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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史卫燕 陈杰
田中全

2024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队近期
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在平均海拔超过
4500米的长江源区开展科考。

长江源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响应
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全球气候变暖
将对江源生态环境产生哪些影响？

盛夏时节，来自水利部长江水利
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等单位的20余位科
考队员聚焦“水土气沙冰”五大重点领
域，对长江源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等进行全方位“体检”，摸清江源生
态本底，找寻江源变化规律，为长江大
保护提供更多科学支撑。

暖湿化带来的挑战受
关注

记者与科考队员一行驱车行驶在
江源腹地，只见层层云雾裹住两侧延
绵的山峦，突然化作一场骤雨，令人猝
不及防；冰川脚下，融水自高处向下倾
泻，发出巨大的轰隆声；浅谷里，溪流
似乎失去了束缚，夹杂着大量泥沙，卷
起层层黄褐色的波浪，向着远方奔涌。

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徐平介绍，
今年的科考进一步掌握长江源的生态
环境现状，是对江源健康状况的全方
位“体检”。

科考队员在长江南源当曲、长江
干流通天河流域等地监测发现，受气
候暖湿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这些河
流径流量明显增加，水位上涨。

参加此次科考的专家认为，当前
长江源地区水生态环境整体向好，同
时能持续稳定向下游地区输送大量水
资源。

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的科
考队员时璐介绍，长江源地区自产水
资源从 2005年以后总体转丰，特别是
2017年以来增幅明显，过去 5年长江
源 地 区 年 平 均 自 产 水 资 源 量 达 到
261.7 亿立方米，较 1956至 2016年多
年平均值偏多40%以上。

长江科学院流域水环境研究所工
程师乔强龙与同事一起观测发现，江
源科考 13年间，江源地区水生生物种

类呈缓慢增长趋势，这和青藏高原暖
湿化导致温度上升、水量增加等因素
有关。

与此同时，暖湿化带来的挑战也
令科学家们分外关注。资料显示，长
江流域近 60年来气温显著升高，长江
源区气候变化更加明显，极端降水发
生频次和强度增加。

在海拔5200多米的冬克玛底冰川
脚下，长江科学院水利部岩土力学与
工程重点实验室工程师范越和景旭等
队友，携带30多公斤的雷达设备，向着
冰川进发。他们穿过冰川消融形成的
河流，在冰川上铺设测量线，连续记录
探地雷达接收到的电磁信号，依据反
演数据探测冰川厚度。

范越说，从近年在格拉丹东雪山
主峰冰川、冬克玛底冰川科考的情况
看，两大冰川都有逐步萎缩的趋势。

研究显示，全球山地冰川整体处
于退缩状态。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
有将近 6000条小冰川消失，大多数冰
川在萎缩。长江源区冰川普遍处于末
端退缩、面积减小和厚度减薄状态。

此次科考的重点冬克玛底冰川近
年来持续消融，2009年退缩分解为大、
小冬克玛底两条冰川后，目前冰川前
沿冰舌仍在退缩。

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副所长周
银军密切关注气候变化对长江源区河
流的影响。他说，从2000年左右开始，
长江源区河流的沙量也开始增加。
2016年以后，长江源区的直门达水文
站沙量较过去多年均值增加约50%，沱
沱河水文站的沙量则几乎翻倍。

江源“体检”将持续
深化

长江流域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秦
鹏程介绍，与长江流域整体相比，长江
源区气候变化更加显著，升温速率约
是全流域的两倍。未来长江源区暖湿
化趋势仍将持续，预计21世纪末，在中
等排放情景下，长江源区平均气温较
当前将升高2至 4摄氏度，降水量可能
增加10%至30%。

秦鹏程说，长江源区暖湿化趋势
持续，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水资源增
加，然而气候变暖将导致江源地区冰

川加速退缩。
“水资源总量增加将带动三江源及

下游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向好，但也会
增加泥沙输移、带来河势演变，影响涉
河工程和枢纽工程的稳定运行。”周银
军说，掌握气候变化下江源河流的水文
过程变化规律及机制，有助科学判断未
来水量沙量变化和灾害风险。

行走在高寒奇绝的江源地区，记
者看到，河谷滩地、山野沙砾中长有迎
风冒雪而立的牧草，荒野中的花朵顽
强绽放。

长江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正高
级工程师任斐鹏长期关注气候变化
背景下江源地区高寒植被的退化情
况。任斐鹏通过实验发现，当增温达
到或超过 3 摄氏度时，江源原位实验
点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会出现临界
点变化特征；增温幅度高于 3 摄氏度
越多，样方内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下降
就越明显。

“江源地区高寒缺氧，太阳辐射强
烈，生命在极端严酷环境下缓慢演化，
因此植物对环境骤然变化也会更加敏
感。”他说，“增温幅度越高则生物量越
大，但增温后，不同植物间对于水、肥、
光的竞争也会加剧。”

秦鹏程等专家表示，目前对江源
地区的研究多采用有限的气象、水文
监测数据和卫星遥感数据产品，结合
数值模式进行预测。因此深入江源进
行实地调查，可以弥补常规观测系统
在高原上密度不足的问题，并为数值
模式参数优化和改进提供重要依据。
同时，在江源科考中，来自不同科研机
构、专业学科的科研人员相互探讨交
流，可以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

“长江大保护，从江源开始。”徐平
说，江源科考坚持流域视角和问题导
向，对江源生态演变规律研究逐步深
入，相关论文将为长江保护提供科研
基础。

“科考精神”薪火相传

徐平带着科考队员向冬克玛底冰
川攀爬，到可以站住脚的地方，他经常
提醒大家歇一会，“慢慢走，把握节
奏”。这是他第 13次来到江源进行科
学考察。

马不停蹄地攀登，持之以恒地研
究，一代代“科考精神”薪火相传。

受限于交通和测量手段，人们对长
江的认识经历了长久而艰难的过程。

1976年，新中国首次组织对长江
源头展开科考，参与队员签名写下“生
死状”，决心找到长江的源头。水利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科考队历尽艰辛
终于将长江源追溯到唐古拉山主峰格
拉丹东雪山脚下。那次考察还修正了
长江的长度，长江取代密西西比河，成
为世界第三长河。

如果说寻找长江源回答了千百年
来中国人对于母亲河源头的苦苦追
问，那么江源科考则体现了在全球气
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人深入认识、切实
保护“中华水塔”的不懈努力。

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是全球对
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之一，作
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对流域气候
系统稳定、水资源保障、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态系统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为深入了解人类活动对江河源头
生态环境状况的影响，2012年长江科
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人员走进江源，拉
开了江源科考常态化的序幕。

最令徐平骄傲的，是科考团队咬
紧牙关，逆江而上，在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江源地区克服高寒缺氧、舟
车劳顿、雨雪天气等不利影响，一次次
闯入江源核心区，一次次带着科研成
果满载而归……

江源科考，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也是一场艰辛的“接力赛”。随着科考
的不断深入，一批“90后”队员正以实
际行动，展现责任和担当。

十年如一日，一批批科考队员“把
脉”江源，解答疑惑。

翻开厚厚的江源科考论文集，100
多篇涉及长江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土
保持等领域的科研论文收录其中。“过
半论文是近些年发表的，说明江源科
考成果正加速涌现。”徐平说，“多项科
研成果属于‘首次’”。

“对江源的探索仍将持续，无论遇
到多少困难和挑战，我们将坚持把江
源科考做下去，以科学的态度、探索的
精神努力永葆长江的健康澄澈！”周银
军说。 （新华社西宁8月4日电）

探 秘 江 源
——来自长江源头的“体检报告”

□《解放军报》记者 韩国贤 梁金凤
特约记者 贺志国

“党和政府不仅帮我们新建草料
棚和驼圈，还为我们维修加固房子，放
牧巡边条件越来越好了。”盛夏时节，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银根苏木，54岁的
民兵护边员宝勒德看到阿拉善左旗边
境管理大队、基层武装部工作人员和
技术人员前来检修他家的风光互补发
电设备，由衷地感谢道。

“阿拉善左旗是内蒙古自治区 19
个少数民族边境旗之一，域内边境线
长 188.68 公里，守土戍边任务十分艰
巨。”阿拉善军分区领导介绍，近年来，
为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在边境地区置业
安居、守边戍边，阿拉善盟下拨专项资
金打水源井、架设供电线路、升级改造
巡逻路等，不断完善边境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

“2023年 6月 7日，习主席在内蒙
古调研边境管控和边防部队建设情况
时强调，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
我国边防的独特优势。”内蒙古军区领
导介绍，内蒙古是祖国的“北大门”，边

境线长 4200多公里，维护国家安全和
边疆安宁，使命如山、责任重大。边地
不富，则边疆不稳，国防不固。进入新
时代，内蒙古军地持续指导边境旗市
党政军警民联合党组织，始终把推进
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作为强基工程，汇
聚起管边控边强大合力。

新建或升级改造边防巡逻路、移
动执勤房等边防基础设施；为边防连
队接通常水常电，完善训练生活场所；
建强护边员队伍，配合边防官兵和边
境派出所民警巡逻执勤……近年来，
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改善“水、电、路、
讯”等基础设施，更好满足边境一线居
民、官兵生活所需，夯实戍边基础。

烈日，炙烤着戈壁大漠。民兵护
边员孟根阿古拉像往常一样，穿上迷
彩服，佩戴好党员徽章，拿上望远镜，
驱车前往 10多公里外的边境一线，执
行巡边任务。

“除了修补铁丝网，最主要的是察
看是否有人为活动迹象。”孟根阿古拉
说，“作为生活在边境地区的牧民，守
边防就是守家园。”

与阿拉善的大漠风光不同，数千
公里外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目之所及，

绿草如茵。
“第一执勤小组，刚才接到牧民巴

特尔报告，有一辆黑色越野车向边境线
驶去，请配合边境派出所、民兵分队迅速
封锁3号设卡点……”在呼伦贝尔市新
巴尔虎右旗，正在执勤的北部战区陆军
某边防连官兵接到命令后，迅即前出，与
其他分队一同完成堵截、盘查等任务，成
功处置一起企图非法越境事件。

“辖区为草原牧区，地广人稀。”该
边防连干部介绍，针对这一实际，该连
指导民兵在放牧过程中进行动态巡控
和预警，将军警和民兵进行联合编组，
最大限度优化军警、民兵等力量编成，
形成边境立体防控体系，织密群防群
治安全网。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戍边
控边能力建设步伐，转变边防执勤方
式，提高边境管控效能。”内蒙古军区
领导介绍，军区注重编实民兵应急分
队和专业力量，并加快实施一批“智慧
边防”工程项目，推动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边境管控治理上
的运用，强化边境感知和预警能力。

夏日午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
旗。在中蒙边境线附近的一处山坳，

巴音乌兰苏木东达乌素嘎查牧民杨东
骑着摩托车，边放牧边巡查边境线周
围情况。确定无异常情况后，他登录
护边员智能管理服务平台报告：“管段
没有人员和车辆往来，一切正常……”

“以前发现情况时，只能通过电话
报告，由于边境线长，具体地点难以快
速精准表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处置
效率。如今，不仅可以精准定位，还能
上传照片和视频，联防联控效率大幅
提升。”杨东告诉记者。

在八千里边防线上，内蒙古军地
全力打好强边固防“组合拳”，党政军
警民合力管边控边成效日益凸显。在
阿巴嘎草原深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旅执勤分队按照实战化编组，练指
挥、练协同、练装备，进一步提升执勤
水平；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民兵在一
个个“蒙古包哨所”中守卫着通往边境
的重要通道……

内蒙古军区领导告诉记者：“风正
时济，自当破浪扬帆；任重道远，还需
策马扬鞭。内蒙古党政军警民将继续
协同发力，推进兴边稳边固边，齐心协
力筑牢北疆‘钢铁长城’。”

（原载 2024年 8月 3日《解放军报》）

内蒙古党政军警民合力管边控边成效日益凸显——

携手守卫北疆 合力强边固防

■上接第1版
新产品业态层出不穷。赤峰市从丰

富旅游线路、增加产品供给、创新游客体
验、释放市场活力等方面多管齐下，上

“新招”、引“客流”。精心设计推出“清凉
舒爽、自由奔放”精品5日游、3日游线路，
细分出草原风光游、大漠运动游、休闲度
假游3条特色主题线路和5条精品文物
主题游径，引导游客“夏日旅游 就去赤
峰”；持续发放 148元赤峰文旅惠民一
卡通，118元克什克腾旗文旅一卡通，
翁牛特旗欢乐城本地户籍 60元、赤峰
户籍 180元全新消费年卡等多项惠民
福利，持续提振民众消费热情。

与此同时，赤峰在宣传推介上下
足功夫，重点拓展与新媒体的深度合
作，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交旅融合，进
一步拓宽文旅传播手段。通过“中国
画 画文物——守望相助 和美同心”
采风创作，“百名画家画百里画廊”创
作写生活动等活动，以艺术激活文旅
融合发展新路径；通过“清凉舒爽 自

由奔放 夏日旅游 就去赤峰”暨赤峰
市夏季旅游新闻发布会，启动“燕山
北麓·百里画廊”走进全国百县文旅
宣传推介活动，将赤峰优秀的文旅资
源推介出去；通过成立“旅油驿站”，
向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文化展示、加
油休憩、购物体验等服务，展示赤峰
美好文旅形象。

文旅“热”，消费“兴”。1月至7月，
赤峰市接待国内游客1696.91万人次，
游客总花费 205.22 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26%和 27%。其中，7月份接待游客
328.14 万人次，游客总花费 38.67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15%和17%。

进入 8 月，“草原音乐周末”演唱
会、“唱响北疆”——全区第六届群众
歌咏展演、第十七届红山文化旅游节、
首届红山音乐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
节等多项清凉舒爽、自由奔放文旅消
暑大餐将接续在赤峰大地上演，让赤
峰夏日文旅人气更足、市场更火、产业
更旺。

赤 峰 燃 动 夏 日 经 济 强 劲 引 擎

■上接第1版 抓住重点全力推进，就
能事半功倍。“五大任务”是内蒙古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要责和重任，

“六个工程”是今年的重中之重，要按
照 既 定 部 署 加 压 加 力 落 实“ 五 大 任
务”、实施“六个工程”，进度快的保持
住 、慢 的 赶 上 来 。 要 全 力 抢 时 间 、抓
进度，能快干就快干，能多干就多干；
对 推 进 缓 慢 的 任 务 ，要 深 入 研 究 分
析，弄清楚原因是什么、症结在哪里，
精 准 发 力 推 动 工 作 提 速 。 要 拿 出 攻
坚 克 难 的 劲 头 研 究 解 决 工 作 中 遇 到
的困难和问题，坚决啃下“硬骨头”，
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早出果、快出
果、多出果。

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七个作
模范”每一个都不能落下。各级要认真
对照“28 条具体措施”，逐一落实到位，

同时紧密结合实际拿出更具针对性的
举措，切实解决好贯彻工作主线“空、
粗、泛”问题。要纵深推进“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坚持抓在经
常、融入日常，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形式
载体，引导内蒙古大地上的中华儿女增
强集体意识、主人翁意识，明是非、懂感
恩。要抓好北疆文化建设，健全各项机
制、扶持重点项目、奖励精品工程，推动
北疆文化品牌更加深入人心，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精神力量。

鼙鼓声响，号角催征。只要全区上
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
部署要求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
现既定目标任务上来,迎难而上、勠力
攻坚，加压奋进、苦干实干，定能一步一
个脚印把宏伟目标变成美好现实，交出
全年精彩的内蒙古答卷。

锚 定 目 标 一 以 贯 之 勇 毅 向 前

夏日戏水享清凉
8 月 3 日，游 客 在 四 川 省

泸州市纳溪区欢乐派海滩公
园 戏 水 游 玩（无 人 机 照 片）。
盛夏时节，人们戏水休闲，享
受清凉。

新华社发

■上接第 2版 开工建设低空经济装
备制造多功能仓储库，统筹打造低空经
济产业集聚区。

据悉，呼和浩特市将在航天经济开
发区引进上海裕芮，建设低空经济产业
示范园，建设飞行跑道、起降点、机库等
基础设施，打造低空经济全链业态；引
进北斗伏羲，运用其北斗地球网格码核
心技术，申请划设50平方公里空域，构
建全息低空智联网，打造低空管控与导
航服务平台，切实为各类低空经济运营
企业入驻提供基础服务支撑；引进卫星
导航国家重点实验室、院士专家建设北

斗专家智库，打造北斗科创中心；同时，
与阿拉善额济纳旗深蓝集团共建商业
发射基地，在航天经济开发区选址，合
作共建东风航天产业园，合作组建产业
发展基金，形成呼和浩特市研发制造、
额济纳旗整装发射的新模式、新格局。

目前，呼和浩特市正在打造2.1万平
方米的北斗应用示范园，以此作为发展
北斗应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的总部创
新基地。引进北斗研究院、国电高科、夏
季风无人机、盛邦北斗、万景盈科、中电
国科等产业项目，切实为呼和浩特市发
展低空经济产业创造更多应用场景。

体操——男子吊环：中国选手包揽冠亚军
8 月 4 日，中国选手刘洋在比赛中。当日，在巴黎奥运会体操男子吊环决

赛中，中国选手刘洋获得冠军，邹敬园获得亚军，希腊选手佩德罗尼亚斯获得
季军。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乒乓球——男单决赛：樊振东夺得金牌
8月 4日，樊振东在比赛中。当日，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中，中国

选手樊振东 4比 1战胜瑞典选手莫雷高德，夺得金牌。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