眼看就到了冬天，土地上冻后整理

工作就得推到来年开春。王觉甫顶住压

力，做好应急预案，决定一边开工，一边

继续说服村民签字。但个别村民还是不

配合，甚至有个村民雇来推土机，要推

平刚建好的农田设施，最终被警察当场

给上了一堂法律课……经历一番波折，

最终南茅庵村的全体村民同意土地整

理，并接受重新分配方案。

60 多天没日没夜的工作、5000 亩

土地公平合理的分配、100 多户村民间

事无巨细的周旋……终于可以松一口

气的时候，王觉甫因劳累过度，突发眼

疾，住院治疗半个月。

但他的付出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早在 2009 年村里就有过土地整理的

机会，但很多村民都反对，没做成，现在

才知道土地整理真有好处呢！”村民甄

喜云细数王觉甫“大胆尝试”给村里带

来的变化：以前全村耕地 3800 亩，整理

之后变成 5000亩；以前一户 30 亩地分

散成 20 多块，无法使用大型农机具，整

理之后变成４块，为规模化、机械化种

植创造了条件；以前农田里没有像样的

路、渠，每年各户之间因浇水淹地的事

争吵不断，整理之后再没有出现这样的

矛盾。

“土地整理”这个漂亮仗开启了王

觉甫的“逆袭”之路。到南茅庵村的第二

年，他就从“不受待见”的外来人，变成

村民真心推崇的领头人。第三年，多年

陷入瘫痪状态的村党支部焕然一新，被

评为巴彦淖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南茅

庵村捧回 30年来第一块集体奖牌。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发

现，颓废的南茅庵正在变样：地是地，路

是路，光秃秃的村道两边种起了树，村

中心的臭水坑变身文化室和休闲广场，

贫困户搬进了新居，一些村民发展起了

养殖业，以前的冤家对头聚在一起晒起

了太阳……

“小王给我们南茅庵带来了许多看

得着和看不着的变化。”61岁的贫困户

杨公义说。这位在 2016 年前一直住着

破旧危房的老人，曾经是王觉甫最大的

牵挂，每当下雨，王觉甫就往老人家里

跑，生怕房屋坍塌。直到在国家扶贫政

策的帮助下，老人搬进了新房，王觉甫

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让我有了新的奋斗目标。”王觉甫说，

“我正在对接一些企业来解决南茅庵村

的产业兴旺问题。” 据新华社

“游客要什么，咱就改什么。”一开

春，甘肃省宕昌县鹿仁村的苗龙平就忙

着给自己年前盖的３层小楼装上冲水

厕所。

鹿仁村地处官鹅沟生态旅游景区。

紧跟旅游市场需求，倒逼自己掌握挣钱

的能力，这是苗龙平心中最朴素的致富

经。

游客需求倒逼藏乡村落
用上冲水厕所

杨小桃是鹿仁村一个漂亮的藏族

姑娘，前些年为了挣点钱，她和丈夫不

远万里去上海打工。大城市的生活让杨

小桃对生活品质讲究起来。每年春节回

家，她都很难适应老家的旱厕，冬天没

有热水洗澡，也 20 公里外的县城。

2014 年前后，宕昌县开始整体建设

官鹅沟生态旅游景区，她决定留下来搞

农家客栈。按照县里统一的设计和标

准，在自家安装了冲水厕所和热水器，

从此告别了臭气熏天的旱厕，冬天足不

出户也能洗热水澡。

包村干部杨海涛说，目前村里大多

数农户都修建了冲水厕所，洗热水澡也

不是啥问题了。

“不搞这些建设不行，家里以前都

是旱厕，没热水，床单也不干净，不少游

客来了一看家里的环境扭头就走。”苗

龙平说。

“这都是参与旅游服务给倒逼出来

的。”杨海涛说：“如果没有旅游业推动，

全村普及水厕不知道还得等多少年。”

如今在鹿仁村，做农家客栈和农家乐营

生的，24 小时热水、干净的床铺、冲水厕

所应有尽有。

发展餐饮让原来的穷汉
摘了“懒汉”帽
为了迎接清明小长假，官鹅沟立界

村的老曲忙得顾不上和记者多说两句

话。自家院里新盖的农家客栈要尽快装

修完，另一边，他的大儿子新盖的房子

也快要封顶，他戴着蓝帽子，背着两只

手，在两个院子间来回巡视施工情况。

10多年前，穷得看不到出路的老曲

被沟里人认为是有名的“懒汉”，地少薄

收，又不愿出远门打工，就愿意守着家

过穷日子。

官鹅沟的生态旅游火了，游客日益

增多，老曲的思想活泛起来。他会做饭，

炒土鸡的手艺还说得过去，就在自家两

间破屋办起了农家乐。如今他开办的农

家乐销售额在景区已名列前茅，还盖起

了３层农家客栈，从此摘了“懒汉”帽，

成了当地十里八村的名人。

“其实村里并没有‘懒汉’，很多村

民看不到出路所以不爱动。旅游让食客

上门，村民的积极性就被激发了。”官鹅

沟景区管委会主任王福全说。

今年赶在旅游旺季前，老曲就早早

下手，收购了 5 万多元猪肉，熏制成了

腊肉。村上的人说，“这不够他卖的，估

计还得再外购一些。”

投资旅游市场让村民
学会了简单的融资技巧
和西北大多数贫困农民一样，官鹅

沟里的农民以前都不喜欢贷款。在他们

眼里贷款就是负债，没有挣钱门路，债

务就像压在身上的大山。而现在，沟里

但凡开着农家客栈和农家乐的农民，谁

家都有几万元贷款。投资旅游市场让穷

苦农民学会了简单的融资技巧。

宕昌县官鹅沟的游客由 2013 年的

84 万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213 万人。

“要留住游客，你得翻新房子、改厕所、

装热水器，忙不过来还得雇人，这都需

要钱。”苗龙平掰着指头给记者数，“周

围的人都穷，借是借不了多少钱的。”

杨海涛说，村民虽然缺少资金，但

旅游市场前景好，县里就统筹扶贫资

金，为参与旅游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

家扶持 3 万元，另外还动员农信社开展

土地证抵押贷款，这一下就活跃了沟里

的经济。现在拥有三四十张床位的花花

农家客栈、老曲农家客栈都有 10几万

元不等的贷款。对于资金、劳力仍然匮

乏的农户，县里鼓励农村探索合作社经

营，村民可以将自家闲置的房屋入股，

合作社统一装修、经营，经营所得收入

由合作社与村民对半分成。“第一年我

就分到了 1.3 万元，而且还可以到附近

的县城打零工，这又是一笔收入。”苗龙

平说，去年他用家里的土地使用证作抵

押，在当地信用社贷款 10万元，加上亲

戚朋友的借款，总共 30 万元盖起了一

栋３层楼房，“虽然有贷款，但我们不

慌，景区开在了家门口，早晚连本带利

一起挣回来。”“脱贫工作要紧盯市场需

求。”杨海涛说，过去贫困户有啥技能，

就找啥市场，现在按照市场需求，通过

供给侧思路抓脱贫，反向提升贫困户

“造血”能力，脱贫门路更广阔。据新华网

旱地变成水浇地
实现靠双手脱贫致富
地理上，宁夏盐池、甘肃环县、陕西

定边就像一块拼在一起的标本———把

三省区最干旱缺水的地带剪贴在西北

大地上。深度贫困地区和干旱地带的叠

加，使这里的人把水看得比命都重。据

统计，盐环定地区年降雨量不足 300 毫

米、蒸发量却是降雨量的 7倍。直到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常常是人与牛羊共

饮一坑积水，人民生活始终笼罩在生存

压力的阴影之下。

1996 年，受高氟水和干旱风沙“荼

毒”已久的老区群众迎来了盐环定扬黄

工程的全线投入使用。工程供水范围辐

射了陕甘宁的 7县（区），供水领域由人

饮、农业供水拓展到城镇、工业、生态等

多领域全方位供水，为受水区饮水安

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水资源支撑。甘甜的黄

河水一度让老区人民喜极而泣，引黄上

塬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写了盐环定

地区贫困落后的历史。

然而，由于财力所限，盐环定扬黄

工程建设之初标准很低、先天不足。投

运以来，工程长期处于小流量运行，供

水能力达不到设计标准，成本居高不

下。特别是宁夏专用工程原规划设计的

人饮工程没有实施，黄河水没有经过净

化处理，只能澄清后直接饮用，水量和

水质都难以保证，人畜饮水依旧十分困

难。

2016年春节前夕，盐环定扬黄工程

更新改造项目确定实施，这为盐环定老

区人民送上了一个脱贫“大礼包”，也拉

开了盐环定扬黄工程“升级版”的序幕。

按照正常建设进度，盐环定 18 座扬黄

泵站更新改造工程需 5 年时间才能完

成。然而，面对老区人民脱贫攻坚的历

史重任，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央承诺，

5年工程 3年完成，确保尽快发挥工程

效益。

“改造一个工程，比新建一个工程

的难度高出数倍。”宁夏回族自治区水

利厅厅长白耀华说，盐环定更新改造项

目需要在原址上施工，且原有工程要继

续运行，确保良田灌溉和人畜饮水不受

影响。尤其是管道置换必须避开灌溉

期，冬季施工无疑给工程带来更高难度

和更大成本。

“春水贵如油。我们拖不起，40多万

群众和 40多万亩良田更是等不起！”白

耀华说。

除去繁杂的工程前期工作，有效施

工期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上百次对方案

的优化论证为工程高效推进打下坚实

基础。施工期间，数万名参建者压茬推

进、争分夺秒，即使在北方冬天这样的

“施工禁区”也昼夜不停，全力以赴保障

了 4月春灌的正常进行。去年冬季，工

程人员给所有设施搭上暖棚，棚内温暖

如春，棚外寒风凛冽，为保证工程质量，

大家宁愿自己在棚外冻着，也要保证混

凝土的温度不差毫厘。

“有了充足的灌溉水源，旱地变成

水浇地，就可以安心种地、靠双手脱贫

致富了！”盐池县冯记沟乡马儿庄村村

民王占胜说，他家种了 15 亩玉米，虽然

引黄灌溉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但大

水漫灌绝对不行。每年分给每亩地的水

只有 47 立方米，只有发展滴灌，才能将

宝贵的脱贫水用在刀刃上。

不仅是生命之水
也是生态之水
盐环定扬黄工程引来的不仅是生

命之水，也是生态之水。

春风拂来，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

盐池县冯记沟乡黎明村，老树抽出新

芽。曾几何时，这个村一度被风沙逼得

四分五裂，草场退化、沙尘弥漫。如今，

这里绿染大地，蔬果飘香。

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宁夏中部干

旱带，“黎明村”的故事俯拾皆是。

据统计，近年来，盐池县依托盐环

定扬黄工程，着力打造绿色产业、绿色

村庄、绿色通道、绿色屏障，已开发种植

可利用柠条 300多万亩，灌木采种基地

100多万亩。

宁夏中部干旱带探索建立了统筹

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兼顾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的水安全保

障体系。

多年来，盐环定扬黄工程每年向灌

区安全供水 1.2 亿立方米，保障了 40万

亩人工绿洲的灌溉用水。远道而来的黄

河水不仅让饱受干旱和风沙侵扰的旱

地变成了水浇地，更造就了沃野田畴、

纵横阡陌，为发展饲草产业和畜牧业提

供了基础保障，构筑起了祖国西部生态

安全屏障。

“这次升级改造的定位很明确，就

是在工程辐射范围内，建设高标准生态

长廊，进一步提高对宁夏生态环境建设

的贡献。”宁夏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局

长窦元之说，通过这次提升改造，老区

人民的“水困”历史将彻底改写，也将更

好地保障宁夏“生态立区”战略的实施。

给工程植入“最强大脑”，
彻底改变粗放式供水
“这次更新改造，绝不是旧的翻版，

必须广泛运用新技术，给工程植入‘最

强大脑’。”白耀华说，盐环定更新改造

项目设计之初，信息化与自动化就成为

这次改造工程的重要标准。

盐环定扬黄工程更新改造项目借

助钱学森智库，高位嫁接中国航天十二

院的技术优势，开展军民融合，打造智

能化工程运行控制体系。

“泵站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彻底改

变了过去的粗放式供水，大大减少人工

分配水资源产生的供水不均衡、水耗大

等问题，提高了供水的精确度和安全系

数。”宁夏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

蒋昊良介绍。在传统的人工供水系统

中，水量调配全凭工作人员的经验，不

仅无法保障准确按需供给，长期频繁开

关机对设备损耗较大，也增加了很多不

必要的运行成本。而更新改造后的盐环

定扬黄工程，泵站数由原来的 18 座精

简到了 13 座，供水扬程也由以前的三

四十米提高到了一百多米。

在盐环定扬黄工程 2 泵站的前池

入口，自动捞草机不停运转，将水流中

所携带的树枝、杂草等杂物捞出，通过

皮带传输机运送到一旁，避免有害污物

进入前池，进而污染水源。升级改造后，

这些先进技术应用到了泵站运行的每

个环节。

盐环定扬黄工程 2 泵站副站长侯

学东见证了工程的“脱胎换骨”，也为它

重获新生感到欣慰。“盼了 20年，终于

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造后电机的

温度、油位等若有问题，就会自动报警，

爆管、跳闸概率几乎为零。”侯学东说，

工程改造后，运行中水泵、电机的温度、

转速、震动等将形成曲线图，如果水泵

出现问题，通过电脑上的图谱就可以看

出故障原因。

“实现测控一体化，其实就是问题

的可视化。过去需要把每个设备打开，

逐一找出原因，动辄还要请专家来一

趟。现在机器可以在线‘自诊断’了。”盐

环定扬黄工程新 8泵站站长贺满焱说。

更新改造后的扶贫扬黄工程，正与

盐环定革命老区一起，迎来建成全面小

康社会的曙光。

据新华网

乌海：大漠湖城转型潮

不负青春不负心 落后村变先进村
———内蒙古一 80后村支书的“逆袭”之路

靠市场力量推动脱贫———甘肃官鹅沟里的脱贫新事

陕甘宁盐环定老区
“水困”历史彻底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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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7日上午 9 时，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盐池县，

经过 7天梯次试水，黄河水举高一百多米，进入新建的 6泵站

1 号机组。至此，陕甘宁盐环定扬黄工程更新改造项目全线顺

利通水。水到之处，满目生机，汩汩清流浸润着大西北干渴待

哺的黄土，直达干旱带群众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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