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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本报记者赵琬微、赵盈春

“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
湾。”一曲脍炙人口的《卢沟谣》道出
永定河在北京人心中的分量。

永定河是海河水系最大的一条河
流，作为北京的“母亲河”，她见证了
北京城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京津冀区域
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 2020
年 5 月，永定河北京段在时隔 25 年
后，首次实现全线通水。

22 天穿越北京城

在永定河北京段出山口的标志性建
筑——永定楼前，大兴区清源街道老年
协会会长栗书平与几位老年人一起拍照
留念。她说，听说永定河北京段全线有
水了，大伙儿驱车穿过大兴、丰台、石
景山区，特意来到上游看看。

初夏北京，驻足永定河边，只见河
水从官厅水库奔涌而下，湍急欢快，流
过一个小水闸处，翻起一片片白浪。旁
边的树林里，许多群众纳凉、玩耍。

“太开心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
过永定河的水了。”一位戴墨镜、披着
丝巾拍照的老人兴奋地说。

永定河北京段划分为官厅段、山峡
段、平原北段和平原南段，全长 172 公
里，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大兴
和房山五个区，其中门头沟段 102 公
里。从 2003 年开始，永定河北京段每
年由上游的洋河、桑干河向下游补水，
但部分河段仍然干涸。

2019 年，门头沟段首次实现了通
水。今年以来，官厅水库上游的友谊、洋
河、册田等水库开始向官厅水库集中输

水。4 月 20 日，官厅水库向下游开闸放
水。水头经历 22 天的“旅程”，在北京境
内穿行 170 多公里，最终冲出了市界，比
初步预计的时间提前了整整 8 天。

5 月 12 日下午 3时 18 分，大兴区
榆垡镇崔指挥营村内永定河河床上，从
官厅水库远道而来的水头正式漫过北京
与河北的交界处。河水一点点流过干涸
的河道，滋润了这里的植被花草。

这标志着 25 年来永定河北京段首
次实现全线有水。历经了生态破坏、断
流多年的母亲河重现奔涌的河流，令人
无限感慨。

“五湖”守护母亲河

“一开始上游一放水，这个湖就散
发腥味。因为湖水一开始是死水，平时
湖面静止不动。现在整个都是活水了，
水流量大，水质清澈又干净，让人远远看
着、听着声音就感到心情舒畅。”大峪街
道新桥社区居民刘大爷说，他最喜欢带
5 岁的小孙子来水边转悠。

他见证了这里从一个“大沙坑”变成
公园，河水从涓涓细流到滔滔奔涌河水
的过程。这里以前是干涸的一个大坑，近
些年才渐渐有水，有了鸟，孙子生出来就
赶上了好时候。

2010 年 9 月，门头沟区启动门城湖
工程，经过 4 个月的生态修复治理，
2011 年初，断流了近 30 年的永定河门
城湖段，再现波光粼粼的景致。通过生态
修复、绿化美化，河西岸形成永定河文化
公园。

在门城湖公园的入口处，一座纪念
碑赫然矗立。其背面书写文字记述了这
个公园来历：早前三十余年，枯河沙化，

荒烟衰草，令民众惋惜。北京市政府斥巨
资促西部发展，市水务局谋永定河生态
走廊，门头沟于干河而塑湖，谓门城湖。

2009 年，北京市审议通过了《永
定河绿色生态走廊建设规划》。 2010
年正式启动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
设。规划提出，到 2014 年北京地域内
的永定河将自上而下形成溪流——湖
泊——湿地连通的健康河流生态系统，
沿河依次建成生态自然景观、城市景观
和田园景观。

经过多年来的不断治理，如今在永
定河北京段有门城湖、莲石湖、晓月
湖、宛平湖、园博湖……自北向南，沿
着永定河北京段流域的“五湖”水系宛
如一串珍珠，涵养守护着永定河道，彻
底改变了永定河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
问题。

营造绿色生态河流廊道

永定河本名“浑河”“无定河”，
历史上，永定河水患频发。康熙三十七
年，永定河筑堤至永清县，康熙帝赐名
永定河，有永远安定之意。曾经，永定
河如殷殷慈母般，为养育周边的人口耗
尽了心血。

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刘德泉介
绍，历史上的永定河水流量大，两岸植
被繁茂，孕育了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京水资源极度
短缺，由于天然降水偏少和上游水库截
流等原因，三家店以下河道基本干涸、
野草荒芜，沙石河床裸露，沿岸地区地
下水位不断下降，河道生态功能严重
退化。

从 2003 年开始，由水务部门协调，

每年定期由上游的洋河和桑干河，向
下游的永定河北京段补水。去年首次
进行“引黄入京”生态补水，通过引黄
河水修复永定河流域生态。母亲河终
于重现滔滔流水，绿茵成片，一派生机
勃勃。

水是生态修复的基础。近年来，
北京将实施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
修复视为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头
戏，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领域率
先突破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永定河沿
线陆续增加了河道蓄水，形成了湖
泊、溪流、湿地和亲水景观，增加陆地
植物、水生植物等，周边生态逐渐
恢复。

门头沟区水务局副局长王巍说：
“在绿化修复设计中，我们坚持不用外
来物种、不用外来材料，着重体现生
态、循环、绿色的建设理念。通过现场
实地调查，筛选杨树、旱柳、白蜡、黄
栌、山杏、沙地柏、二月兰、千屈菜等本
地本源优势物种，应用到永定河绿化
修复中，尽全力让永定河恢复生态。”

2020 年，永定河山峡段综合治
理与生态修复工程继续推进。永定河
北京段最大的支流清水河，也将在今
年启动山峡段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工
程，逐渐呈现出水清、岸绿的百里山
水画廊。

未来 2 年，通过对永定河的整体
治理和生态修复，永定河将继续恢复
成为“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
河、安全的河”，再现河道清水长
流、湖泊荡漾涟漪、沿岸绿树连绵、
城乡山川相融的自然山水风貌，初步
形成永定河绿色生态河流廊道。

碧水环绕“北京湾”
永定河北京段恢复通水见闻

▲这是 5 月 14 日拍摄的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这里是冰雪的世界，风景十分壮观。
新华社记者觉果摄鸟瞰珠峰

据新华社南京 5 月 15 日电（记
者沈汝发）在日前举行的长江大保护
工作推进会上，南京市发布《南京魅力
滨江 2035》，规划建设滨江风光带，作
为提升长江南京段功能品质的重要
举措。

南京市副市长邢正军说，八卦洲
长江大桥到大胜关长江大桥段滨江地
区将由以往的“生产型岸线”向“生活
型岸线”转变，还江于民、造福于民，构
建有内容、有记忆、有活力的岸线空
间，使这一地区成为南京最佳的形象
展示窗口、最重要的市民休闲区域、最

具潜力的旅游目的地。
根据规划，滨江风光带全长约 35 公

里，陆地面积约 115 平方公里，将布局建
设河西鱼嘴、欢乐滨江、绿博园、宝船遗
址公园、下关滨江商务区、上元门、幕燕
风貌区、江北新区定山、绿水湾等“九大
城市客厅”。

同时，南京市还明确要求，全市岸线
开发利用率控制在 50% 以下，2020 年
沿江绿化造林 7000 亩、修复湿地 3000
亩。7 条省控入江支流和 22 个国省考
断面稳定达标，全市域基本消除劣 V 类
水体。全市关闭退出 30 家化工企业。

南京：建滨江风光带，促长江大保护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
吉宁）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商务局获悉，北
京市发布指导意见全面推进净菜上市，
以生产、销售、包装等环节为重点，推进
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垃圾源头减量
工作。

据了解，北京市净菜上市工作采取
分阶段方式逐步推进，先期主要在农产
品生产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连锁超
市等农产品流通企业组织开展。通过在
农产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加强净菜基地及
加工企业建设、发展鲜切菜龙头企业、推

进绿色减量及循环利用包装、引导居
民消费习惯等方式，逐步推进净菜上
市工作，实现农产品垃圾源头减量。

记者了解到，相关工作的具体措
施包括：在生产环节，主要通过构建
净菜规范体系，制定主要蔬菜品种净
菜生产、加工等各环节相关规范，促
进净菜企业发展，逐步提高净菜产品
质量；在销售环节，通过鼓励净菜生
产加工企业加强成品、半成品加工中
心建设，提高成品、半成品加工配送
能力等。

北京：推进净菜上市，减少垃圾总量

▲这是在四川九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用红外线相机拍摄的大熊猫活动场景
（2019 年 11 月 13 日摄）。5 月 11 日，四川九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绵竹管理站从野
外取回的 40 台红外相机中，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九顶山自然保护区位于龙
门山脉，是我国大熊猫生态走廊上的重要一环。 新华社发

▲ 4 月 5 日，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大兴沟分局辖区，一只白狍在觅食（监测
视频截图）。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 13 日发布消息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
测系统近期在野外发现一只白色的鹿科动物。经专家鉴定，确认为罕见的野生
动物白狍。 新华社发（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野生大熊猫现身四川绵竹 我国发现罕见野生动物白狍

本报记者季明、朱翃

进入初夏时节，位于长江
入海口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
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吸引各
地的游客前来赏花度假。今年
“五一”假期，崇明的酒店、民宿
一房难求，展现出一派热闹、繁
荣的景象。

再过一年，崇明就将迎来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积极
响应党中央关于长江流域“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崇明
立足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不断
探索与国际合作的“鲜花经
济”，推进便民惠民的“花博人
家”，打造村头路口的“生态花
廊”……“海上花岛”手捏“花”
字诀，在开放中探寻发展新
动能。

花卉经济宏图待展

走进位于崇明港沿镇合兴
村的上海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
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进行设备调
试，占地近 10 万平方米的温室
“花棚”里都是高度自动化的播
种流水线，搅拌、喷灌设备。这里
与其说是养花育苗的“花棚”，不
如说更像一个“高精尖”的生产
车间。

“之前受疫情的影响，我们
的自动化育苗生产线一度中断
了安装调试，随着全面复工复
产，我们也在加紧做着最后的
调试工作，争取 5 月能全面启
动生产。”上海源怡种苗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姜武告诉记
者说。

这个总投资超过 2 . 2 亿元
人民币的超大型智能花卉种苗
基地，是崇明成功申办 2021 年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后首个
入驻崇明的重点花卉生产项
目。本着“起步就站上高台”的
发展理念，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对标国
际一流的花卉种植技术，积极引进国内
外精良花卉品种。

据了解，花卉园全面开工后，育苗中心
可年产草本花卉种苗 2亿株，精品盆花 1000
万盆以上，实现年产值近一亿元人民币。

在“虹桥花乡”上海中荷郁金香产
业基地，各色郁金香和百合把试验田装
扮得如同七色彩虹。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基地主营各类球根花卉的种植，包括
郁金香、百合、洋水仙的科研育种和生
产。“我们希望通过一段时间，不仅把
园区 150 亩的花卉展示基地装扮成七彩
花海，更通过科研攻关，培育出享誉世
界的中国品种。”

花博人家一举两得造福于民

崇明良好的自然环境不仅吸引中外
花卉企业入驻，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
客纷至沓来，这也让岛上大大小小的酒
店和民俗每逢假期都宾客盈门，当地老
百姓通过经营民宿、果园采摘、农家餐
饮等项目提升了收入。

2021年的花博会，预计还会给崇明
带来一波“大客流”。据预测， 42天的
花博会主展期，客流高峰将持续 3 个月
左右，为有效应对广大游客的住宿需
求，崇明将力争在现有 2 . 2 万张床位基
础上增加至 3 . 5 万张以上，避免出现
“一房难求”的情况。崇明区委区政府
通过打造“花博人家”来一举两得——
通过居民自己装修、政府适当补贴、统
一验收管理等创新举措，让当地居民把空
余的房屋改造成温馨的“花博人家”，既能
为平时节假日游客提供住宿，增加居民收
入；也为将来花博会可能涌来的大量客流
做好接待保障。

“我们家的房子是孩子 2017 年结婚
时新装修的，但小两口在市区工作，只是

偶尔周末或放假回来小住一
下，平常这农家的三层小楼
基本都是空着的，想想也是
可惜。”居民陆阿姨告诉记
者，“当时镇里搞‘花博人家’
征集房间床位，我申报了 6
个房间。按照政府统一标准
进行了再装修，政府每个房
间补贴我们两千元。等验收
通过，挂上‘花博人家’的招
牌，我们就可以对外营业了；
等花博会的时候，还可以帮
助政府减轻住宿压力，于公
于私都是好事情。”

上海花宿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施松培告诉记者，
承载花博会园区的建设镇已
经打造了 500户“花博人家”，
可以提供 1500 个房间、约
2700 个床位。“通过户主自主
装修，政府补贴的方式，我们
正在打造‘花博人家’这一住
宿品牌，政府部门进行统一验
收、统一打扫、统一定价、统一
管理。根据房间的大小、朝向、
设施等，我们会统一制定不同
的收费标准，经营收入管理部
门和户主二八开，户主拿大
头。”

在建设镇滧东村，一家沿
河而建、名为“花雨花畔”的民
宿特别醒目。民宿的主人王琼
是土生土长的崇明本地人，
2019 年她放弃了市区的高薪
工作，回到崇明转型为民宿达
人。利用自己的宅基地房屋，
投入 300 万元进行装修，“花
雨花畔”既唯美典雅，又设施
精良。“花雨花畔一共提供 8
个房间，每个房间都以海棠、
百合这样的花来命名，装修风
格、香薰也都是契合房间主
题。”王琼介绍说，“随着崇明
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民
宿、餐饮、采摘的生意越来越

火，让老百姓切实体会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小镇花廊秀美如画

“现在我们崇明真是越来越漂亮
了，村里的林荫小道，村头的生态廊
道，可以说打开家里的房门，就好像走
进了花园的大门。”居民陆福根说。

走进陆福根家所在的三星镇，宛
如走入了一个小公园，小桥流水、花
草繁茂，尤其是着力打造的“海棠花
溪”，让人流连忘返，2019 年入围“中
国最美村镇”的终选也是名副其实。
每年春季，三星镇的“海棠花溪”，淡
白浅粉，姹紫嫣红，花开似锦。

三星镇镇长有胜健诗意地描绘
说：春天，千亩的海棠花溪姹紫嫣红；
夏天的阡陌林荫，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绿色丛林；金秋时节，金灿灿的桔园和
稻田美不胜收；冬天去明珠湖，西沙湿
地走一走，看碧波万顷，万鸟盘旋，体
验大自然的恬淡。

如今，崇明各镇的“花廊”各有特
色，形成了“一镇一品”——东平镇的
梅花、中兴镇的樱花、三星镇的海棠、
竖新镇的玉兰等等，不仅把崇明装扮
成“海上花岛”，花开四季，也让各个镇
村在游客中打响了“品牌”。

崇明结合实际，以“长藤结瓜”的方
式，将周边公园、绿地、林地、河道、乡村
道路、民宅及旅游景区有机串联，促使
崇明三岛演变成一座景致连贯的大公
园，推动林业资源与优势产业融合。

崇明区委书记李政表示，崇明立足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创新生态发展理念，
无论是筹办“花博会”，打造“花卉经济”，
还是建设生态“花廊”，打造“海上花岛”，
都要生态惠民、花惠生活，抓好生态、生
产、生活融合发展，造福更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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