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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南京 7 月 22 日电(记者王存理、朱筱、沈汝发)盛夏
七月，位于江苏泗洪县境内的洪泽湖清水绿岸、鱼翔浅底，游人
如织。作为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之
一，泗洪县坚持“生态立县”，以生态保护为基，产业发展为要，绘
出一幅“水清、景美、民富”的美丽画卷。

守住生态红线 保护绿色田园

良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泗洪拥有 75 万亩原生湿
地，占江淮生态经济区湿地总面积的近十分之一，自然禀赋良
好。然而，20世纪 90 年代，部分产业的粗放式发展造成当地生
态平衡失调。

痛定思痛。泗洪全面推进“绿水青山专项行动”，投入 12 . 6
亿元在全县范围内实施洪泽湖退渔还湿、镇村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百河千渠环境整治连通、造林绿化、美丽乡村建设等“五大工
程”，夯实生态发展家底。

“过去，湿地水面上到处都是渔船，围网密密麻麻，吃喝拉撒
全在船上，水面上漂浮着机油和垃圾。”临淮镇二河村党支部书
记刘俊永回忆说。如今，这片湿地空气质量达国家一级，水质国
家二类，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级水源地。

自 2011 年泗洪县政府与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联合制定
“退渔还湿”工程规划至今年上半年，已累计完成退渔还湿面积
13 . 85 万亩。

作为全国养猪大县，泗洪县的农业畜禽污染一度十分严重。
“沟渠污水到处都是，一到夏天就散发臭味。现在我们镇共三个
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能力达到 500 吨，沟渠水质达到了一级 B

标准。”临淮镇党委书记王志明说。
自 2016 年以来，泗洪县探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PPP 运

营模式，投资 2 . 7 亿元建成镇村污水处理厂(站)130 多个，铺
设管网 400 多公里，实现镇村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有效遏制
了农村生活污水直排现象。

另外，河道也是污染重灾区。当地一位环保部门同志直
言，“有些河道 20 多年都没清过。”目前，泗洪已完成总任务量
4288 公里的县乡河道疏浚工作，开工建设 36 . 3 公里环县城
生态绿廊和 130 公里环洪泽湖生态绿廊，结合“河长制”工作，
全面完成洪泽湖“双清”行动，铁腕打击非法采砂，县域实现
“零盗采”。

生态产业融合 挖掘绿色财富

夏日午后，渔民杨俊高采摘归来，他的船上摆满了新摘的
绿色莲蓬和白色藕莛，剥开轻嚼可感受丝丝甜味。

“退渔还湿”之后，泗洪通过建设“水上牧场”，探索“生态+
扶贫”新路径，让老渔民们的“老生计”焕发绿色新生机。

据介绍，“退渔还湿”后，泗洪县在湖面滩涂投放野生菱角、
莲藕、芡实及各类水生动物，成立水上专业合作社，带动 400 多
户贫困户就业，年均增收 3万余元，既改善水质又创收富民。

2018 年 6 月 17 日，中国泗洪第三届洪泽湖湿地杯国
际休闲垂钓邀请赛在洪泽湖湿地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
1400 多名钓鱼爱好者同塘竞技。负责开发这一项目的金水
集团副总经理张祥说，一次垂钓大赛带来的直接、间接经济
效益起码超亿元。

与此同时，泗洪大力推进“生态+绿色园区”模式，制定“鼓
励发展产业”和“禁止发展产业”两张清单，三年来累计劝退不
符合环境要求的项目近 400 个，全县 11家化工企业全部关停
或重组。

探索制度创新 放飞绿色梦想

生态建设如何保持常态化？制度建设是头道工序。组建全
县绿色发展指挥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推进洪泽湖生
态特区建设……泗洪厚植生态优势，大力推进“生态+改革创
新”，科学布局统筹“两山”基地建设，构建与“两山”理论实践
创新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激发生态“生命力”。

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泗洪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此基础上，泗洪推进泗洪洪泽湖生态保护特区建设。“通过
构建统一登记、规划、保护、监管的自然资源一体化管理模式，
实现自然资源保值增值。”泗洪县旅游局局长邵海燕说，2017
年，全县接待游客突破 45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2 . 3
亿元，被评为“全国生态特色旅游县”。

“我们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实绩考核、离任审计和责任
追究制度。积极推进资源环境税费改革，实行差别化排污收
费，对采用清洁能源的企业给予多种优惠。”泗洪县县长李爱
华说。

“‘走水路发水财’的旧有观念一度让泗洪的生态遭到破
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则让泗洪尝到甜头。我们将继
续探索打通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通道，让宝贵的生态资
源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泗洪县委书记王晓东说。

从“走水路发水财”到守红线重保护

江苏泗洪：生态立县绘出美丽画卷 新华社贵阳 7 月 23 日电(记者李
黔渝 、李平)“以前这河水是米汤
色，水摸着滑腻腻的，闻着有股酸
味，大家担心了好多年。这两年多
来，水终于变清了，我们心里也踏实
多了。” 61 岁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
区乌江镇上寨组村民陈泽金说。

磷废渣渗漏到地下，通过地下水
变成白浆，从一个地下溶洞的泉眼源
源不断喷出，受乌江镇上的这个岩溶
泉——— 34 号泉眼的点源污染影响，
乌江镇河段曾一度成为“米汤河”。
2010 年乌江水库发生大面积死鱼事
件，经勘测发现，最大的危害源于
34 号泉眼的污染，其总磷和氟化物
超标数百倍， 34 号泉眼以下的遵义
境内断面全部为劣五类水质。

铁腕治污，将“米汤河”变成如
今的一江清水，陈泽金见证了流过家
门前的乌江水质之变。

在长达九年的时间中， 34 号泉
眼治理被列入贵州环保重点治理工
程，贵州开磷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投入 5 亿多元，先后实施磷石膏
“湿排改干排”工程、泉眼回用水工
程、泉眼废水深度治理工程等，目前
每小时抽 5000 立方米涌水量进行就
地污水处理。

“企业投入 3 . 6 亿元建设污水
处理设施，每天污水处理费用 30 万
元，一年污水处理费用达 1 亿元左
右。”贵州开磷质量检测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赵先明说， 34 号泉眼
高浓度含磷废水被抽出后，经中和
池、熟化池、沉淀池、过滤池处理
后，总磷含量基本达到排放限值要
求。从肉眼看，经处理后的 34 号泉
眼出水和江水无色差。

点源污染问题解决了，源头削污
控污同样关键。 34 号泉眼的污染源头为距离泉眼 12 公
里、位于贵阳市息烽县小寨坝镇排杉村的交椅山渣场，磷
石膏废渣已将渣场堆成数百米高的白色大山。根据去年中
央环保督察组进驻贵州省时的环保督察整改要求，今年 9
月底前，开磷集团需完成交椅山渣场渗漏污水治理，降低
34 号泉眼出水总磷含量。
记者近日在交椅山渣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对渣场实

施工程治理和覆膜工作，以减少汛期降雨导致磷石膏废渣
渗透进入地下河。

“每年有 350 万吨磷石膏堆放在此，按照目前容量计
算， 3 至 5 年渣场即将填满。”据开磷集团工作人员介
绍，从 2006 年投入运行，截至 2017 年底，渣场已堆存约
3700 万立方米磷石膏废渣。

按照贵州省今年 4 月出台的磷石膏“以用定产”要
求，磷石膏产生企业消纳磷石膏情况与磷化肥、磷酸等产
品生产挂钩，倒逼企业加快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确保全
省磷石膏无新增堆存，逐年消纳已有存量。
记者从开磷集团了解到，通过磷石膏矿井回填、制作

墙砖建材等，渣场堆存的磷石膏正在逐步消化利用。从
2018 年起，开磷集团将实现当年产生的磷石膏利用量达
100% ，库存磷石膏通过无害化处理和渣场综合治理实现
安全堆存。

“环保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这是开磷集团
挂在 34 号泉眼附近的一行标语。企业有关负责人说，企
业在环保治污、绿色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投入，从长远看，
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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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电(记者张大川)据青海省气象部门和青海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消息，最新影像资料显示，受青海湖面积扩
张和水位上涨影响，原与陆地接壤为半岛状的鸟岛现已恢复
为岛屿状态，仅有一条高于湖面的公路仍与鸟岛相连。对比历
史资料，鸟岛的水域面积基本恢复至 70 年代建立保护区初始
时的水平。

青海湖素有“中国最美湖泊”的美誉，也是国际重要湿地。
作为水鸟的重要繁殖地，每年约有 6 万只水鸟在青海湖鸟岛
繁殖，约有 10 万只水鸟迁徙停留。在青海湖繁殖的棕头鸥、斑
头雁、鸬鹚占全球繁殖总量的 60%。

卫星遥感监测显示，近年来青海湖面积呈现持续扩张趋
势。2018 年 7 月 4 日，青海湖面积为 4548 . 56 平方公里，较
2017 年最大值扩大 51 . 55 平方公里，为 2001 年遥感监测以
来的最大面积。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宝康介绍，自
2005 年起，青海湖水位一改往年持续下降的态势，开始持续
上涨。2004 年，青海湖的平均水位为 3192 . 9 米；2018 年 7 月
4 日，水位达到 3195 . 32 米，上涨幅度达 2 . 42 米。

随着青海湖水域面积扩大水位上涨，鸟岛区域湿地
生态也发生着改变，岛屿逐渐恢复，沙地、裸地面积减少，
浅水湿地和沼泽湿地面积增加，随之栖息和繁殖的水鸟
也发生改变，原鸟岛主要为斑头雁和普通鸬鹚的集群繁
殖地，现在鸟岛区域繁殖的水鸟已增加到 11 种，这些增
加的水鸟主要栖息在浅水湿地和沼泽地中，数量达 2000
余只。

为减少旅游活动对于青海湖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青海
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鸟岛景区已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关
停，并停止一切旅游经营活动。

青海湖“变胖”，鸟岛又成“孤岛”

新华社武汉 7 月 22 日电(记者罗鑫、李思远)晴朗的夏日午
后，站在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的大坝坝顶上，骄
阳似火般炙烤着地面。而在坝顶的一个小型植物示范园里，一株
株珍稀植物在特制的遮阳篷下，享受着丝丝荫凉。

一棵较高的树木树干笔直、树冠葱茏，格外惹眼。它的遮
阳篷外挂着一个卡片，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楠木，国家二级
保护植物渐危种，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研究所通过从三峡库
区抢救和传统繁殖技术成功保护此物种，繁育的草木生长旺
盛，今年已开花结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工程师吴笛介绍，
10 年来，经过精心养护，它的胸径由不足 8 厘米已达到 20 厘
米。

这棵楠木的迁地保护故事只是三峡坝区实行生态环境修
复、对长江珍稀植物采取保护措施的一个缩影。

三峡地区素有长江流域“绿色宝库”“物种基因库”之称，拥
有大量的珍稀和特有植物。

自 1992 年起，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黄桂云就开
始对三峡库区的珍稀植物进行跟踪观测。“三峡工程蓄水后，海
拔较低的植被被水库淹没，海拔较高的植物受到后靠安置移民
的活动影响。要想让这些珍稀植物全部得到保护，必须和时间赛

跑。”黄桂云说。
为消除或缓解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三峡集团先

后投入上亿元设立三峡苗圃研究中心，每年下拨 500 万元支
持科研和保护工作，抽调业务骨干成立“黄桂云创新工作室”
等。

目前，研究所已具有 2 个研究基地，占地近 70 万平方米，
包括 2 栋科研楼、6 个育苗棚、6 个智能化温室以及恒温恒湿
培养箱、高速离心机等先进设备仪器 200 余台。

珍稀植物分布分散，一次野外调查三到五个月是寻常事；
为准确捕捉珍稀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形态变化特征，通宵达旦
是家常便饭。

在对“植物界大熊猫”珙桐进行的一次发芽实验中，研究
所几位工程师顾不上休息，“接力”观察记录。经过锲而不舍的
努力，在低海拔地区，珙桐实现开花结果，成为华中地区的首
个成功案例。

在“三峡一绝”疏花水柏枝的种子繁殖过程中，研究人员
反复试验，创新养护管理，有效促进种子成熟度，创造适合的
自然条件进行繁殖。首批种子繁殖数量达到 100 余株，这成为
中国国内首次成功完成的疏花水柏枝种子繁殖。

目前，研究所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植物种质
资源库和保育基地。研究所迁地保护库区植物 436种，共 1 . 8
万余株，成功繁育完全淹没在江底的两种三峡珍稀特有植
物——— 疏花水柏枝和荷叶铁线蕨共 2 . 2 万株。

当传统繁殖遇到难题的时候，植物分子遗传与组织培养
为珍稀植物存活提供可能。在研究所实验室的培养室内，一排
排架子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一个个培养皿，营造的一个个无菌
环境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伯乐树、荷叶铁线蕨等正
在生长。

“近年来，我们对具有很高研究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三峡特
有珍稀植物进行组培试验近万余次，30种植物的研究取得进
展。”黄桂云说。

根据长江流域植物资源状况，到“十三五”末，长江珍稀植
物研究所将把保护品种扩大到 1000种。未来三到五年，研究
所将在三峡坝区 12 . 8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用培育的珍稀特
有植物，逐步替换现有的普通绿化植物。

“到时候，来三峡参观的游客，不仅可以参观三峡工程，还
相当于参观一个生态优美、景色宜人的珍稀植物园。”黄桂云
说。

我国科研人员致力将三峡坝区打造成长江珍稀植物园

保护珍稀植物，守护长江“物种基因库”

新华社银川 7 月 23 日电(记者许晋
豫)乏牛坡，坡陡，长二里，两侧沙柳绿成
荫。作为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宁夏盐池县刘
记窑头村的“地标性”道路，乏牛坡可谓老
少皆知，它见证了当地的生态巨变。

“以前，乏牛坡是我们村通往隔壁乡镇
的重要通道，从我记事起就非常难走，风沙
一起就被沙子埋了，牛拉车爬坡很费劲，有
时要人使劲拉着牛才能爬过去。”刘记窑头
村 65 岁的刘占满说。

在曾经家家都有羊的刘记窑头村，因
过度放牧生态急剧恶化。铺天盖地的风沙
使得“人在对面不相识”，风沙不仅影响村
民的生活质量，也把他们“锁”在了方寸之
地。

“我们这里曾是有名的沙窝窝，一起
风，沙子就上了墙，路都被埋了，别说外地
人，我们晚上出去都可能迷路。”刘占满说，
风沙不仅埋了路，还毁了庄稼，村里的庄稼
经常被连根拔起，大家没收成只能受穷。

失去的生态只能慢慢补回来。从 20世
纪 80 年代起，刘记窑头村就开始大规模修
复生态。村支书张宏梁对此记忆犹新，他
说，“当时我只有十几岁，因为沙路难走，我
们到乏牛坡种植沙柳只能骑着毛驴去，带
的干粮都掺了沙子，没法吃。”

2000 年后，经过多年植树造林，结合
退耕还林，刘记窑头村生态逐渐好转、风沙
渐小，2005 年村子修了直通县城的水泥
路，乏牛坡逐渐从村民的“交通地图”中边
缘化。随后，刘记窑头村被纳入荒漠化综合
治理示范项目，乏牛坡不仅变得翠绿，还被
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护林员巡山及生态
观光的重要通道。

“我刚来时乏牛坡还被沙子埋掉一部
分，现在路两边的沙柳、花棒等植物都长了起来，早已看不到
沙子的踪影，乏牛坡一带已成为盐池县生态最好的区域之
一。”在沙泉湾荒漠化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工作了 12 年的护林
员刘世俊说。

生态好转也为刘记窑头村提供了发展动力，远离风沙侵
袭的农田翠绿成片，加之大力发展滩羊产业，刘记窑头村今年
甩掉了“穷帽子”，实现了整体脱贫。

乏牛坡只是盐池县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盐池县
形成了“草为主、灌为护、零星植乔木，封为主、造为辅、重点抓
修复，抓产业、活机制、生态移民集中住”的防沙、治沙、用沙模
式。全县植被覆盖率达到 70%，县内很难见到 100 亩以上的
沙丘。按照规划，到 2020 年，盐池县森林保有量将达 312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 23% 以上。

“生态建设是个功在千秋的系统性工程。生态好了不仅群
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当地动植物多样性也会明显好转，最
终形成良性循环。可以说，生态建设也是生产力。”盐池县环林
局项目办主任王建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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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电(记者张建松、周琳、程思琪)北京师范大
学极地前沿科学中心专家透露，据最新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2017 年 7 月北极海冰平均面积为 790 万平方千米，与 1992
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242 万平方千米。这相当于一个地中海
的面积。

北京师范大学极地前沿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程晓教授
介绍，根据卫星监测，北极海冰面积每年 3 月份达到年度极
大值，每年 9 月份达到年度极小值。自 2015 年以来，北极海
冰面积年度极大值已连续出现历史最低。

今年 3 月 17 日，北极海冰覆盖面积达到年内极大
值，总面积为 1448 万平方公里，这是有卫星监测以来
北极海冰面积的第二低值，仅高于 2 0 1 6 年。同时，北
极海冰还呈现“老冰”大幅减少、格陵兰岛北部高纬沿
岸地区的海冰 3 月份出现异常融化现象，这在过去几
十年有卫星观测历史以来从未发生过。此外，白令海的
海冰也发生了异常的提前融化，卫星监测到的海冰寥
寥无几。

北极是全球气候系统运转的巨大冷源之一，对全球
大气和海洋环流有重要和长期的影响。其中，海冰是热
的不良导体，是大气和海洋热交换的屏障，海冰的变化
具有明显的气候效应，是北极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影响因
子之一。

科学家们认为，北极海冰加速消退将会带来一系列
负面影响。北极夏季海冰的厚度和覆盖面积的减小，将
会直接导致海洋吸收太阳辐射能的增加，一方面加剧海
冰融化，另一方面对大气产生加热效应。2000 年以来，
北极增暖的趋势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被称为“北极放
大”现象。

受“北极放大”效应影响，热带与极区温差减小，造
成中纬度干旱、热浪、严寒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甚至
对我国北方冬春季的雾霾造成直接影响。科学研究显
示，2013 年 1 月，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东部持续近一
个月的空气污染，就可能与 2012 年秋季北极海冰极低
有关。

程晓认为，作为位于北半球的近北极国家，我国应大力
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监测，尤其是对海冰和海洋的监测与模
拟，在统筹现有卫星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建立我国自主的多
平台、多传感器的北极卫星观测体系，实现对北极地区的全
方位、立体观测，从而更好地应对北极快速变化对我国和全
球气候系统带来的影响。

2 5 年 ，北 极 海 冰

丢了一块“地中海”

▲ 7 月 20 日，武夷山市永生茶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展示通过 LED 杀虫灯捕杀的害虫。

近年来，福建省武夷山市推广绿色防治茶园病虫害技术，采用 LED 杀虫灯、粘虫色板、信息素诱捕器等技术，对茶园虫
害进行科学防治，达到了农药减施增效的目的。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武夷山推广绿色防治茶园病虫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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