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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解统强、李劲峰

“澄澈的蓝天和雪白的云朵相互映
衬，特别低，特别透。”这是不少外地游客
来到西宁后的惊艳感受。但很多人不知
道，“西宁蓝”背后的艰辛和努力。

近年来，地处青藏高原的古城西宁，
大力开展工业减排、产业升级、清洁替
代，推进植树披绿、智慧降尘、环境美化，
空气质量逐年提升，连续多年位居西北
省城前列。

令人心旷神怡的“西宁蓝”，正成为
幸福西宁的又一张城市名片。

风卷“沙满城”

夏日的清晨，行走在西宁南川河畔
的麒麟湾公园，休闲健身的市民络绎不
绝。一大早出门，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
大口呼吸蓝天白云下的新鲜空气，是市
民张永胜每天的“幸福时刻”。

西宁平均海拔 2200 多米，属干旱半
干旱的高原大陆性气候，雨热同期，日照
较强。气象专家介绍，西宁地处青藏高
原，海拔较高，空气稀薄，对光的散射和
吸收作用没有低海拔地区强烈，这就使
蓝光的穿透力更强，让天空更蔚蓝。

“但过去西宁的天空，并没有这么现
在这么蓝。”张永胜说，“风吹石头跑，地
上不长草。”西宁市地势是两山夹一城，
过去光秃秃的南北两山水土流失严重，
大风一起就卷起沙尘，遮天蔽日。

“我们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以大颗粒
的 PM10 为主。”西宁市气象台高级工程
师余学英说，大风扬沙以及化石燃料的
燃烧排放和周边污染物输送，加上地形
条件影响等因素，致使城区 PM10 浓度
不断升高。

一方面，高原风力大，卷起沙尘漫天
飞。同时曾经因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污
染物增长，加上燃煤锅炉的浓烟、激增机
动车的尾气、城市建筑工地的扬尘，导致
大气污染。

另一方面，受青藏高原河湟谷地的
狭长低洼地带的地形影响，气流沿较低
地势从河湟谷地东西两个方向进入市
区，导致沙尘等污染物在西宁聚集，不易
消散。严重时，西宁市一年中空气质量
不达标天数接近 100 天。

让高原古城天更蓝，成为近 300 万
居民共同的呼声，也是这座城市必须破解的难题。

污染“大减排”

二氧化硫，排放超标！
通过在线监测，去年 5 月，西宁市环保部门发现青海江仓能源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一个焦炉烟囱排放口二氧化硫出现持续性超标
排放，超标幅度超过 30%。

执法人员随即进入现场核查，发现是焦炉窜漏所致，随即责令
企业采取补漏措施，立即整改，尽快实现达标排放，并罚款 10 万
元。江仓能源超标排放的查处案例，也成为西宁市近年来铁腕惩
处各类违规排污的缩影。

减少违规排放，必须惩处治标，也需技改治本。仅去年以来，
西宁市整合投入各类资金 30 亿元，投入包括江仓能源焦化厂有机
废气治理、华能西宁热电超低排放改造等项目，从源头减少工业废
气污染物排放。

经济结构调整中，西宁市将包括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 5台
火电机组等在内的一批产线、产业坚决关停，重点聚焦锂电、光伏光
热、高新材料等产业集群，大力推动发展美丽清洁产业，替换传统高污
染、高耗能产业。现在，西宁锂电池产业达到全国总产能三分之一。

走进西宁市甘河工业园区，大片的翠绿、嫩绿、深绿映入眼帘，
这片原本工业废气排放的重灾区摇身变成了美丽公园。园区改造
中，西宁市舍弃每年 170 多亿元的工业产值，将 6540 亩的工业用
地用于建设园博园。

老旧社区内，一排排煤房结束历史使命，被拆除改成花园庭
院。今年春节，西宁市城西区祁连山铜矿家属院 83 岁老汉罗彩
芹，终于告别使用 20 年的铁煤炉，接通供暖天然气。罗彩芹家 40
平方米的小屋里，新装的暖气片让屋内暖意融融，“通暖后不仅屋
里舒服，也不用隔三岔五就下楼背煤啦”。

利用青海清洁能源丰富的优势，西宁市大力推进实施“煤改
电”“煤改气”，推广纯电动车应用。先后划定 166 平方公里的禁煤
区，五年累计完成上千蒸吨“煤改气”任务，成为我国北方燃煤锅炉
率先“清零”的城市。市区新增和更换出租车、公交车，全部使用纯
电动车，未来四年内，城区公交线路全部由纯电动车运行。

一系列减排举措，让西宁大气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近 5 年
来，西宁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污染物减排量分别达 33%、
39%、84 . 1%。PM2 . 5、PM10、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浓度较 2015 年
分别下降 10%、26%、42%。

绿衬“西宁蓝”

实现“西宁蓝”，既要减少排放，也得治理扬尘。过去 30 年来，
西宁市重点开展南北两山绿化，采取划片承包、广泛参与等方式，
在半干旱气候、湿陷性黄土中，破解“种棵树比养孩子还难”等诸多
挑战，“两山”森林覆盖率从最初的 7 . 2%，到现在提升到 79%，

“通过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0 . 5%，实现从缺林少绿到绿水青山的逆袭。”西宁市副市长陈红
兵说，目前“高原绿”已实现对西宁“一芯两屏、三河六岸”整体生态
框架的全覆盖，“绿水青山正变成我们的金山银山”。

据测算，仅“两山”披绿每年可滞尘超过 7 . 5 万吨，比 1989 年
滞尘能力提高了 7 倍多。余学英说，随着森林覆盖率的提升，西宁
年扬沙日数从 20世纪 80 年代的平均每年 7 天左右，到近十年减
少到平均每年不到 2 天，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高原绿、河湖清，也更加倒衬出“西宁蓝”的美。污水管网收
集，中水回收利用，穿城而过的湟水河监测断面水质全部达标，水
环境总体状况优。城内沿河而建的大块湿地、城区遍布的各类花
园中，清澈水面倒映蓝天白云，形成水天一色的一幅幅山水画卷。

工地与道路管护不善，也是城市扬尘飞舞的主因。“城中区一
个建设工地扬尘颗粒物浓度超标，请马上安排检查和整改。”站在
西宁市智慧化建设工地监控管理系统前，工作人员发现一处监测
数据异常后，马上发出指令安排处置。

类似智能化手段，让西宁在提升城市治理智能化过程中，不断
提升城市清洁度。目前全市建筑面积过万平方米的工地，都要在
车辆进出口和扬尘产生区域安装监控装置和喷淋系统。道路扫地
清洗、喷雾降尘实现全覆盖，市区机械化清扫率达 93 . 6％。

一系列减排、添绿、降尘举措中，“西宁蓝”正悄然回归。2019
年，西宁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6%。连续 5 年来，西宁空气质量
排名居西北五省区省会城市前列。

“西宁蓝”正成为“幸福西宁”的最美底色。现在漫步在西宁市
的街头巷尾，花团锦簇的城市道路林荫、鱼鸟共生的湿地公园，在
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构成最美的“西宁印象”。

“过去西宁漫天‘灰’，让我们在外地亲戚与游客面前都‘灰头土
脸’。”市民张成庆说，现在西宁城到处都是蓝天碧水美景，着实让大家
“扬眉吐气”，“更有脸面、更有信心欢迎八方游客，来感受美丽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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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4 日电（记者张晓
龙、曲延函）6 月，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针茅
草仍未返青，热干风游走空旷的戈壁。

“化雪后没好好下过雨，野生动物日子不
好过。”阿达比亚特说。作为新疆卡拉麦里山

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简称卡山自然
保护区）管护员，他正带领 3 个人驾驶一台运
水车和一台皮卡车进入广袤荒原，为野生动
物送水。

保护区属于荒漠地带，野生动物水源主

要来自地表汇集的冰雪融水和降水。“草情
不好，动物还能啃食些干草，但没水绝对不
行。”阿达比亚特说。

面积超过 1 万平方公里的卡山自然保
护区有约 60 处野生动物水源地，既有自然

形成的洼地，也有人工建设的水池。管护员
巡护发现，保护区西南方十余处水源地受
旱情影响最大，缺水严重，那里是珍稀动物
普氏野马、蒙古野驴和鹅喉羚的栖息地。

今年 3 月底，卡山自然保护区管理中
心决定为枯竭的水源地实施应急补水。

在皮卡车带领下，拉着大罐的运水车
在荒原缓慢爬上爬下 1 个多小时，随后停
在山丘下 33 号水源地。管护员加那尔别
克·恰力甫汗和运水车驾驶员配合，向洼地
灌水。30 分钟后，水罐内 16 立方米水注满
了直径 20 余米的水洼。

“如果有大队驴群经过，这些水一天就
喝光了，补水工作一天也不敢停。”阿达比
亚特说。

记者看到，两台车刚刚驶离水源地，一
匹普氏野马就迫不及待地靠近水洼，专注
地喝起水来。

保护区日间气温高达 30 ℃，取水点和
灌水点距离最远超过 20 公里，加之荒原土
路崎岖难行，单次补水要花两三个小时。尽
管如此，工作人员一天仍能为 4 处水源地
补足水量。截至 6 月 3 日，保护区已为野生
动物水源地补水 1709 立方米。

在另一处水源地，负责保护区补水工
作的布兰指着动物留下的密集蹄印和粪便
说：“这些是水源地‘生意兴隆’的证据。”

卡山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普氏野马、
蒙古野驴、鹅喉羚等多种珍贵、濒危有蹄类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为主的野生动物类型
自然保护区，成立于 1982 年。目前，保护区
内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达 240 匹。据中国
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杨维康研究
员团队 2018-2019 年的调查，保护区内蒙
古野驴种群数量有 3000 余匹，鹅喉羚种群
数量接近 1 万只。

“不仅是三大有蹄类野生动物，补水也
让狐狸、盘羊及鸟类等野生动物喝上了
水。”布兰说，如果旱情持续，保护区会调集
更多人力，租赁更多运水车辆进行补水。

新 疆 ：为 普 氏 野 马“补 水”

芦苇生“仙菇”，“包袱”变财富
新华社长沙 6 月 4 日电（记者蔡潇潇、

史卫燕、王昕怡）夏日里，湖南益阳沅江市西
南部的胭脂湖畔，几名当地村民坐在街道办
事处的屋檐下，撸起袖子给新采摘的一筐筐
芦菇剪去须根、除去泥沙。

沅江市位于南洞庭湖，素有“芦苇之乡”
美誉，芦苇面积达到 45 万亩，约占洞庭湖区
芦苇总面积的 40%。沅江市年芦苇产量约 35
万吨，以前主要用于造纸。近年来，我国推进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为避免造纸污染，湖
南引导洞庭湖区造纸产能退出，芦苇失去了
原有的经济价值。

“原本是财富的芦苇，成了包袱。”沅江市
委书记黄育文告诉记者，为了将“包袱”变回
“财富”，沅江市在探索过程中逐渐走出一条
绿色产业新路。

湖南省光亚食用菌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与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湖南农业
大学合作，以芦苇作为基质培育高品质芦菇。
“一亩芦菇能消耗 20 吨芦苇，这样就把芦苇
资源利用起来了。”该公司总经理石跃龙说，
这个产业发展思路也是“妙手偶得”。

这一切还要从一次偶然发现说起。在芦
苇场生活和工作了 30 多年的石跃龙，有次在

腐烂的芦苇地里发现很多野生菌。腐烂的芦
苇越多，野生菌长得越茂盛。特别是在雨季之
后，野生菌更是纷纷破土“撑伞”。

这一发现让石跃龙如获至宝，他在那个
芦苇地里采了五六种野生菇，送到湖南省食
用菌研究所和湖南农业大学进行鉴定和营养
成果分析，发现有三个优势品种——胶状磷
伞、春生田头菇、大球盖菇，不仅产量高、口感
好，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经鉴定，这三种优势芦菇品种很有发展
前景，尤其是春生田头菇是我见过品质最好
的芦菇，加上当地有丰富的芦苇资源，非常值
得推广。”湖南农业大学食用菌研究所副所长
吴正坤介绍。

于是从 2017 年开始，石跃龙与相关科研
院所专家开始尝试栽培驯化野生菌，终于在
2019 年实现了突破。“这几种驯化的芦菇都
属于中高档行列，培育芦菇产值是以前种植
芦苇的 10 倍。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开始大面积
推广。”石跃龙说。

吴正坤说，从 2019 年野生菌开始大规模
试产时，他就被邀请担任公司的技术总监，他
对芦菇产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目前，沅江市已有芦菇生产基地（大棚）

面积近 300 亩，已消耗芦苇 8000 吨，安置
农村劳动力 1000 人，预计今年人均收益达
3 万元。

今年 50 岁的胭脂湖村 11 组村民曾卫
香，曾在附近的电子厂、食品厂打工，如今
在农闲时经常会来基地采芦菇并进行削拣
处理，手脚麻利的她一天能挣 100 多元。
“现在芦菇市场越来越好了，我在芦苇基地
这边帮忙，不但收入比原来高了 1000 多
元，而且工作时间上可以选择方便的时候
来，比较有弹性，干起活来也不累。”曾卫
香说。

小芦菇，大产业。沅江市于今年 3 月
10 日成立芦笋芦菇产业管理办公室，以推
进芦菇产业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让农户们在家门口找到了新工作，预
计到 2022 年，沅江年产芦菇将达 10 万吨
以上。如今，在南洞庭湖的大棚里栽培的一
株株鲜菇，已成为助力当地产业转型和老
百姓增收致富的“仙菇”。

“我们今后还会将生产芦菇后的芦苇
渣利用起来，建一个有机肥料厂，从而真正
实现芦苇的绿色循环综合利用，全面推进
芦苇产业的转型升级。”石跃龙说。

大图：6 月 3 日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拍摄的普氏野马。
小图：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一匹普氏野马在水源地饮水（6 月 3 日摄）。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4 日一大早，闽北
老农王崇年依旧来到闽
江边捡拾贝壳，为果园
里的小鸟蓝喉蜂虎准备
当天的“大餐”。

贝壳需打成粉，撒
在果园沙地上。“这种小
鸟习惯过边叨壳粉、边
晒太阳的日子 ！”王崇
年说。

初夏，30 多只蓝喉
蜂虎又飞回了往年栖息
的果园。这群小鸟是这
位闽北老农的“摇钱
树”。

今年 56 岁的王崇
年是福建省南平市延平
区炉下镇斜溪村农民，
7 年前在闽江边曾经营
一家养猪场，由于污染
环境，他响应政府号召，
将猪场关了。“猪场停
了，种植的反季节水果
短时间内又没见到效
益，一家人靠什么生活？
当时心里很慌 ！”王崇
年说。

猪场关闭后，果园
空气清新了，环境好了，
鸟飞来了。蓝喉蜂虎的
光临让老农的身份为之
一变，成了当地一位宅家的“鸟导”。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种水稻未种出
名堂，没想到一群少见的夏候鸟却让这
位老农在当地逐渐有了知名度。

2019 年，王崇年果园的蓝喉蜂虎引
来众多海内外观鸟爱好者。通过提供观
鸟席位、餐饮、接送等服务，老农当年挣
了不少钱，因怕别人眼红，他从不透露具
体数目。

观鸟、果园、生态榨油及果园养鸡如
今成了王崇年一家致富路上的四大“支
柱产业”，一年四季收入不断，村里人戏
称他种了“四季稻”。

这“四季稻”带来的收入一年比一年
多，乡亲们投来羡慕的眼神，搞得王崇年
时常一脸羞涩：“我这还都是小打小闹！”

蓝喉蜂虎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夏候
鸟”，每年初夏飞抵这里“生儿育女”，入
秋后又携家带口返回遥远的故乡。

王崇年主要做两方面的服务：要让
蓝喉蜂虎吃好、玩好、睡好，严防野狗、野
猫的捕食伤害，还要让南来北往的观鸟
爱好者把鸟片拍好、拍得美，吃住行服务
都得跟上。

观鸟人给老王带来的不仅是收入，还
有信息。今年果园里的夏橙、去年的橘柚
就是按观鸟人提供的“线索”，整批卖出的。

村里人羡慕不已，有人把王崇年家
的蓝喉蜂虎观鸟点比作一家“生态信息
银行”。

观鸟屋是用石棉瓦和遮阳网搭盖起
来的，建在闽江一侧的沙洲上。记者现场
看到，老王为观鸟人提供凳子、电风扇和
餐饮服务，众多蓝喉蜂虎的美丽影像都
是从这里逐步流传到网上的。

王崇年经营“四季稻”，脱贫致富路
上先走了一步，有人赞他是“多种经营挖
穷根”，“干的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
老王听了哈哈一笑：“我想让家人生活过
得好一些！” （记者梅永存、彭张青）

新华社福州 6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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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4 日电（记者冯维健）
夏日太行山，绿意盎然。在河北涉县西达镇西
达村后的山坡上，近千亩果树郁郁葱葱、枝繁
叶茂，成片的核桃林已经开始挂果，偶有繁花
点缀其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数年前这里还是西
达石英砂岩矿的重点开采区。设备轰鸣作响、
卡车川流不息、周围烟尘四起，日积月累中矿
山被一步步“蚕食”。

作为矿业大省，河北的矿山经济始终保
持高速发展势头，由于长期的粗放开采，很多
矿区存在生态破坏等问题，位于太行山区的
西达岩矿就是如此。

2014 年底，西达岩矿采矿权到期，粗放
的露天采矿难以为继，矿山被关闭。但关门不
是停业，而是转行创业再获新生。

矿山绿色转型，路在何方？当时网上一篇
关于黑枣酿酒的论文引起了矿山负责人王慧
林的注意。“黑枣本就是家乡的特产，守着这
么一座宝库，何不转型做黑枣果酒？”

从外地购买原料，不仅成本高，长途运输
还可能导致果品腐烂，影响果酒品质。于是，
王慧林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在自己开采
过的矿山上种植果树，发展经济的同时让矿
山重披绿装。

“想要在废矿山上把树种活，这可比养崽
还难。”有村民坦言。但和岩石打了十几年交
道的王慧林，有一股韧劲儿。他扛起锄头，带
领十几名矿工兄弟开沟换土、挥镐掘坑，做起
了矿山的“美容师”。

“既然老路走不通，那就另辟蹊径，靠山
养山，向绿水青山要发展。”王慧林说，几年
前，他们还在矿区劈山搬石，开矿谋生，如今
摇身一变开始种树，成了太行深山的播绿人。

第一批树苗成活后，一些村民看到机会，

纷纷找到王慧林要加入他的团队一起绿化矿
山。此后一年的时间里，十几辆翻斗车一日不
停地拉土垫底，3 台挖掘机和 2 辆铲车加速
施工。山坡上，最浅的地方垫土 1 . 5 米，最深
处超过 3 米。村民们用不懈的毅力将废弃矿
山改造成沃野良田，最快时一周栽树 1 万棵。

企业转型的同时带动了农民致富。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企业定期收购农
户自种的黑枣。王慧林说，以往每斤黑枣只卖
1 . 5 元，去年公司收购黑枣 200 多吨，每斤收
购价 2 . 6 元，价格提高了 70%。
记者沿盘山路驱车而上，只见半山腰处一

座具有古典气息的展览大厅初具雏形。室内采
用中西合璧的风格装修，地下酒窖气温恒定，
青砖筑墙，别具一格。王慧林告诉记者，这里将
作为酒庄文化的重要展示区向游客开放。

经过几年的发展，昔日支离破碎的矿
山开始“美颜”，成了集生产、研发、销售、休
闲、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

明年，正在修建的 234国道就要通到西
达村口。王慧林正盘算着在酒庄附近修建几
处凉亭和水榭，再建一座现代化停车场，在
当地发展旅游业，让老矿山焕发新生机。

邯郸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齐静
涛说，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谁开采、谁治
理”原则，2016 年以来，全市累计投资 2 亿
元，启动 95 个有责任主体的关停取缔露天
矿山治理工作，治理面积达 1 . 17 万亩，如
今已全部完成。在此基础上，统筹环境治理
与生态建设、城乡发展、产业转型，既实现
山体生态修复目标，又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还增进了周边百姓的生态福祉。

废弃矿山“美颜”记

▲这是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后的河北涉县西达镇西达村岩矿（ 5 月 22 日摄，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冯维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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