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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大省河北省，地处中国最大地下水“漏斗区”。近年
来为平衡水粮矛盾，该省在选种育种、灌溉方式、农田水利建设、智
慧农业等方面着力，不断推进节水增效。

河北省连续11年粮食产量超过700亿斤，但人均水资源量只
有300多立方米，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
准。河北75%的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存在水粮矛盾。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河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制定的部分小麦
品种审定标准中，节水性状是一项重要指标。在河北省辛集市马
兰农场的展示区，品种名称为“马兰1号”的小麦，地面生长高度为
68厘米，地下能扎根到250多厘米。

“马兰1号”不仅节水，产量也不错。其2023年最高亩产达到
838.8公斤，在众多品种中继续保持河北省小麦高产纪录。

灌溉方式对农业用水量有较大影响，喷灌、滴灌、浅埋滴灌等
灌溉方式相对“大水漫灌”节水效果明显。河北省广平县南阳堡镇
东胡堡村种植大户武学岭说，滴灌不仅可以节水，还能通过水肥一
体化技术进行施肥，现在用水量较之前“大水漫灌”要减少一半。

同时，河北通过推进河湖水系连通整治和农田水利建设工作，统
筹利用长江水、黄河水和当地地表水置换农业灌溉地下水，部分地区
初步形成了河湖、沟渠、坑塘互联互通、水源互引互济的水系格局。

河北邱县此前农业和生态用水主要靠开采地下水，不仅用水
成本高，还容易引发地表沉陷等生态问题。2020年开始，邱县利用
流经的漳河，通过清淤、扩挖、改建的措施，对全县217村178公里
的渠道进行修复治理和开发完善，不仅减少了地下水开采量，还通
过灌溉增加对地下水的补给。

智慧农业发展也在推进农业节水增效。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
的河北栖联绿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100余亩农田中建设了
50个智能传感器，依托物联网、5G等技术，可以常态化监测土壤湿
度、温度、病虫害等信息，并进行分析。

“哪里需要多浇水、哪里可以少浇水、哪里暂时不用浇水，通过
大数据一眼就能看出。”该公司总经理慕宇说，精准灌溉方式较喷
灌、滴灌至少节水10%，农作物产量也有提升。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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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辛集市马兰农场拍摄的“马兰1号”小麦 在河北省辛集市马兰农场拍摄的“马兰1号”小麦根系剖面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5月，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84.7亿元，同比增长10.8%，现
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铁路建设投资拉动作用，铁
路建设保持良好态势。5月份以来，一批在建铁路项目取得积
极进展。在江苏南通，由中铁十一局负责施工的沪渝蓉高铁
沪宁段通泰扬特大桥跨拉马河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桥梁
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江苏扬州，由中铁十五局参建的宁
扬城际铁路（扬州段）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施工人员严格把关
每道工序。截至目前，宁扬城际铁路（扬州段）已实现五个工

区实质性开工，地下车站正在进行围护结构施工，高架区段正
在进行桥梁桩基承台施工，为有序推进后续建设创造了良好
条件。在甘肃夏河，中铁十四局西成铁路项目施工人员紧抓
施工有利时间，抢抓隧道、桥梁施工，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此外，浩吉铁路闫家沟至玉皇庙联络线开通运营，浩吉、
包西铁路两大煤运通道顺利实现互联互通；杭州至温州高铁
开始联调联试，通车进入倒计时；梅州至龙川高铁全线铺轨完
成；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宁波至舟山
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等一批重点工程取得重要进展。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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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化合作，继往开来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
旨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深化合作，继往开来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由经济日报社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又一套
“学思践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丛书”即日起向全国发行。该丛书包括《习近平经济
思想研究文集（2023）》和《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文集（2023）》。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
是指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强大思想武器。为进一步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
2023年8月起，经济日报社联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7家机构共同开展“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活
动，编发了近百篇理论文章。与此同时，经济日报社继续开展践行习近平经济
思想深度调研，刊发20多套地方调研、产业调研和企业调研重磅报道。理论研
究和实践调研系列成果接续推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经济日报社将一年
来两大系列成果结集成书，以更好满足人们的学习需要。

此前，2021年度和2022年度“学思践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丛书”分别由经济
日报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学思践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丛书（2023）”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