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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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长江源头的“体检报告”

探秘江源
新华社记者王铭禹 王 希

累计引进优质产业项目1300多
个，常住人口从不足 10万人增长到
70万人，今年上半年新设立经营主
体超1万户……12年间，在甘肃省兰
州市北部的秦王川盆地黄土滩上，我
国第五个、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
兰州新区从戈壁荒滩成长为现代化
的产业新城。

曾经被视为投资“末梢”的西北
内陆，缘何吸引众多企业集聚？记者
日前来到兰州新区寻找答案。

在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无
尘车间内，一款薄如蝉翼的铜箔正缓
缓下线。目前该公司已经能量产 4.5
微米厚的高端铜箔，仅相当于头发丝
直径的十几分之一。据介绍，由于经
过了特殊工艺处理，材料更加轻薄的
同时，还能确保其能量密度和延展强
度。以这种铜箔为关键原材料的新能
源汽车电池更加轻薄，续航里程更
高，市场前景广阔。

“我们到兰州新区投资，看中的
是这里的原料、能源、区位等优势。”
公司董事长张涛说，一方面区域内稳
定的铜原料供应可以保障产能快速
提升，另一方面甘肃风、光资源富集，
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既可以降低
生产成本，又为产品出口到欧盟等计
划设置碳关税“门槛”的市场奠定了
基础。同时，兰州地处“一带一路”枢
纽节点，为企业未来的国际化布局提
供了有利条件。

2018年，这家企业落户兰州新
区，成为当地第一家高端新能源汽车
电池材料制造商，短短数年，企业年
产能迅速提升至7万吨，成为国内外
头部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的供应商，
见证着新区产业布局脱“黑”向“绿”
的转变。

从零起步，兰州新区已经集聚了
以德福新材料、海亮铜箔、宝武碳业
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头部新能源、新
材料企业。所建项目全部达产后，兰
州新区将形成年产 60万吨负极材
料、35万吨高性能铜箔、20万吨磷酸
铁锂正极材料等千亿级规模的新能
源电池材料产业集群，助推甘肃省从
原材料大省迈向新材料强省。

兰州新区管委会一名干部向记
者表示，新区成立之初产业发展确实

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我们越来越认
识到，国家级新区不是一个‘筐’，不
能什么都往里装，必须立足自身优势
特点，坚持高质量发展，才能在竞争
中找到出路。”

投资者的青睐还来自不断改善
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兰州新区引入

“电子亮证”模式，推广“云档案”应
用，让28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办、掌上办、一次办”；实行365天“不
打烊”服务；实施“大部制、大服务、扁
平化”改革，精简工作机构，实行全员
聘用制、全员绩效考核，干部干事创
业的激情和劲头得到激发……

兰州新区党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王曙峥介绍，在兰州新区，“项目建设
为王”的理念深入人心，重点项目实
施领导包抓制、专班制，定期调度，全
生命周期服务。对此，兰州宏彬新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盛感受
最深。

这家总部位于广东佛山的企业，
原本只有年产 2万吨石墨化材料的
产能。2022年 5月，企业通过招商引
资来到兰州新区布局建设年产 5万
吨石墨化材料生产线，2023年1月就
投入试生产，今年 4月全面达产，不
到两年时间迅速成长为业内重要的
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供应商。

“在建设过程中，企业一度面临
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甚至可能影响
企业如期投产。包抓干部了解情况
后，立即协调有关部门，为企业配套
建设了一条330千伏电力专线，解决
了燃眉之急。”王盛告诉记者。

良好的营商环境就像水草肥美
的草原，推动形成了经营主体“万马
奔腾”的生动景象。近年来，兰州新区
经营主体数量年均增速保持在 20%
以上，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
带动能力强的企业快速成长，为当地
注入强大发展动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高
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一
系列部署。“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放
得活’又‘管得住’。”王曙峥表示，聚
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
问题，将坚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
环境。

（新华社兰州8月4日电）

——在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见证“改革之力”

荒滩起新城

新华社记者王 鹏 童 芳

“中国电影要把握时代脉搏”
“电影创作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 坚 持 出 作 品 与 出 人 才 相 结
合”……日前，第 37 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系列活动期间举办了“电影：
时代与人民”专题座谈会，邀请电
影从业者和专家学者分享心得体
会，共话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路径与措施。

座谈会由中宣部电影局、中国电
影家协会主办，回顾了中国电影十年
来的发展历程。与会人士从弘扬电影
传统、推动创作繁荣、激发创新活力、
推进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
展开了交流讨论。

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表现亮
眼，电影市场持续繁荣发展。“广
大电影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推出了一批展现时
代发展的电影佳作，既获得了良
好的市场反响，又赢得了群众的
口碑。”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谢力说。

面对社会变革和人民群众新期

待，电影从业者应该如何更好助力电
影强国建设？

对此，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
明表示：“我们要勇于探索新的题材、
新的视角、新的表达，让电影作品更
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真切充分反
映时代精神。”

结合自己制作《寻龙诀》《封
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等 影 片 的
经历，导演乌尔善认为，电影创
作者要坚持守正创新，用最新的
电 影 技 术 展 现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 中国历史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电影人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们要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富
有中国美学精神的视听语言讲好
中国故事。”

“我演过农民，发现不去农村
生活一段时间，不真正干干农活，
就会演得不像农民；我演过企业
家，如果没有跟企业家们掏心挖
肺地聊天，我真没想到他们除了
创造财富，内心还会有那么厚重
的家国情怀。”演员张译说，“演员
心里要清楚，脱离生活的表演苍

白而无味，必须要把拥抱生活、观
察生活和体验生活作为我们一生
的功课。”

在与会人士看来，电影创作者
需要尊重艺术、尊重观众，这样才
能为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不断提
供动力。

“时代在变，电影观众，尤其是年
轻观众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编剧
张冀认为，电影从业者要打破套路
化、机械化的创作思路，深入生活开
展调研，主动应变，不断寻求电影创
作上的新突破。

“我们需要通过精湛的艺术表
达，让观众被影片的故事所吸引、被
人物的情感所打动，让他们观看影片
后可以感受到电影震撼人心的力
量。”导演尹力说。

“记得我在参加电影《流浪地球》
路演时，一位小朋友发言说看完影片
想成为一名宇航员，那一刻我感受到
了电影带给观众的力量。”演员王智
说，“我也将坚守电影人的社会责任，
踏踏实实把作品完成好，给观众带去
更多情感共鸣。”

与会人士也认为，推动电影事业

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市场空
间、加强人才培养，凝聚社会各界的
合力。

“中影推出的预约放映，是我们
在放映方式上的新尝试，目的是为了
贴近观众消费习惯，促进供需匹配，
培育细分市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傅若清说，“我们要
在进一步增强全国市场服务保障能
力基础上，以新业态、新形势、新模式
优化供给。”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电影行
业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建设性的
电影批评和学术研究工作，让创作界
与评论界形成良性互动，更好推动电
影的创新与进步。

中宣部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羽
表示，电影要抓得住时代精神的主
流、跟得上观众需求的变化、经得起
万千目光的审视、担负起文化传承
的使命，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
民之呼中汲取灵感、提炼主题、萃取
题材，展现中国文化丰富的思想内
涵，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
神气象。

（新华社成都8月4日电）

——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共话电影的时代性与人民性

与时代共鸣 与人民共情

这是2024年7月25日拍摄的长江源区冬克玛底冰川（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陈 杰摄

8月4日，游客在腾龙洞景区游览。
盛夏时节，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的腾龙洞景区清爽

宜人，吸引众多游客。 新华社记者胡竞文摄

村民王秀兰在那岩屯木寨的家里刺绣（7月30日摄）。
“那岩”是壮语音译，意为“山垭上有田的地方”。那岩屯坐落在广西西林

县马蚌镇浪吉村，高山、溪流、木楼、竹林、古树，美不胜收。
那岩屯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那岩屯木寨的“干栏”式建筑群几乎户户

相连、家家相通。木楼采用榫卯结构，大多分为三层，底层是畜禽栏舍，中层住
人，上层一般堆放粮食。寨中老人说，10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生活在西林县
普合乡一带，后来辗转到那岩。那时的那岩森林密布，长满刺竹，易守难攻，先
民就在此建寨，繁衍生息。

目前那岩屯居住着六百余名壮族同胞，村民织土布、穿土布、讲土语，保
留着许多传统习俗。 新华社记者周 华摄

那岩屯：千年木寨锁乡愁

夏日溶洞觅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