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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7 月 4 日电(记者喻珮、李思
远)空中俯瞰，仿佛一只舞动的凤凰；近观其
景，峡江两岸山水风光扑面而来…… 7 月 4 日
至 6 日，北京世园会迎来“湖北日”，湖北园
用一只起舞的凤凰建筑造型，展现“高山流水
迎凤来”的主题，并结合三峡自然地理符号、
竹简《离骚》等元素，展现湖北悠久的历史人
文底蕴与良好的生态环境。

走近湖北园，山水相依、动静结合，形成
了一个人文与生态相得益彰的园艺观赏体验空
间。“作为湖北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与现代生
态园艺对话的空间载体，湖北园意借世园会舞
台，秀出湖北的现代生态发展理念。”世园会
湖北园设计师郭志林介绍说。

湖北是长江干流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是
三峡库坝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所
在地，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
要生态屏障。近年来，聚焦“长江大保护”，

湖北紧扣“生态修复、环境保护和绿色发
展”三篇文章，从表层修复、源头治理，到
综合保护，逐步恢复荆楚大地“天蓝、地
绿、山青、水净”。

“不生态，就淘汰。围绕长江大保护，
湖北执行最严格的标准，并推出一系列措
施。”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保护监察
专员蒋茂芳介绍，近年来，湖北瞄准化工污
染、非法码头、非法采砂、入河排污口、岸
线保护等，开展“六大专项整治”；紧盯城
市黑臭水体、农业面源污染、城乡生活污水
等，打响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关
改搬转”了沿江 1 公里范围内的 115 家化工
企业，破解“化工围江”……

“退一步”水清岸绿。曾经的武昌长江
江滩余家头段遍布船厂、港口、码头、砂
场，人们架网捕鱼、养猪种菜，如今只见滩
涂平整，天蓝水清；在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

产业园，临江范围内的厂房早已拆除，取而
代之的是滨江绿地，漫步其中，宛如公园。

数据显示，仅 2018 年，湖北全省各地环
保部门共立案 5166 件，同比增长 20%；实施
行政处罚案件 3977 件，同比增长 14%；罚款
金额约 3 . 6 亿元，同比增长 42%。

在湖北园的入口，长江标志性景观“三
峡印象”映入眼帘，质感厚重的钢板与细腻
柔美的草本花卉形成对比，象征着长江生态
在新时代焕发出无限生机。生机勃勃的面
貌，源自宜昌壮士断腕破除“化工围江”的
行动。

地处长江上、中游分界点的湖北宜昌曾
因磷化工产业而闻名全国。依托丰富的磷
矿、航运、水源等优势，宜昌市化工产业规
模一度过千亿元，化工业产值曾占到当地工
业产值的近三分之一。然而，化工产业也造
成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必须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持续发展
转型。”宜昌市委相关负责人说。 2017 年
以来，通过理念、动能、结构、效能、机制
“五个加速转换”的组合拳，宜昌经济实现
了一增一降：化工业比重持续下降；新材
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业
不断增加。近期，总投资 35 亿元、年产能
20 万辆的广汽集团宜昌乘用车智能工厂正
式投产。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助力宜昌守
护一江清水。

长江绿色生态廊道正在湖北形成，修复
与保护也不能停步。持续分析研判长江生态
保护面临的隐患与风险，目前湖北正在研究
制定《湖北省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
划》《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落实长江保护修复
攻坚战工作方案》及 8 个专项行动方案，加
快构建湖北特色的环保督察体系，坚持强力
推进长江大保护。

“不生态就淘汰”,湖北三策护长江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4 日电(记者杜
刚、张啸诚)眼下，新疆赛里木湖正是“颜值”
最高的季节，白云雪山倒映在多彩的湖水
中，烂漫的山花在湖畔摇曳。这些美景背后
是“还草原给赛里木湖”一系列环保举措产
生了实效。

在赛里木湖景区公路边，可以看到部分裸
露土壤被草帘覆盖，还分布着一些滴灌设施。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规划建设项目局局长张
建江介绍，这是 63 公里长的环湖植被修复工
作，管理人员在多雨的西岸和南岸，播下草种
之后用草帘覆盖用于保湿保暖，提高发芽率；
草帘下方，草苗已长至 5 厘米左右，旁边人工
恢复之后的植被约有 10 厘米高；在干旱的北
岸，播种之后采取喷灌方式。

2002 年前后，赛里木湖景区植被亩产
草量下降，近湖区域荒漠化加剧，特别是环
湖区 50 米-500 米范围内土地荒漠化严重。
在赛里木湖景区的核心区，实际载畜量超过
可承载量。

为修复生态环境，当地政府在湖区实施
禁牧，2011 年以来已陆续禁牧 38 . 5 万亩；赛
马等大型活动从湖区取消，杜绝了过多人为
活动破坏草场植被现象；一些修建环湖公路
的砂石场料坑被回填并进行植被恢复。

“经过多年持续实施一系列措施，景区被
破坏草场已恢复约 95%。”张建江说。

禁牧还带来水质改善。博尔塔拉蒙古自
治州环境监测站副站长吐尔拉娜·亚力肯介
绍，赛里木湖无地表出口，全靠自然蒸发维持

水量动态平衡，禁牧前下雨或发生泄洪，牛羊
粪便、砂石等就会冲入湖中，如今最新监测显
示，赛里木湖总氮、总磷等指标明显下降，其
他指标保持在一二类水质标准，水质得到明
显改善。

赛里木湖景区的基础服务也越来越“绿
色”。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敏说，景区
一切开发都以环保为优先原则，区间车、自驾
车、帆船、取暖等动力来源都是清洁的电力。

赛里木湖湖面海拔超过 2000 米，湖泊面
积约 458 平方公里，是我国西北内陆湖泊中
补给系数较小的一个流域。由于赛里木湖是
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湖水清
透，景色优美，因此也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
滴眼泪”。

水清草绿，赛里木湖回归“高颜值”

▲赛里木湖中的帆船动力来源是电力（6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杜刚摄

新华社拉萨 7 月 4
日电 (记者田金文 )记
者从西藏自治区气候
中心了解到，今年 6 月
以来，西藏多地日最高
气温破历史极值。6 月
25 日至 29 日，拉萨连
续 5 日平均气温超过
22℃，首次达到了我国
气候季节划分的夏季
标准，标志着拉萨自
1955 年有气象记录以
来首次“成功入夏”。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气象行业标准《气候
季节划分》对四季分
明区常年气候季节的
判定标准规定：当常
年滑动平均气温序列
连续 5 天大于或等于
2 2℃，则以其所对应
的常年气温序列中第
一个大于或等于 22℃
的日期作为夏季起始
日。

据气象监测数据
显示，6 月西藏月平均
气温为 13 . 7℃，较常年
值偏高 1 . 3℃。6 月 23
日开始，拉萨市日平均
气温突破 2 2℃，6 月
25 日至 29 日连续 5 日
拉萨市滑动平均气温
分 别 为 2 2 . 4 ℃ 、
2 2 . 5 ℃ 、2 2 . 7 ℃ 、
22 . 8℃、22 . 7℃，达到
了气象定义上的夏天
标准。这意味着拉萨进
入夏季，入夏日期为 6
月 23 日。

6 月 2 4 日 ，拉
萨、贡嘎、尼木、加查
4 个站日最高气温分
别 达 到 3 0 . 8 ℃ 、
3 1 . 0 ℃ 、3 0 . 1 ℃ 、
3 2 . 6℃，均突破当地
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
史年极大值。

“在气候变暖的大
背景下，确有可能出现短期的个别城市气
温达到入夏标准的情况。”西藏自治区气候
中心副主任石磊介绍，拉萨在短期内出现
气温达到入夏标准的情况属异常现象，但
不具有普遍性，拉萨仍属于气候季节划分
的无夏区。

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4 日电(记者朱文哲)
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披上了一件翠
绿的外衣。近年来，林业人用他们的坚守，为
祖国守护北疆的茫茫林海，用责任与担当谱写
出一曲绿色的乐章。

打早打小，守护那片绿色森林

内蒙古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总面积 10 . 67
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78 . 39% ，是我国
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重点国有林区。为了守
护好这片绿色海洋，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
林管理局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工作方
针，以“投重兵，打小火，当日灭”为扑火理
念，有效建立了“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
系，形成天空地一体化防灭火体系，加大保护
重点国有林区生态安全。

“去年冬天林区降雪稀少，是历史同期中
最少的年份。”林管局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李绍鹏说，与往年相比，今年林区气温
高、升温早，林下可燃物大量积蓄。为更好地
保护森林资源，今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提前
10 天进入到春季森林防火期。

“联防联动是林区防灭火工作的重要环
节。”李绍鹏说， 6 月中下旬，大兴安岭连续

发生 20 多起雷击森林火，绝大部分都实现
了当日火当日灭。

6 月 19 日发生在金河林业局秀山林场
的森林大火，林管局立即调集 14 个林业局
的专业扑火人员进入火场扑救，灵活运用
“打、烧、隔、围、堵”等战法，同时与森
林消防队伍、气象等多部门联动配合，通过
卫星遥感、航空消防特勤机降、人工增雨、
瞭望塔观测等立体化方式对火场实施灭火扑
救。经过四天三夜的连续奋战，秀山火场成
功实现合围。

为了那片绿水青山，在困难与危险面
前，林业人不曾退缩。

防火瞭望塔上的坚守

走在林区的公路上，常可以看到山顶的
座座铁塔，这就是防火瞭望塔。在内蒙古大兴
安岭林区，这样的瞭望塔共有 239 座，它们彼
此配合，像“天眼”一般守护着这片林海。

徐雪峰是阿里河林业局奎源 381 瞭望塔
的瞭望员，当年他曾作为林业局的驾驶员为
各个瞭望塔运送给养。“ 381 塔是阿里河林
业局 12 座瞭望塔中离城区最近的一个。”
徐雪峰说，就是这座最近的瞭望塔，与阿里

河镇的车程至少也要一个小时。一座塔，两
间屋，组成了这座建在深山之中的防火瞭望
监测站。

冯松涛是徐雪峰的搭档，做瞭望员已有
8 个年头。“林区天亮得早，我们早上不到
5 点就会起床， 6 点就会上塔瞭望。”冯松
涛说，我们相互配合，一个人在塔瞭望，另
一个人就在塔下做好后勤工作。“我们一个
班组的瞭望周期是半个月，第二周最难熬，
因为两个人的话在第一周就基本说完了。”
徐雪峰笑着说。

“背一桶水就有 30 斤，看着只有几百
米的山路，一般都要爬 1 个小时。”阿里河
林业局防火办副主任闫林峰说，大多数瞭望
塔受自然条件限制并不能修筑塔路，给养都
需要靠人力背上山。

艰苦和寂寞考验并磨炼着瞭望员的意
志。“我们认真观测瞭望，就能更好地保护
国家的森林资源，也能让我们的扑火兄弟少
走弯路、少受些伤。”徐雪峰说，守住这片
森林，就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最好体现。

用脚步守护绿色

林区里有这样一群人，身穿迷彩服，臂

挂红袖标，一条巡护路上来来回回走一整
天，他们就是森林管护员。每天周而复始的
工作，单调的背后换来了“春防期”人为森
林火灾的“零发生”。

今年 40 岁的陈庆武是根河林业局好里
堡林场的一名森林管护员，从业 17 年磨坏
了不知道多少双鞋。“每天都在走路，要么
在林子里走，要么在公路边走，平均两个月
就会穿坏一双鞋。”陈庆武说。

作为森林管护员，陈庆武和同事们每天
都要在林区巡护。他们不仅要监测火情、管
护林木、保护野生动物，突发火情时扑火一
线同样有他们的身影。

“森林管护员既是防火宣传员，同样也
是护林检查员、扑火队员、生态保洁员。”
乌尔旗汉林业局森林消防队队长朱刚说，尽
管现在配备了无人机等新技术装备，但“脚
步”依旧是守护这片绿色的最常有方式。

守护大兴安岭的青山翠柏，也让野生动
物得到很好的保护。

“林区里熊、狍子、野猪、雪兔等动物
越来越多了。”陈庆武高兴地说，“十几年
前想见一次野生动物不容易，现在不仅能在
林子里看到，就连公路两侧也经常能看到它
们的身影。”

“打早打小” 用心瞭望 用脚巡防

“防火护绿”的大兴安岭“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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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电(记者周长庆、
张建)被誉为长白山下“第一镇”
的二道白河镇，最近入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然而，就在十几年
前，它还是个无名小镇，山高路
远，经济落后，环境脏乱差，很多
游客不愿意在这里过夜。十几年
弹指一挥间，小镇靠什么“华丽转
身”？

无名小镇成“网红”

二道白河镇是进入长白山北
景区门户，距离长白山主峰 35 公
里，松花江正源二道白河穿城而
过，小镇因此得名。2006 年，吉林
省设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负责长白山的“统一规划、统
一保护、统一开发、统一管理”，二
道白河镇成为管委会驻地。小镇
的巨变，正是从管委会成立后开
始的。

居民张光辉回忆，十几年前，
小镇只有一条不到一公里长的主
街，棚户区随处可见，垃圾遍地，
污水横流，道路坎坷，连个像样的
宾馆都难找。“现在，我们就像生
活在漂亮的花园里一样。”

在这里，“网红”景点到处都
是，也是游客必到的打卡之地。街
道整洁干净，河流清澈流淌，童话
般的楼宇鳞次栉比，就连一些有
特色的公厕也成了“网红”。人们
可以与野鸭、鸳鸯、美人松亲近，
领略全球艺术家的上百件雕塑作
品，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和长白山
文化的韵味，还可以站在空中廊
道远眺长白山主峰，夜幕降临时，小镇的“星光大道”让人沉
醉……

近年来，二道白河镇先后荣获“国家人居环境范例奖”
“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T20世界旅游名镇”等荣誉，
“过冬到海南，避暑长白山”已成为一些人的共识，甚至有些
外地人在小镇购买了住房。

让生态成为底色

让人们在小镇就能遇见“诗和远方”，并非一日之功。管
委会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丛林介绍，管委会始终坚
持规划先行，邀请国内外优秀团队参与，仅编制规划就累计
投入 1 . 2 亿元，编制高水准规划设计 300 余项，实施城镇
化项目 350 余个。经过多轮规划与反复论证，长白山生态保
护与建设的思路越来越明晰。

从 2013 年起，小镇开始了大规模建设。以二道白河为
轴线，建设了东北亚植物园、梦幻蓝桥、湿地花海等 32 个景
点并免费向游客开放。同时，以棚户区改造为重要抓手，向
脏乱差问题宣战，棚户区改造规模在全省一度仅居省会长
春之后。截至去年底，小镇累计投入直接建设费用达 60 亿
元。目前这里的棚户区改造已接近尾声。

让生态成为底色，是小镇改造过程中的一大亮点。管委
会副主任李一杨说，当地坚持“人为的工作，自然的体现”，
绿化大多按植物群落去做，以保证物种多样性。小镇规划面
积 33 平方公里，绿地公园与河流就占了 14 平方公里。目前
小镇绿化率已达 80%。

在规划的引领下，二道白河镇不仅外表越来越好看，还
越来越有内涵。目前小镇已经建成长达 50 公里的慢行系
统，“慢城慢行慢生活”已名声在外。这里没有一个红绿灯，
马路限速为每小时 40 公里，交通秩序却井然有序，机动车
主动礼让行人已成为习惯。

建设大都市百姓“后花园”

每逢旅游旺季，长白山和二道白河镇每天都要接待数
万游客。为了既保护好生态环境又给游客最佳体验，管委会
不惜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设定了长白山景区最大承载量，
并通过预约系统分时段控制人数。现在，游客足不出户就可
预约上山时间，即便游客当天无法进入长白山景区，小镇也
足够让人游览一番。

近年来，围绕游客快速抵达长白山，有关部门下了不少
功夫。目前，长白山机场航线越来越多，环长白山公路已连
接到高速公路网。二道白河镇接入高铁网后，从北京、长春
到这里仅分别需要 4 个小时和两个小时。届时，小镇将真正
成为大都市百姓体验慢生活和避暑休闲的“后花园”。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游客随时随地抵达长白山创造
了便利。数据显示，2018 年，长白山旅游总人数达到 526 万
人次。到长白山的散客和跟团游客比例由十几年前的 2：8
变成了 9：1；游客停留时间也从 0 . 8 天上升到 2 . 8 天。二
道白河镇已成为长白山旅游最重要的集散地。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库说：
“二道白河镇是国家 4A 级开放式景区，是‘旅游城镇化、城
镇景区化、景区国际化’景城一体化建设的创新体现。未来
这里不仅要向 5A 级景区迈进，还要打造成国际著名慢
城，最终构建景区镇区、山上山下互联互动的全域旅游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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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再次发现白化黑叶猴

 7 月 4 日，白化黑
叶猴幼体和同种群其他黑
叶猴出现在广西大新县桃
城镇宝新村城南小学后山
上。

当日，记者在广西恩
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缘
的大新县桃城镇宝新村城
南小学后山上拍摄到一只
白化黑叶猴幼体。

据广西恩城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
介绍，这是自 2017 年当地
首次发现黑叶猴白化个体
以来的第二只白化黑叶
猴。目前，全球黑叶猴的数
量少于 2000 只，在我国仅
分布于广西、贵州及重庆
等地，属国家Ⅰ级重点保
护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新华社记者曹祎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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