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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江 堰 市 ：因 堰 而 兴 千 年 古 城
■图文/都江堰市人民政府

公益广告：各地形象宣传

一季度新疆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5.4%
本报讯 今年一季度，新疆外贸进出

口总值 1081.6亿元，同比增长 15.4%，其
中出口 951.7亿元，进口 129.9亿元。一
季度，新疆对非洲、西亚、拉美、中东欧
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动能强劲，分别同比
增长42.9%、88.3%、108.8%、75.5%。从规
模来看，新兴市场已与东盟等主要市场

“旗鼓相当”。今年，新疆开放平台优势
继续凸显，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

试验区进出口占外贸总值的四成以
上。同期，新疆 4个综合保税区合计进
出口 405.7 亿元，增长 9.7%，占 37.5%。
一季度，一般贸易跃升为新疆第一大贸
易 方 式 ，以 此 方 式 进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66.7%，对整体外贸贡献最为显著。此
外，随着新疆与周边国家持续深化互联
互通，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同比增
长136.6%。 （胡嘉琛）

本报讯 国家林草局草原管理司司长
李拥军日前表示，国家林草局积极构建草
原监测、保护、修复、执法、草业、支撑等六
大体系，将草原保护发展纳入林长制考核，
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草原生产力

持续提高，草原工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和标
志性成果。“十四五”以来，中央财政支持草
原保护修复总投资达到1100亿元，年均修
复草原超过4600万亩，年均防治草原鼠虫
害面积超过 1亿亩，草原鲜草总产量超过

5.5亿吨。李拥军表示，尽管全国草原生态
状况已走出低谷，但由于我国草原主要分
布在干旱半干旱和高寒高海拔地区，自然
条件恶劣，修复治理难度大，目前仍有约
70%的草原存在不同程度退化，草原保护
修复工作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欧阳易佳）

我国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

外国游客迷上了西部“生态游”
■文/杨文明 王欣悦 董泽扬

在云南红河看哈尼梯田诗意画卷，在
重庆巫山观一江碧水映青山，在海南五指
山享受天然氧吧……近年来，不少外国游
客迷上了中国“生态游”。中国不断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让外国游客印象
深刻。

云南红河
“灌满水的梯田仿佛一面巨

大的‘天空之镜’”

清风拂过，云开雾散，位于云南省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哈尼梯田渐渐露出
真容。

“哇，太壮观了！”望着眼前气势磅礴、
波光粼粼的梯田，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薇
薇安夫妇不禁赞叹。

薇薇安是一名旅行爱好者，钟情自然
风光与人文景观。一次，她偶然在社交媒
体上看到哈尼梯田的图片，便被这片神奇
的土地吸引。趁着哈尼梯田春季灌水期，
薇薇安夫妇专程从澳大利亚飞至中国云南
元阳，只为一睹这片被誉为“大地雕塑”的
世界文化遗产。在为期 3天的行程里，他
们游览了元阳县的坝达、老虎嘴、大瓦遮等
梯田景区。

1993 年，法国人扬·拉玛在云南元阳

拍摄了风光纪录片《山岭的雕塑家》，该片
在世界40多个国家放映，让哈尼梯田走进
世界上更多人的视野。2013年，红河哈尼
梯田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层层叠叠、错落有

致——从15度的缓坡到75度的峭壁，每片
山坡上都布满了形状各异的梯田。“灌满水
的梯田仿佛一面巨大的‘天空之镜’，这里
是摄影爱好者的绝佳目的地。”英国游客
李·巴瑞特说。

元阳有一首世代相传的古歌：“人的命
根子是田，田的命根子是水，水的命根子是
森林和树木……”一条条沟渠从山顶的观
音山向下，一路串起森林、村寨和梯田，构
成了元阳哈尼梯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

“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生态系统
太神奇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听完古歌背后的故事，薇薇安感慨道。

除了壮美的梯田风光，哈尼族古村落
淳朴的民风也让薇薇安印象深刻。来到阿
者科村，打卡茅草顶、黄土墙的哈尼族传统
蘑菇房；走进当地农户家，品尝哈尼蘸水
鸡、梯田鱼；坐在村落古树下，与哈尼族民
众共唱哈尼古歌，体验哈尼族传统编制技
艺……“哈尼族人热情好客，虽然语言交流
不畅，但他们脸上真诚的笑容让人感动。
在这里，我们感受到最纯粹的乡村生活。”
薇薇安说。

巴瑞特用他新学的中文成语“诗情画

意”来形容哈尼梯田，“这里是哈尼族人
1300 多年来生生不息‘雕刻’的山水田园
风光，是展示哈尼族文化和农耕文明的重
要窗口。”

重庆巫山
“我要将这震撼的景色分享

给我的朋友们”

清晨，红日初升，长江巫峡段薄雾
将散。

游船甲板上，近 40 名来自澳大利亚、
德国、菲律宾等国的游客正倚着栏杆，期待
一场山水邂逅。

其中有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名叫埃里
森，是美国地质学者。35 年前，埃里森曾
探访过巫山，如今因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免
签国家范围、优化免签政策，他有机会故地
重游。

“巫山的故事，要从‘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一镌刻在渡口之上的
诗句说起。”游船甲板上，重庆巫山文旅集
团有限公司的英语导游赵培清向游客们讲
述巫山的故事。

一江碧水映巫山。当游船驶入小三峡
龙门峡口，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镜头
里，山峦夹峙着一江碧水，游船缓缓前进，
山的倒影随碧波摇荡。

加拿大游客西拉直接俯下身子，把手
浸入江水感受这份清凉，她对着视频电话

中的朋友们说：“我相信你们从来没见过这
么清澈的江水，我也是第一次！”

在巫山三峡龙脊徒步游观景台，埃里
森驻足俯瞰。这条徒步路线沿着山脊的古
道向上攀登，眺巫峡，瞰江水，将三峡库区
腹地的美景尽收眼底。35年过去，从当初
的石山荒山、江水浑浊，到如今的翠绿绵
延、碧波荡漾，埃里森连连称赞长江巫峡段
的生态治理成果，也好奇这场“生态蝶变”
背后的原因。

见过了巴雾峡的怪石嶙峋，船行至滴
翠峡，20 公里长的峡谷幽深秀丽，不时有
猴群在两岸树林中穿梭，引起游客们阵阵
惊呼。埃里森请人帮他拍下与家人共享山
水美景的合照。这次一家12人的中国行，
巫山的绿水青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守护这抹绿色，重庆市巫山县坚持
“三水共治”，近年来累计清理整改小水电
67座，整治长江入河排污口 71个，完成石
漠化治理 121.95 万亩，让“两岸猿声啼不
住”的诗意重回现实。

返回的路上，埃里森抚摸着手里中英
双语的风光画册——他在游客中心一次性
购买了 3本。画册里，巫山十二峰群峰竞
秀、绝壁连绵，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季云
雨被一一记录。“我要将这震撼的景色分享
给我的朋友们。”埃里森说。

“这里的山水会说话。”结束行程前，澳
大利亚游客罗伯特感慨。巫山云雨、万重
青山……诗词中的巫山常被翻译给外国游
客。这些流传千古的絮语，是这片山水送
给世界的隽永诗意。

都江堰市，这座坐落于成都平原西
北边缘的城市，拥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
建城史，其发展历程与都江堰水利工程
紧密相连，因堰而起、因水而兴，在历史
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都江堰市历史底蕴深厚，是古蜀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秦汉时期，这
里便设置了湔氐道，后历经朝代更迭，行
政区划和地名多次变更。从蜀汉时的湔
县，到唐代的青城县，再到前蜀设灌州，直
至明代降为灌县，每一次变迁都承载着时
代的印记。清代至民国期间，其隶属关系
也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后，灌县先后隶
属于川西行署、温江专区，最终于 1988 年
撤县设市，改称都江堰市，由成都市代管，
开启了城市发展的新篇章。

历史
公元前 256 年，战国时期秦国蜀郡

太守李冰率众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它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都江堰市西侧
的岷江上，距成都 56 公里。都江堰水利
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
理条件，因势利导，创造性地采用无坝引
水技术，自流灌溉。其由鱼嘴分水堤、飞
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主体工
程以及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精妙
构成。

在古代，成都平原时常遭受水旱灾
害，岷江洪水泛滥时，良田被淹，百姓苦
不堪言；而雨水不足时，又会陷入干旱困
境。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问世，彻底改变

了这一局面。它为成都平原提供了稳定
可靠的灌溉水源，使得大片农田得以旱
涝保收，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从此，成都
平原逐渐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
天府之国，农业的繁荣为地区经济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灌
溉区域不断扩大，到 1998 年，灌溉面积
达到 66.87 万公顷，涵盖 40 余县。时至
今日，都江堰灌区以占全省约 1/20 的土
地，提供了全省 1/4 的有效灌溉和粮食
产能，养育了全省 1/3 的人口，集中了全
省近一半的地区生产总值，构成了省内
经济总量最大、经济活力最好的成都

“主干”和环成都经济圈，成为四川省国
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水利基础设施，
其灌区规模位居全国之首。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浪潮中，都江堰
市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发展道
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23 年，
都江堰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06.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5.2%。三次产业结构比
为 8:27.5:64.5，呈现出三产主导、协同发
展的良好态势。

农业和种植
都江堰市充分利用优质的水资源和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围绕“都江堰精华灌区”品牌，推动
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在特
色种植领域，川芎、猕猴桃、茶叶等农产品
品质优良，闻名遐迩。其中，都江堰川芎
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种植历史悠
久，以根茎入药，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在
国内外市场颇受欢迎。猕猴桃产业也发
展得如火如荼，标准化种植基地不断涌
现，通过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
提升了猕猴桃的产量和品质，产品畅销全
国各地。同时，积极发展生态农业观光旅
游，将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了众多
集农事体验、采摘观光、科普教育为一体
的现代农业园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

玩，进一步增加了农民收入。

工业和旅游
都江堰市形成了以食品饮料、旅游

装备制造等为主导的产业格局。食品饮
料产业依托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优
质水源，发展势头强劲。青城茶叶、猕猴
桃加工产品、特色调味品等在市场上占据
一席之地。例如，青城山的茶叶品牌众
多，如青城雪芽，其外形秀丽微曲，白毫显
露，汤绿清澈，香气浓郁，滋味回甘，深受
消费者喜爱。旅游装备制造产业则借助
都江堰市发达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

都江堰市的服务业更是蓬勃发展，
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世界文
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所在地，都江堰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大量游客。以
都江堰水利工程和青城山为核心，构建
了完善的旅游产业链。游客们来到这
里，既能领略到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雄伟

壮观，感受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又能在
青城山享受清新的空气、秀美的自然风
光，探寻道教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传
统的观光旅游，都江堰市还大力发展休
闲度假、康养旅游、文化体验等多元化旅
游产品。青城山周边涌现出众多高品质
的度假酒店、民宿，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住
宿环境；康养产业也逐渐兴起，依托当地
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中医药资源，开发了
一系列康养项目，如中医理疗、温泉疗养
等，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此外，会展
经济也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新亮点。凭借
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都
江堰市成功举办了多个大型国际国内会
议、展览和赛事活动，提升了城市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
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2023 年，都江堰
市荣获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第
八名，天府旅游名县复核考评连续四年
全省第一，充分彰显了其在旅游领域的
强劲实力。

本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网
上 零 售 额 3.6 万 亿 元 ，实 物 网 零 增 长
5.7%。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以旧换新加力
扩围拉动数字产品增长 7.4%，高分影片和
品质堂食拉动在线文娱和到店餐饮增长

40%和 29.2%。产业电商助推实数融合，
“AI技术+数字工厂”模式降低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运营成本近30%，“电商+产业带”加
强订单归集和数字化协同，提升中小企业
生产效率35%。一季度重点监测平台销售

越南开心果、马来西亚糖果、柬埔寨登山鞋
分别增长 119%、69.5%、51.8%。制度型开
放取得新进展，“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电
子提单率先实现跨平台互操作，上海数据
交易所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广西
与越南、老挝发布电商职业、课程标准。

（孙红丽）

一季度以旧换新加力扩围拉动数字产品增长7.4%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 至 3 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
量 8572 万千瓦，同比增加 1629 万千瓦。
截至 3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34.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6%。其中，太阳能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9.5 亿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43.4%；风电装机容量 5.4 亿千瓦，同比增
长 17.2%。电源结构继续优化，清洁能源

发电快速增长。今年 1 至 3 月，规模以上
工业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清
洁能源发电量 0.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电力工业投资方面，1 至 3 月，全
国主要发电企业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956
亿元，同比增长 24.8%。 （丁怡婷）

一季度累计发电装机34.3亿千瓦

陕西出台22条措施降低物流成本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发改委联合省

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印发《陕西省有效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从提
升铁路货运服务水平、完善公路运输管
理体制机制、加快发展对外开放、健全
物流运行体系、加强创新驱动和保障措
施等 6个方面，提出 22条具体措施降低
全社会物流成本，力争通过3年努力，基
本形成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物流市

场。在降低仓储成本方面，陕西将鼓励
企业充分利用再用钢轨、轨枕及既有生
产生活房屋等设施设备，降低专用线建
设成本；对纳入国家和省级示范的物流
园区新增物流仓储用地给予重点保障；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利用出口信用保险
等金融工具，支持海外关键节点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

（毛浓曦）

一季度陕西邮政行业两项业务增速居全国首位
本报讯 一季度陕西省邮政行业寄

递 业 务 量 完 成 8.69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43.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7.43亿件,
同比增长 56.44%。全省邮政行业寄递
业务量和快递业务量增速均居全国首
位。陕西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季度,陕西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
成 85.34 亿元,同比增长 16.55%。其中,
快递业务收入完成57.18亿元,同比增长

28.94%。邮政快递业是现代物流的标志
性产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
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
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全省
邮政行业保持高位健康稳定运行态势,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也展现了陕西省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
性,以及消费市场持续扩大、经济结构不
断优化的良好态势。 （阚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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