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9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 3 0 7 3 9 7 9 、6 3 0 7 2 0 7 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 1 0 - 8 8 4 0 6 6 1 7 、1 3 9 0 1 1 0 2 5 4 5

2019 年 6 月 5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黄国清

家 园

据新华社重庆 6 月 4 日电(记者徐旭忠、周闻韬、李
松)不久前，一场环湖半程马拉松比赛在位于重庆市开州
区的汉丰湖畔火热开跑，6000 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
沿湖竞技，赛道内外掩映在一片花海绿意中，景色如画。

这片美丽的湖泊，几年前还是一条普通的长江一级
支流——— 澎溪河。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水位每年周期性
涨落，临水地带形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水库消落带，澎
溪河所在地区也深受消落带困扰。近年来，开州区探索用
筑坝成湖、生态涵养的方式治理消落带，昔日的生态堵
点，成功转型为国家湿地公园。

筑坝成湖

开州区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熊森经常要
沿着近 15 平方公里的湖面边缘巡查。为了治理好这片消
落带，10 年来他一门心思扎在了里面。

眼下的三峡库区水位正在下降，大量被淹没了半年
的消落带重新露出水面。这片消落带上散布着一块块方
形池塘，塘中种植的荷叶正在生长，不远处的落羽杉高大
挺拔，几只水鸟从岸边轻盈略过。日新月异的开州城，坐
落在这片充满生机的水域旁。

“消落带改变了库区原有生态系统，植物近半年被淹
没在水下，难以存活，还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熊
森说，三峡库区生态本就脆弱，能否治理好消落带关乎长
江流域的生态安全。

开州区首先在澎溪河上建起了水位调节坝，坝中水
位受水坝调节，常年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广袤的消落带
被湖水覆盖，仅少部分露出水面。而在调节坝下游，当地
探索在消落带上构筑了一套涵盖鸟类庇护林、林泽、基
塘、滩涂生态保育四级工程的立体生态系统。开州区委托
治理团队筛选出十余种耐水淹的木本植物，给消落带穿
上了宽约 10 余米的绿色外衣，使其发挥出护岸、生态缓
冲、景观美化等综合效益。

随着汉丰湖的形成，原本脆弱的消落带化身为一道
生态屏障，生物多样性也正在恢复。统计数据显示，与治
理前相比，这里的植物增加了 40 余种，鸟类增加 21种，
适应季节性水位变化的 20 余种草本植物和 10 余种木本
植物成活状况良好。草木舞动，湖水荡漾，新生的汉丰湖
成为开州城的一张别样名片。

城建为生态“让路”

作为紧邻城区的新生湖泊，如何保护利用汉丰湖，做
好这篇“水文章”，是摆在开州人面前的新课题。

借鉴海绵城市理念，当地探索在水体和城市间设立
生态缓冲区，通过栽种植物，吸收分解污染物，降低城市面源污
染对于水质的影响。

位于湖边消落带上的一块块方形池塘内，栽种了大量水生
美人蕉与荷花。熊森告诉记者，荷花生长在夏季，刚好处于低水

位时期，既能净化水质，还是鸟类喜爱的栖息地。
2010 年，开州区决定创建汉丰湖国家级湿地公

园，并将滨湖区域纳入湿地公园的管理范围。湖水周
边所有的城市建设，必须以汉丰湖国家级湿地公园
总体规划为统揽。此举目的只有一个——— 控制开发，
为湖水留足生态空间。

“按照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开发湿地周边土
地，必须经过严格的行政许可流程，将湖水周边土地
纳入湿地管理的范畴，相当于用法律手段对汉丰湖
又加上了一道保护锁。”开州区水利局副局长王一明
说。

这一做法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汉丰湖周边约
200 万平方米的生态空间被腾出，诸如房地产开发、
高尔夫球杆检测中心等一批项目被及时叫停。

留出生态空间，为的是要有效利用。当地政府部
门统一规划，又在沿湖地区错落点缀了多座公园和
数十公里的环湖步道，使湖畔成为广大市民休闲的
乐园。

“汉丰湖建成以来，直接用于生态修复的资金超
过 10 亿元。正因为有了严格保护举措，现在的湖水
水质才能长期保持在较优水平。”熊森说。

湖城相依

从无到有的汉丰湖，倾注了开州人的大量心血。
如今，生态效益逐渐转化为经济效益，开州开始尝到
了生态保护的甜头。

汉丰湖全国钓鱼比赛、国际摩托艇大赛、半程
马拉松……近两年，以汉丰湖为招牌的各项体育赛
事轮番上演，开州的名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游
客也大幅增长。开州打算下一步申报国家水上运动
训练基地。

湖水还吸引了大量摄影发烧友的目光。原来，开
州地处南北候鸟通道，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当地对
汉丰湖实施了消落带鸟类生境重建工程，构建水塘、
洼地作为鸟类的营巢和庇护地，同时还在湖面建起
了两座鸟岛，并栽植乔灌木和草本植物，使这里成了
鸟类休憩觅食的天堂。

“随着鸟岛的建设，迁徙之地变成了落户之地，我们登岛
时发现了大量鸟类羽毛和数处鸟类繁殖巢穴。”汉丰湖国家湿
地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黄亚洲说，一到冬季，成群结队的人来到
开州观鸟、摄影，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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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 6 月 4 日电(记者赖星)道法自
然，是人水相处的中国智慧。一座沿河而建的城市，
必然深入思考人与河流、城市的关系。

江西萍乡，素有“锦峰秀水萍实里”美誉，却多以
江南煤都的形象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置身其中，
记者深刻地感受到，这座百年煤城正以更清醒的眼
光审视未来，以海绵城市建设这一开创性的探索，解
锁城市蝶变的密码。

汛期不再内涝

临近端午，萍乡将迎来一年中最大的雨季，恰如
当地民谣所唱“端午前后最心惊，乌风陡暗打雷公”。

63 岁的摄影爱好者余和平来到万龙湾十字路
口，边走边拍。多年来，他坚持用相机记录这座城市
在大雨中的模样。

“万龙湾一带曾是内涝重灾区。”余和平在同一
地点、不同时段拍摄的一组组照片，直观地反映了海
绵城市建设给萍乡带来的变化。

“往年传统内涝区最大积水深度超过 1 米，2017
年以后再没发生内涝，43 个小区的 1 . 2 万户、超过 4
万居民免受内涝之苦。”萍乡市海绵办副主任刘民说。

从“雨季看海”到“汛期不涝”，作为全国首批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2015 年以来，萍乡在全域范
围内生态治水，成效显现。在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海
绵城市建设年度综合绩效考评中，萍乡连续两年名
列前茅。

行走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可以深刻感受到萍乡
城市品质的提升。萍水河环抱萍城，沿着古城墙脚日
夜流淌，滋养着两岸生灵，南正古街、鳌洲书院等临
水文化建筑正在改造建设。一批以海绵城市为理念
打造的城市公园、湿地相继建成。

“海绵城市的建设，不仅让城市变美了，而且市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得到大幅提升。”萍乡市副市
长叶华林说。

让城市回归自然

“要理解海绵城市，首先要理解自然。”刘民一语道出了
“萍乡方案”的独到之处。

海绵城市不仅仅是铺设透水砖、渗水管道，更在于让城市
像海绵一样，下雨时能够吸水、渗水、蓄水、净水，达到自然积

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目的。
为重构人水和谐关系，萍乡提出了“全域管控、

系统构建、分区治理”的技术方案，为江南地区海绵
城市建设、治理内涝困局探索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试点之初，萍乡在市区规划了近 33 平方公里的
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区。在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把试
点范围扩至全市域 3802 平方公里，要求所有新建工
程项目都必须按海绵城市建设标准开展建设。

“由于萍乡水涵养能力弱，我们突破‘以排为主’
的传统治水理念，采取了‘上截—中蓄—下排’的总体
治理思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有弹性。”刘民分析说。

在上游，将流经城区的河水引流到其他大河，减
少城区段防洪排涝压力；在中游，依托湖泊打造调蓄
水体，调节城区河流的洪峰流量；在下游，建设闸泵
站，强化城区排水能力。

为了让城市顺应自然，萍乡在新城区，注重保护
河流、湖泊、塘堰等自然海绵体，结合河湖水系、公园
绿地、市政道路总体布局，构建大海绵骨架；在老城
区，注重修复地下“毛细血管”，增强其雨水渗、蓄等
功能。

“我们的城市覆盖了一层层水泥，变得越来越
‘硬’，以至于无法呼吸。”在萍乡市建筑设计院设计师
张玉看来，自然正是最佳的海绵体。

“海绵+”引发裂变效应

萍乡虽小但并不轻盈。
与中部诸多城市相比，萍乡辖区面积小、经济规

模小、人口规模小，但 100 多年的开采活动已让当地
煤炭资源几近枯竭，去产能、安全生产、环保任务重。

海绵城市建设有力促进了萍乡的经济结构调整
和城市转型升级，绿色低碳的海绵产业正逐步发挥
出强劲的动能。

“这种透水砖能像海绵一样呼吸。”黄永拿起一
块砖，往上倒水。瞬间，一瓶矿泉水都渗入砖体。

黄永是江西龙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他
用来做演示的透水砖是萍乡海绵城市建设广泛使用
的一款绿色环保产品。2018 年，这款砖的销售额超
过 7000 万元。产品除满足萍乡需求外，还销往南宁、
武汉、长沙等城市。

“我们过去是一家生产工业陶瓷的传统企业，但
海绵城市建设给我们带来了商机和生机。”黄永介绍
说。

运用“海绵+”理念，萍乡已打造出集规划、设计、
研发、产品、施工、投资、运维为一体的海绵产业集

群，产值超过 80 亿元。当地一大批传统的陶瓷、管道等建材企
业成功转型，部分企业还受邀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定。

叶华林介绍，萍乡已将眼光延伸至小城之外，并以此
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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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 6 月 4 日电(记者刘洪明、曹槟)从西藏波密县
城沿川藏公路向东驱车 110 公里，沿途杨柳依依，松柏苍翠，天
然氧吧令人身心陶醉。从公路往南行车 7 公里，就到了位于米堆
冰川脚下的玉普乡米堆村。记者看到自驾游车辆、骑行自行车、
旅游大巴等占满了村前的广场，销售工艺品、农特产品的吆喝声
不绝于耳。

波密县地处西藏东南部，拥有青藏高原最大的冰川聚集地。
县域境内冰川超过 2000 座，是世界公认的“冰川之乡”。

在旅游业发展中，波密县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全
力打造冰川观光品牌，同时采取严格环保措施，确保人类活动对
生态影响降到最低，让最美冰川变为农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记者看到游客进入景区后，必须把车辆停在固定区域，要进
一步接近冰川，只能徒步或骑马前行，让更多游客感受冰川之
美，也让更多群众从生态旅游中受益。55 岁的村民扎西朗加刚
刚牵马送客走了个来回，休息不到半小时又要出发。“游客骑马
每人 100 元，马帮每户每年收入 5 万多元。”他说，家中有 3 人在
景区上班，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

据波密县委宣传部长屈永辉介绍，当地政府共投资 3000 多
万元开发米堆冰川，2007 年对外营业，门票每人 50 元。2014 年
波密县城至八宿县国道升级改造，首次通了沥青路。2015 年投
资 2600 万元修建了国道至米堆村的水泥路。去年，景区开始提
供观光车服务，目前游客可以选择骑马、步行、坐观光车等方式
到达观景台。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旅游服务不断升级，推动米堆冰川人气
快速提升。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部分游客选择花 36 元坐观光车，
加门票共 86 元可无限时游览。数据显示，米堆冰川景区接待游客
数量由 2016 年的 8 万人增至 2018 年的 14 万人，以自驾游、骑行
游为主。扎西朗加说：“2011 年开始游客越来越多，驻村工作队帮
村民买马搞旅游。如今旺季时全村 170 多匹马每天都能全部上
岗，家门口的冰川已经成为全村致富的聚宝盆。”

记者了解到，景区和村民共同出资开辟营收新路径进一步
带动了致富积极性。“去年每户投资 2 . 9 万元再加上公司出资共
同购买观光车，每天 10 辆车运营，由米堆村 18 人和周边村 5 人
持驾驶证上岗。”景区负责人杨宇正说，预计 2019 年仅观光车收
入就能达到 400 万元，村民一年能回本。

38 岁的村民顿珠扎西在全村 18 名驾驶员中出勤率最高，

月工资约 6000 元。“以前在周边跑运输，吃饭没规律，工作不
稳定，现在工作轻松稳定，也更安全，从 3 月份可以上班到 10
月份。”

昔日寂静冰川脚下燃起旅游热，朴实的藏族村民过上了
不离村就能安居乐业的新生活。米堆村 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去年已全部脱贫。

“冰川之乡”波密：美丽冰川也是金山银山

初夏，洞庭湖水位逐渐上涨。和往常一样，何大明开着船
在江豚的主要活动区巡护。

“这个季节，小江豚会跟着妈妈一起活动，它们需要换
气，经常露出水面。”何大明说着，从湖面突然跃出两个黑色
的身影，优美而灵动，他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真是让人越
看越爱！”

江豚是我国特有珍稀淡水哺乳动物，主要分布在长江干
流、洞庭湖和鄱阳湖。由于数量少于“国宝”大熊猫，且有着
憨态可掬的外形，江豚被人们称为“水中大熊猫”。

20世纪 80 年代，洞庭湖鱼类有 120 多种。何大明家祖祖
辈辈以打鱼为生，他身材魁梧，接过了祖传的手艺。在他的记
忆中，童年时被渔民称为“江猪子”的江豚和其他鱼儿在洞庭
湖里自由嬉戏。

近年来，无序采砂破坏了湖滩、江岸，破坏了鱼类的产卵
场，大吨位的船舶航行、停泊挤占了鱼类洄游的通道，洞庭湖
渔业资源持续减少，江豚的难觅踪影成为刺眼的标志之一。

江豚的处境也反映着人类的窘境。渔民们发现，洞庭湖里

的鱼儿大量减少，使用自然的方式捕捞往往收获寥寥，有人
继而使用“电打鱼”等使鱼类“断子绝孙”非法捕捞方式，
陷入恶性循环。

一些渔民隐隐地意识到，饮鸩止渴的捕捞方式已难以持
续。

“江豚处于长江生态系统营养关系的顶端，是长江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标志。”中科院豚类研究专家
王丁表示，“可以说，江豚的前途就是渔民的未来。”

2003 年，何大明在打鱼时遇到了一对江豚母子，因水
位降低，它们被困在芦苇荡受伤了。 他照料了这对母子 4
个月，直至康复。

江豚母子重生了，何大明也决定带领渔民兄弟“重
生”。 9 个渔民兄弟花了近 30 万元买了巡逻船，加上自家
渔船改成的小型巡逻船，江豚保护队成立了。

通过每天的巡逻，渔民们建立起来约 4 平方公里范围的
江豚集中栖息地。这块栖息地并非官方指定，也没有围墙和
标志，依靠江豚保护者们每一天日以继夜的巡逻隔绝外界的

危险。江豚极有灵性，开始三五成群迁徙而来。
对江豚日日夜夜的悉心保护照料，使他们获得了“江豚

奶爸”的美誉。
江豚的保护离不开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结合。现在，

渔民们在巡护时只要发现非法捕捞的船只，就会迅速联系渔
政执法部门，渔政人员马上进行调查处理。

在渔民们看来，江豚的保护更依赖大环境的改变。禁止
采砂、关闭污染企业、规范畜禽养殖……近年来，湖南采取
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改善洞庭湖生态环境， 2018 年洞庭湖
11 个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较前两年有明显好
转。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 2017 年长江江豚种群数
量约 1012 头，其中洞庭湖 110 头，尽管种群数量极度濒危
的现状没有改变，但迅速下降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保护不能靠一个人、一个群体，只有全社会都关心和
保护江豚，江豚的明天才有希望！”何大明说。

(记者史卫燕)新华社长沙 6 月 4 日电

越看越爱：洞庭渔民的江豚情缘

▲游客在西藏林芝市波密县玉普乡境内的米堆冰川前拍照留念（5 月 16 日摄）。波密县因其境内冰川众多被称为“冰川之
乡”。米堆冰川凭借靠近川藏公路的区位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废气废水如何才能不影响
生态环境？如何让“放错地方的
资源”产生价值？如何破解“垃
圾围城”困局？6 月 5 日是世界
环境日，废物处理再次成为各
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日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一
些废物处理的新技术新方法正
在运用中，成为守护世界蓝天
碧水的新力量。

生物降解是废物处理技术
的“新蓝海”。在浙江省杭州市
崇贤街道，有一座神奇的“昆虫
农场”，一年能“吃”掉 3400 多
吨餐厨垃圾。这座农场的经营
者，是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
院副教授张志剑，附近的居民
给他送了个雅号——— “昆虫教
授”。

走进张志剑的农场，一排
整齐的大棚映入眼前。大棚内
是一块巨大的黑水虻养殖槽，
槽里铺着一层经过处理的餐厨
垃圾。一群群正在蠕动的白色
小虫，正在消解着从附近运来
的餐厨垃圾。

“白色小虫”是黑水虻的幼
虫形态。初春时节，黑水虻幼虫
从虫卵中孵化出来，经过 12 至
14 天成长为初蛹。在不到两周
的时间里，幼虫的体重会增长
2000 多倍，而这 2000 多倍的
增长，全部来源于它们吃下的
餐厨垃圾。每公斤黑水虻幼虫，
能转化 4 公斤的餐厨垃圾。废
弃物的一次减量化达到 80%
以上。幼虫及其排泄物还能制
成绿色有机肥进入市场销售。

张志剑说，黑水虻成虫虽
然和苍蝇长得有几分相似，但
它既不爱动也很少进食，成虫
生命周期两周左右，不会携带
病原微生物。

这项“昆虫吃垃圾”的技术，张志剑探索了很多年。如
今，这个只有几亩地的小农场每天能处理餐厨垃圾 12 吨左
右，基本上就地解决了整个崇贤街道 18 万人口的餐厨垃圾
处理问题。

假山，草地，绿树，锦鲤——— 走入浙江省长兴县循环经
济产业园，生机勃勃的美景让人很难相信这里是铅蓄电池
回收处理园区的一部分。

从废旧电池回收，到破碎、分选、熔炼、精炼，再到重新
组装成电池，园区工作人员将每一步分开操作：从废旧电池
中分离出含铅物质，重新炼成铅；分离出废塑料，重新制造
电池外壳；分离出废酸，提纯生产成浓硫酸，用于制造电池
加酸。

“一块近 10 斤重的废旧铅蓄电池经过多道工序后，可
以分解提炼回收 6 斤多再生铅、2 斤多硫酸钠和 0 . 6 斤塑
料，这些物质可以循环利用，生产成新的电池投放市场。”园
区负责人说，相比于传统的原生铅生产方式，每生产一吨再
生铅可减少固体废物 60% ，减排二氧化硫 66% 。“处理过的
水达到国家二级饮用水标准，可以用来浇花养鱼。”

长兴位于长三角腹地，铅蓄电池产业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开始起步，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该县一位负责同志介
绍，从 2005 年开始，长兴县开展铅蓄电池产业绿色发展转
型整治，铅蓄电池企业数量减少了，技术装备由手工操作转
向机械设备，治污装备实现全覆盖。

“电池废水搞好了，我们离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就更近了。”该负责同志说。(记者顾小立、郑江华、魏一骏、
刘芳、梁有昶) 新华社杭州 6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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