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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水域占到银川城
市建成区面积的10%。

银川的艾依河、 阅海、
鸣翠湖， 石嘴山的星海湖、
简泉湖、镇朔湖，吴忠的黄
河湿地公园，中卫的腾格里
湖、 天湖， 固原的清水河
……宁夏每座城市都拥有
水不断流、绿不断线、景不
断链的湿地景观，湿地蜿蜒
于城中， 贯穿于湖泊之间，
与奔流的黄河共同构成一
幅“景似江南、胜似江南”的
城市景观。一种难以割舍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
已不知不觉建立在宁夏人
与宁夏湿地之间。

银川平原得黄河灌溉
之利，自古沟渠纵横、湖泊
棋布，历史上更有“七十二

连湖”之说。由于围湖造田
等因素，曾经的湖泊群日渐
萎缩。21世纪初， 银川城内
外1000亩左右的天然湖泊
只剩十来个， 彼此相隔甚
远， 水源枯竭， 生态退化。
2000年以来， 银川以重塑
“塞上湖城”为目标，逐渐探
索出一条生态立市、人水和
谐的水生态环境建设之路。

目前， 银川水系水域面
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10%，
在西北地区位居前列。 据最
新普查结果， 银川市有湿地
面积5.3万公顷，其中湖泊湿
地近1万公顷、 河流湿地约
2.2万公顷。 全市有自然湖
泊、沼泽湿地近200个，其中
面积100公顷以上的湖泊有
20多个。

约起！去“塞上江南”给心灵放个假
你只知道，塞北很荒凉，江南有水乡，那是因为你

还没去过“塞上江南”———宁夏。
沙漠、湖泊、花海、黄河水、贺兰山、西夏陵……
这里有很多你能想到或想不到的奇迹。
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8月7日至9

日，第23届全国省级晚报（都市报）总编辑年会在宁夏
银川市举行，来自全国27家省级晚报（都市报）的社长、
总编辑、资深媒体人“相约宁夏”交流经验，探索新时代
背景下报业转型发展的思路和做法， 并聆听“塞上江
南”的发展故事，感受来这里给心灵放个假的真谛。

■记者 肖德军

立秋时节， 仍见层层绿
色与朵朵鲜花覆盖千里沃
野， 有种瞬间步入江南花事
盛会的错觉……

“真的没想到，在塞北，
竟然有一处这样的所在。”走
进位于兴庆区的银川国际鲜
花港， 就能真实地了解到银
川是如何将花卉产业做成对
外“名片”，吸引众多国内外
知名花卉企业投资落地，产
品远销周边省区及韩国、日
本、沙特等国家及城市，发展
成为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
“西北花都”。

银川国际鲜花港是西北
地区规模最大， 辐射影响力
最强的花卉展示集散中心之
一。 这里占地面积440亩，建
筑总面积18万平方米， 总投
资2亿元， 集花卉苗木批发交
易、冷链物流、科普博览、培训
基地，休闲观光于一体，是银

川花卉产业标志性建筑群。
走进银川爱必达花卉产

业示范园区， 整齐摆放的鲜
花幼苗一望无际， 多个花卉
品种映入眼帘。 工人们有序
地忙碌着：扦插、扩繁、浇水、
打包……大家各司其职、每
一个步骤都进行得有条不
紊。“来，帮我照一张！”“好美
的花儿。”到这里来的游客兴
致勃勃地观赏着四周的景
致，纷纷举起手机、相机，拍
摄留念。

花卉业既是美丽的公益
事业， 又是绿色的富民产业。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宁夏已初
步形成以鲜切花、盆花、花坛
花和绿化观赏苗木为主的花
卉产业体系。同时，“西北花卉
看银川，银川花卉数兴庆”，现
在，兴庆区各类花卉总面积已
达到5127.2亩，花卉产业总产
值达1.5亿元左右。

2000多年前， 张骞出使
西域归来，带回葡萄。2000多
年后的今天， 在宁夏这片神
奇沃土上， 金珠玉露早已结
出一片“紫色梦想”。

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
区“中国葡萄酒第一镇”———
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
宁夏汇达酒庄副总李财讲述
起宁夏葡萄酒的故事。

“我们依托纬度的天然
优势， 以方圆50公里内无工
业污染源的优质环境， 以年
降雨量290毫米、年蒸发量高
达2050毫米的充足光照，酿
造出优质有机生态原料，酿造
出纯正的葡萄酒。我们酒庄生
产的葡萄酒自2015年以来共
获得20多项国际国内大奖。”
李财介绍，为让更多群众种植
葡萄，汇达酒庄探索出“企业

+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将
部分产业村的农户土地流转
种植葡萄，农户不仅可以获得
土地流转费，还可就近到葡萄
园务工增加收入。

良好的产业合作模式，
让农户受益良多。 自2013年
成立以来， 汇达酒庄每年以
葡萄产业链辐射带动农户
894户，通过劳务用工、订单
收购等方式帮扶农户， 户均
年增收29490元， 人均收入
9800元， 高于当地农户人均
收入。

据了解， 吴忠市从2007
年推广种植葡萄、 发展葡萄
酒产业以来， 酿酒葡萄种植
面积从27万亩增至57万亩，
是中国集中连片面积最大的
产区， 成为中国葡萄酒界奖
牌榜的领跑者。

“西北花都”惊艳八方来客

“紫色梦想”盘活千年旱塬

走进以沙闻名的中卫，
不仅感受不到肆虐的风沙，
还会有一种置身塞外江南
的感觉。如今，中卫不仅人
进沙退， 蓝天白云常驻，现
代农业、旅游业、特色产业
都因沙而富。

现年52岁的唐希明是
中卫市治沙林场副场长，他
从事沙漠治理已27年，不仅
是中卫的治沙名人，也是中
卫沙漠变绿洲的见证者。

据唐希明介绍 ，1950
年， 中卫县防沙林场成立，
每年机关干部、 学校师生、
群众自备苗木、干粮、工具，
每到春秋两季便到腾格里
沙漠边缘植树，几十年从未
间断。说起在沙漠中织网的
麦草方格治沙方法，还有一
个小故事。 唐希明回忆，这
个方法最初并不是由专家
研究出来的，而是由当时的
铁路沿线的治沙工人“发
明”。 当时因为没有特别的
方法，都是在铁路沿线反复
铺设稻草。 在这个过程中，

一位铁路上的治沙工人发
现，有一段稻草铺设成方格
状的防护段，竟意外长出了
点滴绿色的植被。然而就是
这一不经意的发现，成就了
麦草方格治沙法：在流沙表
面用麦草、 稻草扎成1米见
方的草方格，使流沙不易被
风吹起， 以此达到阻沙、固
沙的目的，然后在草方格上
栽种花棒、 柠条等沙生植
物，营造挡沙树林。

因治沙成果卓著，沙坡
头治沙科研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成果奖”“联合国全球
500佳环境奖”! 从沙进人
退，到防沙治沙，最终变为
人进沙退，中卫人用辛勤的
劳动和智慧解决了世界性
难题。

作为宁夏以沙闻名遐迩
的城市， 中卫市还利用沙漠
发展成为一座有名的旅游城
市。5A级国家旅游景区沙坡
头，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
为一体， 既具江南景色之秀
美，又兼西北风光之雄奇。

“点沙成金”创造世界奇迹

湖泊湿地孕育“塞上江南”

宁夏回族自治区， 是中国五大
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位于中国西
部的黄河上游，东临陕西省，西、北
部接内蒙古自治区，西南、南部和东
南部与甘肃省相连。 数据显示，
1958年，宁夏地区生产总值3.28亿
元，2017年达3453.93亿元，60年
年均增长9.4%。1978年，宁夏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6元
和116元，2017年分别达到29472
元和10738元。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

中卫沙坡头。

沙漠治理。

中宁枸杞采摘。

银川城在湖中湖在城中。

数说宁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