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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5 日电(记者符晓波)从一棵树到一座
山，一条河到一片湖，乌鲁木齐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推进“树上山、水进城、地变绿、煤变气、
天变蓝、城变美”工程，一个绿色、和谐、美丽、宜居的城市
出现在天山北麓。

荒山“换血”披绿装

登上乌鲁木齐北郊的红光山山顶，只见满山树木整齐成
片，大半个城市掩映在绿色中。“小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山，
没有树，只有杂草和坟冢，四周都是冒着黑烟的砖窑厂，现在
成了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运动娱乐为一体的 4A 级旅游景
区。”从小住在红光山脚下的李艳玲告诉记者。

近年来，乌鲁木齐不断加大绿色植被覆盖率，在寸草不生
的山头上植树造林。按照规划， 2017 年至 2019 年，乌鲁木齐
将完成 19 个裸露荒山的绿化任务，绿化面积 3 . 2 万亩。乌鲁
木齐被称为“距离大海最远的城市”，实现荒山播绿并非易
事。记者走进正在实施绿化的乌拉泊燕南荒山，脚下布满坚硬
的砂砾，寸草不生。“在平地上种树，一把铁锨就够了，在石
头山上种树，需要动用几百台挖掘机。”绿化项目经理李佳佳
介绍，由于山体主要为沉积岩，山顶土层厚度仅有 3 厘米，土
质贫瘠，在这里种树不但要凿开岩层，还需补齐土壤。

为了给山体“大换血”，上山道路被改造为梯田式沟槽，出动

大型机械拉土填方。李佳佳说：“我们将在 4 个月时间内，在这
里种上 20 万棵乔木苗，实现绿色全覆盖。”

污水“再造”润荒原

乌鲁木齐城市周边荒山砾石多、土层薄，山体蓄水能力
差，是典型的干旱缺水型城市，植树造林工作面临极大挑战。
再生水项目是乌鲁木齐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可将城市污水
进行“二次加工”变为循环水，用于城市绿化及景观水源。

在工程现场，乌鲁木齐市再生水利用工程项目部生产经

理李兴露介绍，工程输水管道长约 21 公里，从脱色消毒站
到消防水池，要经过 4 个泵站。

记者了解，工程建成后，产出的再生水每天可为天山
区、水磨沟区等城市中心区绿化及景观提供约 20 万立方米
用水。至 2020 年，乌鲁木齐市再生水总量将达到 2 . 182 亿
立方米，由此置换出的新鲜水则用于补给城市生活用水，将
极大减轻城市用水压力。

齐造“绿色”共圆梦

傍晚，记者走进乌鲁木齐南湖市民广场，但见湖水静
谧，清澈透底，鱼儿畅游，苇荷相簇。晚饭后，市民陆陆续
续来到这里散步、跳舞、观赏美景……家住附近的市民张捷
说，每天傍晚都会带 3 岁的女儿来这里玩，“这里花多树多、
空气湿度明显比其他地方好，家里老人、孩子都喜欢来。”

市民广场管理中心绿化队负责人介绍：“这些年，湖水
水质越来越好，飞鸟、野鸭越来越多。今年，我们新种植了
600 多盆睡莲，起到了净化水质、释放氧气的作用，前来休
闲娱乐的市民越来越多。”

让乌鲁木齐披上“翠色”新装，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各
族市民长久以来的期盼。来自乌鲁木齐机关、街道、学校的
志愿者纷纷加入到义务植树公益事业中。已经参加三次义务
植树活动的崔燕说，她为自己种下的树苗做了记号，每年都
会去看一看。

随着荒山绿化、水系改造等工程的不断推进，乌鲁木齐
“开窗有景、出门见绿”正在变成现实。记者了解，乌鲁木
齐正启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申报工作，预计到 2019 年末，
绿化覆盖率将达到 41%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2 平
方米，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开窗有景 、出门见绿”
乌鲁木齐打造“翠色”新装见成效

▲市民在乌鲁木齐南湖市民广场的湖边欣赏野鸭（ 6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符晓波摄

开往梦想的“高考专列”

（ 5 版）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将于 6 月 9 日在青岛
开幕。夜幕下的青岛灯光璀璨，以其迷人的夜色迎
接八方宾客。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青岛夜色美

▲空中俯瞰全封闭输送带（ 6 月 5 日无人机拍摄）。

近日，位于浙江省长兴县内的 22 公里的全封闭、纯电动输送长廊进入最后的输送带封装及电动机调试阶段，计划
于 6 月末试运行，该纯电动输送带总投资约 5 亿元，是目前浙江省内最长的输送带项目。长兴县小浦镇的“全电物流”

项目以纯电动输送带替代货运车辆，将原本通过重型车辆运输的矿山熟料产品通过输送带直接运输至物流码头，再由码
头通过水路运往外地，全过程零排放。该项目实施后，对缓解地方道路交通运输压力、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及二次扬尘有
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浙江长兴：全封闭输送带打造零排放“全电物流”

新华社记者于力、李铮、黄璐

“一场大病，一个家就塌了。”干了
一辈子村医的梁春荣最懂这个理。25
年扎根辽西科尔沁沙地腹地的一个小
村庄，梁大夫用“尽量别得病”“有病小
钱治”“没钱也能治”这三副“药”，给每
个村民吃下一颗“定心丸”，给每户人
家立了一根顶梁柱。

辽宁省彰武县阿尔乡村，一个与
沙丘相伴的小村庄。常年背着药箱走
在沙地里一步一陷的梁春荣，满脑子
想得最多的是让生活在沙坨子里的乡
亲们尽量别得病。

“如果不是梁大夫 10 来年前发
现我的脑血栓，由着病情发展，现在
就惨了。砸锅卖铁败光家底不算，命
可能都没了！”村民刘凤怀是梁春荣
第一副“药”的受益者。 13 年前，
梁春荣到刘凤怀家中做日常检查，发
现她手麻、血压也不稳定，经过多次
观察，梁春荣认定她是脑血栓早期症
状，马上开始对她进行综合治疗。如
今的刘凤怀手也不麻了，家里活地里
活样样不差，生活也越过越滋润。

全村 1640 口人的健康状况都揣在梁春荣的心里，他为所
有村民建了健康档案，随时跟踪了解村民的身体情况。他坚持
入户给村民量血压，“高血压、糖尿病是好多大病的源头，把握
住这个，让乡亲们尽量别得病，是村医的本分。”（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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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春荣在出诊的路上。

新华社发（龙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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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记者孙奕、朱超、席敏)务实合作，
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关乎上合组织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经贸往来、互联互通、人文交流……以互利共赢为原
则，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上合组织走过 17 年不平凡历程，不断谱
写务实合作的恢弘篇章，走向更加光明繁荣的壮阔前景。

6 月 9 日至 10 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将在中国举行，这
是上合组织扩员后召开的首次峰会，成员国领导人将聚首黄海
之滨擘画发展大计。世界，将聚焦中国，聆听上合组织于新时
代奏响的合作发展强音。

从点滴到江河，从愿景到现实，积蓄上合组

织发展新动能

初夏 5 月，北京，在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成立大会暨上
合组织经济论坛上，一场“头脑风暴”正在展开，助推区域合
作是现场专家学者的共同呼声。

“上合组织 2017 年扩员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各成员国虽
国情不同，但怀有发展合作的共同愿望。”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

略研究所副所长努拉金·巴以多列托夫说。
从加强军事领域信任起步，到以安全、经济、人文合作

为重点合作领域的“三个支柱”体系的确立；从成立之初的
6 个成员国，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被正式纳入上合组织成
员……走过 17 年历程，哪些因素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壮大、
焕发勃勃生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认为，上合组织
逐步发展至今让世人瞩目，除安全因素外，各方以合作促发
展、促安全的需求至关重要。

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的“上海精神”指引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上合组织成员
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签
署，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取得新进展。

从愿景到行动，从蓝图到现实。上合组织已建立经贸、

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的会议机制，打造了实业家委员会、

银行联合体等非官方合作平台。

中国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 51 个产能合作项目总投资额

超过 260 亿美元；中乌鹏盛工业园为乌兹别克斯坦创造了
1500 多个就业机会；位于上合组织观察员国白俄罗斯的中
白工业园是该国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吸引多个国家的 34
家企业入驻……一项项“重量级”旗舰项目已成为上合组织
务实合作亮丽的名片。

17 年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间贸易额只有
121 亿美元。 2013 年至 2017 年，中国从上合组织成员国进
口商品累计超过 3400 亿美元。令人振奋的经济数据，充分
折射出上合组织日益走深走实的务实合作。

正如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所言，由于所有成员国稳
步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上合组织地区的总体经济合作规模
不断扩大。

如今，上合组织将迎来扩员后的首次峰会。成员国基于原
有优势，充分释放扩员潜力，上合组织全面合作迎来崭新机
遇。“中亚地区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而印度正处于经济快
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巨大。”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中心高级
研究员、中亚问题专家斯托丹说，作为新成员，印度将尽快融
入上合组织，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地区合作。（下转 5 版）

开 启 务 实 合 作 新 局 面
迎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系列述评之二

6 月 5 日，浦城县农民在田间挑秧。时下，福
建省浦城县农民进入繁忙的插秧季。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田间插秧忙

新华社武汉 6 月 5 日电(记
者罗鑫、冯国栋)“大风天粉煤
灰随风飞扬，有时甚至‘遮天蔽
日’，刮风时只好门窗紧闭。尽
管如此，粉煤灰还是无孔不入，
一些人因此患上了尘肺病。”回
忆起 50 多年前居住在戴家湖附
近的经历， 71 岁的武汉市青山
区居民胡昇心有余悸。

“如今不一样了，这里湖畔
绿树成荫，绿道绵延，鸟语花
香。”胡昇说。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
兴。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
面貌，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
划”，确立了 156 个重大工业项
目，其中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武
钢选址武汉青山。

为建设武钢、一冶等企业，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万多名产业工
人聚集到青山区，在工地周边搭
建起的工棚里安身。这些工棚分
布于工人村、青山镇、厂前、红
钢城 4 个街道，占地面积 6 千多
亩，共有居民 13709 户，常住人
口 4 万多人，是华中地区最大的
棚户区。

1955 年，胡昇跟随父辈从广西来到青山，生活在与
戴家湖一街之隔的工人村。“家门口有一个近千亩的大
湖，是小时候我和邻居小伙伴们的乐园。我们唱着‘让我
们荡起双桨’，尽情地在清澈的湖水里嬉戏，捞虾、捉
鱼、采莲蓬。”

随着工业生产不断发展，与武钢配套的重大项目青山
热电厂 1957 年投产。 60 年代初建立的武汉水泥厂等只能
消化热电厂全年排渣量的三分之一，工业废弃物煤灰渣逐
年增加，直接排向了戴家湖。

“当时的科技水平，尚无法将煤灰渣加以利用。受到
‘先生产、后生活’观念的影响，距离电厂 2 公里的戴家
湖被规划为厂中湖，作为电厂排放粉煤灰渣的沉淀池和储
存池。”华中电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戴家湖天然贮灰容积约为 498 万立方米，可供贮灰
13 至 15 年。 1980 年初，灰场已超过设计使用容量和年
限。粉煤灰越堆越高，成为名副其实的煤灰山，青山人开
始把戴家湖戏称为“戴家山”。

尽管灰场贮灰量已过于饱和，但电厂排灰量仍然不断
加大。据测算，武汉市当时多年粉尘污染 70% 来自青
山，而“戴家山”粉煤灰堆场是“主要贡献者”。

90 年代末，戴家湖灰场关停。武汉新出台禁止使用实
心粘土砖的禁令，给粉煤灰墙材、砌块带来巨大发展空间。

“戴家山的粉煤灰成为大小煤灰厂哄抢的对象， 10
多米高的煤灰山短短几年被挖成几个大坑。”胡昇说。然
而， 2005 年以后，随着戴家湖周边成为青山棚户区主要
还建区域，这里又变成了渣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消
纳场，蚊蝇孳生。

64 岁的棚户区老居民李红梅 2010 年住上了十几层的
还建高楼，“幸福感大幅提升。”可让她没想到的是，棚
户区时候有粉煤灰的困扰，几十年后又饱受垃圾的困扰。

“立体开发戴家湖、建立生态公园的方案在 2013 年
底开始启动，历时一年半，在弱碱性土壤上种植梧桐等耐
贫瘠、耐碱性土壤的树木，投入水生植物净化水体，总投
资 4 . 26 亿，修复改造面积达到 50 . 67 万平方米。”戴家
湖公园管理处副主任涂承杰说。

据介绍，公园内种树木 3 万余株 ，绿化率高达
91 . 8% ，每年可吸纳二氧化碳 1 . 8 万吨，粉尘 200 余
吨，释放氧气 1 . 2 万吨。垃圾裸露、粉尘污染、土壤贫
瘠、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低下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武汉曾拥有一百多个湖泊。然而随着人类活动扩展，
围湖造田、填湖建城、拦湖养殖，许多湖泊消失了。戴家
湖是武汉消失的湖泊中第一个被“复活”的。

戴家湖园林绿化与生态修复项目因此于去年 10 月获
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公园内大量利用废旧红砖、耐火砖、工业废弃物等
做铺地材料、雕塑及坐凳。节约资源的同时，形成了独特
的工业记忆氛围。”涂承杰说。

在公园建设过程中，地形整理因地就势，减少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从规划到建设，项目比原计划节约了近 1 亿
元费用。

青山棚户改造还建小区青宜居的年轻居民董怡民，每
天从小区步行五六分钟到戴家湖公园跑步。“ 50 分钟，

跑三圈，约 7 . 5 公里，非常好的休憩方式。”

“我的父辈当年差点离开青山。现在环境和生活越来
越好，还好我们都赶上了。”董怡民说。

武
汉
一
个
湖
泊
的
复
活

武汉曾拥有一

百多个湖泊。然而随

着人类活动扩展，围

湖造田 、填湖建城 、

拦湖养殖，许多湖泊

消失了。戴家湖是武

汉消失的湖泊中第

一个被“复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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