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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重庆 6 月 3 日电(记者王金涛、赵
宇飞）汉丰湖，是三峡工程诞生的一颗明珠。
它所哺育的重庆市开州区三峡移民新城，生
态持续改善，文脉日益深厚，经济伴湖而兴。

造 湖

初夏，在开州城内登高望远，蓝天白云下
的湖光山色，与绿意盎然的城市融为一体。

三峡工程四期蓄水后，长江水位上升，江
水回流至澎溪河，将开州老城淹没。每年汛期
来临之际，三峡水库又放水腾库，水位回落。
这一涨一落，形成了三峡库区面积最大的消
落带。若不治理，这里退水后将形成蚊虫滋
生、垃圾遍布的成片沼泽地。

为此，开州历时 5 年在城区上游修建了
一座水位调节坝，2012 年下闸蓄水，2017 年
正式运行。自此，不管坝外潮涨潮落，开州消
落带水位始终保持基本稳定，形成了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的汉丰湖。调节坝古色古香，被
称作“风雨廊桥”，人立于桥上，一侧是宽阔的
湖面，另一侧是狭长的澎溪河，两侧水位落差
达数十米，蔚为壮观。坝旁还有一条方便鱼儿
洄游的鱼道，水流淙淙。

“消落带治理被称为世界级难题。”汉丰
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熊森说，水位涨
落对库岸土壤的侵蚀和冲击，容易造成地质
灾害，不耐水植物在蓄水期也会遭受水淹而
死亡腐烂，严重污染水体、破坏生物多样性。

造湖，是开州治理消落带、建设移民新城
极其重要的一步。十几年来，开州一边造湖，
一边围湖建城，构成了“城在湖中，湖在山中，
意在心中”的美丽画面。

净 湖

汉丰湖与陆地间有不少湿地，由各种基
塘、林泽、水生植物区等构成。行走在湖畔，一
片片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小水塘映入眼帘，
曾经的消落带泥沼区，被片片碧绿荷叶覆盖。

这是用来治理消落带的基塘工程。开州
在汉丰湖水位下降的泥沼区挖泥成塘、堆泥
成基，栽种水生荷花和美人蕉，既能净化水
质，又能美化景观。

汉丰湖形成后，开州成功实施了适应季
节性水位变化的“四大工程”，即基塘工程、林
泽工程、鸟类生境重建工程和多带多功能生
态缓冲系统工程，直接用于生态修复的资金
现已超过 10 亿元。

昆虫、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湿地水
鸟……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印证着生态的
改善。如今，每年秋冬从北方来汉丰湖栖息的
鸟类多达 200 多种、2 万余只，其中包括“鸟
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

短短 3 年间，汉丰湖的植物增加了 40 余
种，鸟类增加了 21 种，适应季节性水位变化
的 20 余种草本植物和 10 余种木本植物生机
勃勃。

兴 湖

入夜，数万名市民来到汉丰湖畔，或在明
亮的滨湖广场载歌载舞，或在蓝花楹和香樟
树围绕的环湖步道上步行、骑行，或带着孩子
在湖边的沙池中嬉戏。开州人说，他们离不开
湖，就如同离不开亲人一样。

汉丰湖，正以博大的爱回馈开州。31 岁
的开州居民邓雨桐两年前从沿海地区一家国
企辞职回乡就业，他说：“这样做是因为我看
到了汉丰湖带给家乡的变化，这里的环境比
大城市毫不逊色。”

汉丰湖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城市品
质，也繁荣了湖经济，不断见证着“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湖畔马拉松、国际摩托艇公开赛、城市钓
鱼对抗赛、环湖自行车赛、龙舟邀请赛……一
系列大型赛事每年轮番上演，让汉丰湖声名
大噪，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游客在这里
可登文峰古塔、游风雨廊桥，也可坐画舫游
湖、赏湿地景观，观珍稀水鸟、品特色美食。

文化创意产业也因湖而兴。在汉丰湖畔
的古今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千年开州汉绣
得到传承推广。公司总经理胡晓昭说，绣娘们
绣出来的多是滨湖景观，如文峰塔、风雨廊桥
等，不仅作为旅游商品销售，还出口到俄罗
斯、法国等国家。

2019 年，开州累计接待游客 1069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 64 . 57 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 18 . 4% 和 16%。

新华社南昌 6 月 3 日电（记者郭
强、余贤红）城乡环境关系民生福祉，
关乎全面小康。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江西
从百姓关切入手，近年持续开展城乡
环境整治，城乡面貌为之一新。2019
年，在全国“千村万寨展新颜”活动中
江西入选村庄数约占 30% ，居全国
第一。

“老百姓门口的灯要亮路要平”

“乌沙河又回来了！”行走在南昌
市新建区乌沙河畔，一脉清水缓缓流
淌，宛如一条绿飘带穿城而过。而三年
前，这里垃圾漂浮，恶臭难闻，百姓绕
着走……

乌沙河之变，是江西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的一个缩影。

2017 年以来，江西从百姓关切
入手，以问题为导向倒逼生态治理，
重点推进农房整治、老旧小区等改造
升级。

在武宁县甫田乡珊厦村，两张新
旧对比照引人注目：整治前村庄杂乱
无章、污水横流，整治后满目清爽，
微菜园、微果园错落有致。甫田乡乡
长冷先浪说：“村还是那个村，没有
大拆大建，稍加改造搞好卫生就大不
一样。”

江西在城乡环境整治中不搞大拆
大建，推行网格化管理，力求干净整
洁。登录微信小程序，拍下环境问题上
传，就有人处理……这是江西农村人
居环境“码上通”平台给农民带来的新
体验。

三年多来，江西累计完成 13 万多
个 村 组 整 治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92 . 16%，93 . 6% 的村庄纳入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74% 的背街小巷实
现整治提升。江西省住建厅党组书记
吴昌平说：“开展城乡环境整治，老百
姓门口的灯要亮路要平，环境要整
洁。”

“人变了，城乡环境就变了”

年近六旬的艾方丽是“信州大妈”
创卫志愿服务队的一员，每隔几天就
会戴上小红帽、穿好红马甲，走街串巷
开展环卫宣传。

环境“脏乱差”是百姓痛点，环境
整治的难点在人。

上饶市信州区在 2019 年江西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考评中排名第一。区
委书记潘表光说，环境整治涉及千家
万户，是大事也是难事，但尊重百姓意
愿、让百姓参与进来就不难，近年来当
地党员干部及志愿者参与环境整治约
40 万人次。

江西通过设立红黑榜、评选清洁
家庭、开设垃圾兑换银行、制定村规民
约等推动移风易俗，引导群众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

走进德兴市龙头山乡暖水村，村
内难觅垃圾踪影。“我们乡在村里成立
了垃圾兑换银行，村民可用塑料袋、易
拉罐等兑换生活用品，垃圾就不乱丢
了。”乡干部程栋林说。

“人变了，城乡环境就变了。”在
武宁县委书记杜少华看来，涵养生态
自觉，既能解决“干部干、群众看”的
问题，也能避免环境整治成“一阵
风”。

“坐在家门口‘卖风景’”

整治城乡环境既是改善人居环境，也是优化发展环境。
农村环境整治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江西省去年休闲农业

接待游客 6500 多万人次，产值超 945 亿元。
环境变美后，也增强了对客商和人才的吸引力。华灯初

上，景德镇新地标陶溪川熙熙攘攘，成为“网红打卡地”。原来
这里是废弃老窑厂，草比人高、垃圾遍地。

景德镇市委书记钟志生说：“我们推进生态修复、城市修
补，刷新城市形象，对内增强了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对外
吸引了更多人才、项目、资金。”近年来，景德镇吸引了 3 万多
名“景漂”，其中“洋景漂”5000 多名。

生态效应的凸显，让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瞄准大
数据、大健康、大旅游等构建绿色产业体系，2019 年，江西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市——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3 . 1%、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 13 . 7%。抚州市委书记肖
毅说，当地将继续发展生态适宜性产业，打通依托优美环境促
进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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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庆庆开开州州：一一湖湖育育一一城城

▲这是 5 月 22 日拍摄的汉丰湖上的水位调节坝（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黄伟摄）

洁净沙滩，潺潺流水，绿林
倒影，花开遍地，飞鸟掠过。每
到傍晚，位于古城西宁市城西区
的白沙滩公园，前来散步的市民
来往不断。周末时分，城区居民
全家前来休闲，公园内充满欢声
笑语。

“儿子最喜欢来玩沙子，大
人也能在公园里休息放松一
下。”市民王一迪坐在被鲜花簇
拥的木椅上，望着在树林间欢
呼、沙滩上雀跃的儿子，满脸幸
福与惬意。

很多人想不到，眼前青山碧
水、繁花似锦的公园，曾是一条堆
满垃圾、声名狼藉的火烧沟。

属于黄河二级支流的火烧沟
曾是西宁市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的消纳场。“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
垃圾，沟内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西宁市城西区生态环境局干部王
文涛如此描述他一次来火烧沟的
场景。

火烧沟原名“鸳鸯沟”。在
火烧沟上游 5 公里处的火西村
出生长大的村委会会计张启发
说，河沟两岸对称的山峦，犹如
相互守望的两只鸳鸯，“鸳鸯沟”

因此得名。
清末时由于战乱失火，两岸

树 木 全 部 被 烧 ，由 此 改 名 火
烧沟。

“后来两岸乱搭乱建，各类
金属加工厂、混凝土搅拌站、养
鸡场往沟里肆意排污。”村民郑明南说，原
本植被稀少，加上满地垃圾，这条沟如同被
火烧过后满目疮痍。常有外地亲戚开玩
笑，火烧沟真奇怪，山上四季都开“花”，“这
哪是花儿呀，都是被风刮上去的各色塑料
袋”。

近年来，西宁市大力开展花园城市建设，
提高城市绿化和公园面积。城西区多方筹集
资金约 12 亿元，对火烧沟开展生态修复。除
先期将火烧沟部分区域改造成白沙滩公园

外 ，还规划将这条长 5 . 5 公
里、面积 585 公顷的垃圾沟，改
造成为青藏高原上面积最大的
郊野公园之一。

近两百处违章搭建棚户全
部拆除，污染企业全部关闭；一
段 1 . 5 公里长的河沟段，清理
出 30 多万立方米垃圾；运走垃
圾，换填种植土，种上丁香、北
美海棠、八宝景天，总共完成绿
化面积 50 . 8 万平方米，山体
林草覆盖率从最初不到 10%
提升到 70% 。

如今走进火烧沟，成片的
山桃、山杏、云杉和造型油松等
树木，给原本沟壑纵横的两岸
铺上了绿色；各种走禽、飞鸟陆
续前来“安营扎寨”。

阵雨过后，沿着清澈的河
流，漫步在步行绿道，满眼是
绿色的山林、开阔的草地、浪
漫的花海，宛若走入一幅油画
之中。

参与项目规划实施的中铁
第一勘察设计院园林设计师李
玉清介绍，过去火烧沟原有地
表被各类垃圾覆盖，土壤污染
严重，风沙四起，“现在风沙和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绿化
区域不时有野兔出没，说明火
烧沟生态系统已进入自我修复
中。”

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生
态修复综合指挥部办公室负

责人史之新说，火烧沟公园还将建设远
足营地、特色乡村、体育公园等基础设
施 ，使其变成市民休闲 、健身 、郊游的
乐园。

火烧沟的“变身”，也让张启发憧憬满
满——待火烧沟完成修复后，两岸披上绿
装，各色花朵绽放，“那时的火烧沟又能变
回‘鸳鸯沟’啦！”

（记者白玛央措、李劲峰）
新华社西宁 6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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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6 月 3 日电（记者马莎）近日，甘肃白水江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一段
两只金丝猴与一只羚牛“同框”的珍贵画面。

这段视频拍摄于 4 月 9 日，时长 20 秒。画面中，两只金丝
猴正在悠闲玩耍，看到一只羚牛出现后迅速离开。保护区工作
人员介绍，这种情况比较罕见。

“这只羚牛很有可能是在维护自己的领地，所以驱赶两只
金丝猴。”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熊猫管理办
公室主任何礼文说，野生动物都有各自的领地，如果自己的领
地内出现对其自身、后代及食源造成威胁的别的动物，都会进
行驱赶。

何礼文介绍，目前，保护区共在野外布设红外相机 180 多
台。今年第一季度，保护区回收了所有相机，采集到各种野生
动物有效视频 2000 多段，有效照片 10000 多张。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甘肃省南部，这里
是野生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的乐园。近
年来，随着保护工作稳步有效推进，保护区生态环境不断
改善，各种野生动物在红外相机中的“出镜率”明显
提高。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增加红外相机数量，在尽量减少人
为干扰的前提下，捕捉到更多野生动物活动的珍贵画面。”何
礼文说。

甘肃白水江：

金 丝 猴 与 羚 牛

罕 见“ 同 框 ”

新华社西宁 6 月 2 日电（记者李占轶）青
海省生态环境厅 2 日发布《2019 年青海省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称，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境内
的长江、黄河、澜沧江干流流域水质优良，植
被覆盖度呈增长趋势，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总
体保持稳定。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是长江、黄
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公认为亚洲重要的水
源涵养区及生态安全屏障。公报显示，三江源
区、青海湖流域和祁连山区域等重点生态功
能区（流）域生态系统与上年相比，生态环境
状况等级以“良”为主，区域生态系统类型、生
态环境质量状况保持稳定。三江源区草地植
被覆盖度达 77%，乔木林郁闭度及蓄积量呈
缓慢增长态势，灌木林总体呈增长态势，湿地
植被盖度及生物量较上年略有增长。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司文轩介绍，
2019 年，全省地表水整体水质稳中向好，集
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其中，
长江干流、黄河干流、澜沧江干流、黑河干流、
青海湖流域、湟水流域及柴达木内陆河流域
共设 61 个水质监测断面，其中 60 个监测断
面水质达到水环境功能目标，达标率为
98 . 4％，水质状况均为优。

公报称，2019 年，青海省重点城市（镇）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为 96 . 1％，同比
上升 0 . 6 个百分点。

司文轩表示，2019 年青海累计争取各类
生态环保专项资金 14 . 06 亿元，主要用于水
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及农
牧区环境综合整治、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和运行维护等。

青海：三江源区水质优良，生态环境总体稳定

▲这是 2019 年 6 月 21 日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境内拍摄的澜沧江。 新华社记者张龙摄

地面有蛇，草里有蛇，树枝有
蛇。位于大连旅顺的蛇岛，独有的
蛇岛蝮蛇似乎无处不在，对于怕
蛇的人来说，无异于噩梦。

徐宁杰怕蛇，但他还是来了。
这位辽宁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的工作人员，35 岁，身高
1 米 85 ，体重 90 公斤，上过 6 次
蛇岛，但还是怕蛇，而且这一次参
与蛇岛蝮种群数量调查，就是要
去蛇最密集的蛇岛 6 沟，要穿过
草丛、灌木、乔木等各种复杂地
形，还要用彩笔在发现的蛇身上
做出标记。

徐宁杰的大呼小叫在山沟里
传得挺远，最早的时候是因为没
发现蛇，他说：“没发现才是最可
怕的！”

蛇岛蝮蛇是出色的拟态者，
它们与所处的枯枝等环境几乎形
成一体，确实很难发现，也正是因
此才能守株待“鸟”，捕食长途迁
徙落在枝头歇脚的候鸟。

这次调查项目的负责人王小
平抓住一条蛇岛蝮的尾巴，用彩
笔在其背部涂上了颜色，然后放
掉，在调查表中记录这条蛇的年
龄、环境、捕食、配对情况等。他对
徐宁杰的大惊小怪一笑置之：“我
第一次的时候也很怕，抬起了脚，
愣是不敢往前迈步。”

王小平说，调查分为春秋两
季，采用标志重捕法，这一次的为
春季，要分三次在同一区域用不
同颜色的笔标记发现的蛇，根据重捕样本中
标记者的比例，估算出该区域的种群数量。

蛇岛蝮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蛇，约 2 万条
蛇全部分布在 0 . 73 平方公里的蛇岛上，一
根枯枝上两条、一丛灌木上盘踞四五条都很
常见，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几
年，经过这里的迁徙候鸟种群数量波动明显，
夏季干旱冬季极寒情况交替出现，都有可能
对蛇岛蝮形成影响，调查的目的就是掌握最
新数据，为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徐宁杰发现了蛇，用笔去做
标记，然后又喊起来：“它咬我的
鞋！咬了一口！”

上到已经 66 岁的李建立，
下到 22 岁的志愿者邱显淳，十
几位调查人员都对徐宁杰的叫声
听而不闻，各自在分工的区域
“之”形前进，标记见到的每一
条蛇。王小平将李建立和 61 岁
的孙立新安排在蛇最多的左右两
侧，他说，两位教授级高工都曾
是蛇岛工作人员，这次是作为专
家参与进来的，他们都被蛇咬过
数次，应该是体内已经产生抗
体，一般人被咬了手指会从手
掌、小臂、大臂一路肿上去，如
果不及时治疗，毒素可能到达心
脏而致命，他们则一般肿到手掌
就会慢慢消退 ，几乎不需要
治疗。

调查人员都配备了简单的防
护装备，除了脸部暴露在外，高
帮鞋、帆布服、手套和广檐帽，
其他部位都防护起来，蛇岛蝮咬
不透这些装备，这也是徐宁杰的
鞋被咬了没人理的原因。徐宁杰
说：“知道咬不透，不过还是觉
得挺可怕的。”

到达山顶已经接近中午，王
小平脱下鞋，鞋里、袜子都在腾腾
冒热气，脱下袜子随手一拧，雨水
加汗水哗哗而下。每次调查都是
早上 4 点多就起床，5 点吃饭，5
点半乘船到 6 沟等待合适时机出

发。蛇岛蝮的活跃期是上午和下午，太热的中
午和比较凉的晚上基本藏在岩缝等处，前两
次调查都赶上早上下雨，到 7 点半才出发，植
被中的雨水打湿了每个人的鞋和裤子。

这次 5 月底进行的调查任务顺利完成，
与蛇进行了近距离接触的徐宁杰告诉记者，
还是有点怕，不过好多了，“工作有需要，还是
得上。”

（记者蔡拥军）
新华社大连 6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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