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综合】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版编辑赵新政│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刘芳│２０23年 12月 14日·星期四

两条清漂船在碧波荡漾的水
面上缓慢行驶， 清漂工人拿着网
兜、 耙子、 竹竿等工具打捞水面
上的树枝、 塑料瓶等漂浮物。 这
是记者12日一早在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看到的一
幕。

这些清漂工人来自河南省南
阳市淅川县， 丹江口水库一半的
水面在这里。 靠岸后， 工人会将
这些漂浮物分类后运往垃圾处理
场。 自2013年成立清漂队以来 ，
淅川县已累计清理各种漂浮物13
万吨， 而这仅仅是守好这一库碧
水的其中一项工作。

南水北调中线从丹江口水库
陶岔渠首闸引水入渠， 南水千里
奔流， 润泽豫冀津京。 2014年12
月12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面
通水； 9年来， 累计调水量已超
过600亿立方米， 四省市直接受
益人口超过1.08亿人。

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 ， 全面通水以
来， 南水北调中线供水水质稳定
在地表水Ⅱ类标准及以上。 这也
印证了记者在此次探访过程中的
最大感受： 在淅川， 最大的事是
防止水污染。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淅川分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淅川县设
立了2400多个 “护水员” 公益岗
位和一支83人的专业清漂队， 还
建成了14个污水处理厂、 12个垃
圾处理场、 175个农村小型污水
处理设施， 并在五大主要河流和
丹江口水库建成了12个水质自动
监测站， 确保注入丹江口水库的
水质达到Ⅱ类标准及以上。

保持好水质， 不仅要治污，
还需要全流域的良好生态。 淅川
当地有句话： “丹江水清不清，
就看山绿不绿。” 但是， 让淅川
的山 “绿” 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淅川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区，

全县荒山石漠化面积曾达125万
亩， 其中55万亩是重度石漠化，
并且集中在丹江口水库周围。 马
蹬镇葛家沟村周边的山头就是这
种地貌。

“这种地貌立地条件差， 水
土流失严重， 造林难度大。” 当
了19年护林员的李国锋对记者
说。 2020年， 县里申请到一个国
家储备林项目， 治理葛家沟村周
边的几个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山
头。

“先用机械在石头上挖大
穴， 然后再运土填进去， 一个穴
种一棵树。 如果不能机械作业，
就在石头缝儿里找土多的地方或
填土栽树。 很多机械、 土、 树苗
都是靠人扛、 驴拉等方式运到山
上的 ， 因为一些山头根本没有
路。” 谈起如何种树造林， 李国
锋打开了话匣子。

目前 ， 葛家沟国储林基地
6000亩石漠化山头已全部种上了

树。 一排排火炬松、 侧柏染绿了
一个又一个山头， 站在山顶向下
望， 一半青山、 一半碧水。 而这
只是淅川县12个石漠化造林点之
一， 这个县已高标准完成石漠化
治理38.2万亩。

树种好了， 还要养护好、 管
理好。 淅川县探索 “林长+公安
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 的治
林新模式， 依托 “四员” （护林
员、 技术员、 警员、 监督员） 构
建立体管护网络， 推进森林资源
保护。 全县设立了县、 乡、 村三
级林长 1480人 ， 构建 “一长四
员” 基层网格366个， 实现 “山
有人管、 树有人护、 责有人担”。

绿水青山有了， 如何把它变
成金山银山？ 鉴于库区生态保护
需要， 淅川县围绕生态经济做文
章， 大力发展林果经济、 中草药
种植和生态旅游， 更好推动乡村
振兴。

在丹江口水库旁一个1200亩

的石榴园里， “80后” 总经理高
辰已经营这个果园10年。 “为了
杜绝污染 ， 我们使用的是有机
肥， 杀虫用的是生物制剂和防虫
灯。” 高辰说， 虽然成本增加了，
但 有 政 府 补 贴 ， 而 且 石 榴 是
“喝” 丹江水长大的， 品牌效益
不错。 现在， 高辰正盘算着对果
园附近移民留下的旧房屋进行改
造， 发展生态观光农业。

经过多年努力， 淅川县已发
展石榴、 大樱桃、 杏李等特色林
果23万亩。 2022年， 全县林果业
产值达6亿元， 10万库区群众走
上了增收致富路。

“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就是
保护淅川发展的根基， 也是提高
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基础， 我们
坚持走生态经济化、 经济生态化
绿色发展道路， 实现在发展中保
护、 在保护中发展。” 南阳市委
常委、 淅川县委书记周大鹏说。

据新华社

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15周年。 海关总署12
月12日发布数据显示， 中国和越
南双边贸易持续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 ， 今 年 前 11个 月 中 越 货 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1.45万亿元， 同
比增长3.6%， 其中， 11月当月中
越进出口1619.2亿元， 同比增长
12.5%， 规模创月度历史新高。

近年来， 得益于中越持续推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支持企业开
展互联互通、 数字经济、 绿色发
展、 跨境电商等战略和新兴领域
合作， 中越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 自2016年起， 越南保持中国
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位置，
今年前11个月中越贸易占中国与
东盟贸易的25%。

具体看来， 中国与越南产业
链供应链合作日益紧密。 今年前
11个月， 中越两国中间产品进
出口1.01万亿元， 占中越贸易的
69.8% 。 其中 ， 平板 显 示 模 组
类 、 音 视 频 设 备 类 、 锂 电 池
类 产 品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3%、

17.1%、 10.8%。
中国与越南农业领域合作空

间广阔， 农产品进出口规模持续
扩大。 12月11日， 一批重36吨的
越南鲜甘薯从位于广西的水口口
岸入境， 从农产品 “绿色通道”
驶出海关监管区。

龙州晟睿商贸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卫告诉记者： “在水口海关
的大力支持和优质服务下， 该批
鲜甘薯从申报进口到放行全程只
要2个小时， 最大程度地保证了
甘薯的新鲜度， 在国内市场应该
会很受欢迎。”

同一天， 在中越边境云南段
最大口岸———河口口岸， 一辆辆
满载蔬菜、 水果的货车在工作人
员引导下， 有序驶出。 通关后，
产自云南的娃娃菜、 芹菜、 卷心
菜等进入越南， 很快可以端上当
地民众的餐桌。 “入冬以来， 产
自云南的瓜果蔬菜进入了出口旺
季， 深受越南市场青睐。” 河口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
长王鑫告诉记者。

据统计， 今年前11个月， 中
国进口越南农产品 446.2亿元 ，
同比增长20.3%。 其中 ， 2022年
新增准入的鲜榴莲、 鲜甘薯、 燕
窝合计进口146.5亿元 ， 占同期
自越南农产品进口的32.8%。

与此同时， 中国的蔬菜、 温
带水果也受到越南市场欢迎。 前
11个 月 ， 中 国 对 越 南 出 口 农
产品 343.1亿元， 同比增长3.1%。
其中， 蔬菜、 柑橘、 鲜葡萄分别
出口65.8亿元 、 23.9亿元和13亿
元， 同比分别增长12.7%、 29.1%
和1.7%。

此外， 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
经济恢复发展， 带动了边境贸易
恢复性增长。 前11个月， 中国以
边境小额贸易、 边民互市贸易方
式合计对越南进出口 1185.8亿
元， 同比增长35.1%， 拉动中越
进出口增速2.2个百分点。 其中，
广西、 云南对越南边境贸易均快
速恢复 ， 同比分别增长 34.4% 、
65.6%。

据新华社

守好这一库碧水

11月贸易规模创月度历史新高
中越经贸合作亮点纷呈

最新统计显示， 今年1至11
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938
亿元， 创同期历史新高。 超过1
万亿元的资金投向了哪些领域？

近日，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
长张祥伟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2023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
展和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说， 2022
年全国水利建设完成投资10893
亿元， 今年前11个月超过了去年
全年完成的规模。 超过1万亿元
的 资 金 主 要 投 向 了 四 个 领
域———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
国家水网重大引调水和重点水源
工程建设、 河湖生态环境复苏、
水文基础设施和智慧水利等其他
项目。

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方面
完成投资2938亿元， 包括黄河下
游 “十四五” 防洪工程、 淮河入
海水道二期工程， 西江、 辽河干
流、 太湖环湖大堤达标治理， 长
江、 淮河、 海河流域的国家重要
蓄滞洪区等流域防洪骨干工程建
设， 以及中小河流治理、 山洪灾
害防治、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

国家水网重大引调水和重点
水源工程建设方面完成投资5148
亿元， 包括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
配置、 引江济淮二期、 内蒙古引
绰济辽等重大引调水工程， 浙江
开化、 内蒙古东台子、 贵州凤山
等大型水库的建设， 以及灌区新
建和改造、 农村供水工程等。

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方面完成
投资1921亿元 ， 包括福建木兰
溪、 吉林查干湖等重要河湖水生
态修复治理工程 ， 以及水土保
持、 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等。

水文基础设施、 智慧水利等
其他项目完成投资931亿元， 包
括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和数字孪
生流域建设、 水利设施维修养护
等。

“这些工程的加快建设， 扩
大了水利有效投资 ， 为扩大内
需、 促进经济回升向好作出了积
极贡献。 同时， 对保障流域、 区
域防洪安全、 供水安全、 粮食安
全 、 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
张祥伟说。 据新华社

超1万亿元水利建设资金投向了哪里？

新华社电 2023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13日在京发布， 此次调
整共有126个药品新增进入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 1个药品被调出
目录， 谈判或竞价成功的药品价
格平均降幅61.7%。 新版医保药
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3088种，
其中西药 1698种 、 中成药 1390
种； 中药饮片仍为892种。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黄心宇介绍， 共有143个目
录外药品参加谈判或竞价， 其中
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 谈
判成功率为84.6%。 成功率和价
格降幅均与2022年基本相当。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了抗
肿瘤、 罕见病、 抗病毒等领域的
药品， 如治疗 I型戈谢病成年患
者的酒石酸艾格司他、 用于治疗
卡斯特曼病的司妥昔单抗、 治疗
复发或难治滤泡性淋巴瘤的林普
利塞等。 糖尿病等慢性病领域也
有药品被纳入， 如针对Ⅱ型糖尿
病患者的多格列艾汀等。

据介绍， 此次调整在加强研
究论证 、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 ， 进一步完善规则 、 规范程

序 ， 目录调整的科学性 、 规范
性、 透明度以及精细化水平等进
一步提升。

“我们牢牢把握 ‘保基本’
的功能定位， 将基金承受能力作
为必须坚守的底线，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着力满足广大参保人
基本用药需求 。” 黄心宇表示 ，
通过完善续约规则， 初步建立基
本覆盖新药全生命周期的支付标
准形成机制， 加大对医药创新的
支持力度。 同时， 此次调整在确
保基金安全的基础上， 继续适当
放宽部分目录内品种的支付范
围， 药品可及性和用药公平性得
到进一步提升。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 已连
续6年开展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
累计将744个药品新增进入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 同时将一批疗效
不确切、 临床易滥用的或被淘汰
的药品调出目录， 引领药品使用
端发生深刻变化。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以及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配备情况， 可
以在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 国
家医保局官方网站查询。

2023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发布

近日， 一场科威特工科学生的毕业作品展在哈瓦利省举行。 这些
毕业作品 （项目） 分为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 电子工程和石油工程四
个方面。 图为观众在作品展上观看一个利用人工智能检测石油泄漏的
项目作品。 新华社发

科威特：工科学生毕业作品展

———探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