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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记者沈
虹冰、罗博、王炳坤）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和关心的
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也特别指出，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导向，持续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

新华社记者近期采访发现，尽管
面临疫情防控、洪涝灾害等重重挑战，
各地仍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一手抓污染防治力度不减，一手抓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努力以绿水青山铸
就小康社会底色。

防疫不松环保底线

站在浙江常山县辉埠镇后社片区
的观景平台上远眺，山脚下，原先粉尘
飞扬的企业生产区，已经变成一片稻
田，绿油油的水稻向人们展示即将丰
收的喜悦。

常山县辉埠镇作为石灰石主产
区，长期无序开采，粗放生产，给生态
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常山县政府痛下
决心彻底治理。

“县里定下来 3月 10 日整治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没想到今年碰到疫
情，给工作带来不小困难。”辉埠镇经
济发展办副主任朱奕楠说，他们多方
寻找符合资质的施工队，从杭州调来
长臂挖掘机，赶在 2月底拆除了镇里
最后一孔石灰立窑。

东鲁村党支部书记魏土良，2 月
拆除了自家价值近 300 万元的 2 孔石
灰窑。党员干部带头，各方形成合力，
常山县目前已关停拆除 165 孔石灰立
窑和 201 条石灰钙生产线，基本完成
土地复垦复绿 1080 亩，辉埠镇灰尘漫
天的环境成为历史。

疫情防控压力再大，环保要求也
不打折扣。

入夏以来，盛满雪山融水的拉萨
河淙淙流淌，三三两两的市民在沿河
景观带散步、健身，呼吸新鲜空气。而
在十几公里外的拉萨市生态环境局，
工作人员面对一块大屏幕，正紧盯全
市重点排污单位的监控数据。

去年 9月，拉萨市重点污染源在
线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当地 61 家重点
污染源单位，绝大多数纳入了在线监
测。各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氨氮含量
等多项指标一目了然，偷排和超标无
处藏身。两个月前，拉萨市一家焚烧发
电厂的排放数据异常，工作人员立即
上门检查，发现问题后当场处罚，并限
期完成了整改。

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格桑巴珠
说，2020 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决胜之年，谁也不能拖后腿。

京津冀三地出台地方性法规，下
决心治理车辆超标排放；河北唐山对
全市多个工业行业实施限产计划，改
善空气质量……疫情期间，各地方向
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严守环保

底线。

守生态就是谋未来

记者在查干湖畔见到李千时，正值
春夏之交。身穿防水服和雨靴，弯腰站
在湿地中，李千和工人们将莲藕头一颗
颗插进泥里。

李千来自盛产荷花的白洋淀。
2019 年他通过网上招标的形式，参与
查干湖玉龙湿地荷花种植项目。

查干湖渔场场长闫来锁介绍，荷
花能净化水质，形成规模后，不仅可作
为观赏性花卉，还能加工形成食品、饮
料等产业。“查干湖以冬捕出名，但不
能竭泽而渔，也要注意休养生息。”

近年来，松原市对查干湖及周边
进行系统生态治理，整治面源污染，在
周边实施种植结构调整，在 4866 公顷
土地上逐步开始退耕还湿。如今在查
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生态和
经济发展正在相得益彰。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这已是许多地方特别是生态脆弱
区干部群众的共识。

河西走廊，祁连山脚下，甘肃省武
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三代人接续治
沙近 40 年的故事，至今仍在延续。

今年，八步沙林场的各类治沙和
封沙育林面积将新增 4 . 6 万亩。林场
场长郭万刚说，正是依托不断恢复的
沙漠植被，林场规划的沙漠绿洲八步
沙主题景区也在打造之中。“通过几代
人的努力，我们靠好生态赚钱的梦想
正在变成现实。”

新环保理念指引下，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画卷徐徐打开。

7月的羌塘大草原，大地覆盖了
一层绿装。成群结队的藏野驴、藏羚
羊、野牦牛悠闲地觅食、嬉闹，丝毫不
受人类的惊扰。

26 岁的扎西索朗，已经在位于西
藏那曲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护
藏羚羊 4 年了。“我从小生长在这儿，
对野生动物有深厚感情，做动物管护
员让我感到十分幸福。”他说。

2000 年 4月设立的羌塘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是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
代表地区，这里不仅有星罗棋布的湖
泊，空旷无边的草场以及皑皑的雪山
和冰川，而且有众多的濒危野生动
植物。

“这几年保护区有了设备齐全的
管护站，下一步将加大保护执法力度，
强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扎
西索朗说，为了这个雪域野生动物的
“乐园”，他愿意坚守下去。

“绿色存量”正释放经济增量

仲夏时节的辽宁凤城大梨树村，
民居错落有致，村庄山环水绕，仿佛置
身江南水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被周
围百姓称为“有树不成林、有水存不
住”的穷山村？

1989 年，时任大梨树村村委会主
任的毛丰美带领村民开荒植绿，经过一
代代人的努力，全村踏平山头 20多座，
修整梯田 10600 亩，栽种梨、桃、杏、苹
果、板栗等果树 100 多万株，开辟山间
作业道路 87公里……硬是把荒山变成
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毛丰美去世后，他辞去公职的儿
子毛正新接过接力棒，扎根大梨树村
开始了“二次创业”。

地表水各项指标年均值均达到
Ⅲ类水质标准、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 93 . 7%、宜林荒山绿化率
达到 90% ……大梨树村引来游客络
绎不绝。过去一年，这个辽东山村实现
社会总产值 16 亿元，村集体可支配财
力 2500 万元，人均年收入 2 . 2 万元。
毛正新说，好环境成了大梨树村的核
心竞争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
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一系列科
学论断，不断在基层得到鲜活实践
印证。

在西藏扎囊县阿扎乡，近万亩的
植物种苗繁育基地落地于此。这个由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与西藏藏草
公司共同投资建成的科技项目，将为
雪域高原的防沙治沙、植树绿化、生态
修复提供种质资源和苗木供应。

“过去是人拼命和大自然抢饭吃，
没想到现在保护大自然反而吃得更
好。”阿扎乡村民卓玛曲吉在种苗繁育
基地上班，每月收入 2000多元，对生活
的变化欣喜不已。据了解，这个生态扶
贫项目现在已带动 2036 人脱贫，累计
增收 1500万元。

江苏扬州，坐落于扬州化工园区的
江苏奥克化学有限公司装置区内，机器
设备正开足马力生产。2018 年 7月，公
司自主开发的 2 万吨新能源锂电池电
解液溶剂项目试生产以来，在为公司开
创新的产业链中找到了经济增长点。

“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减少
排放，变废为宝。”奥克集团董事局主
席朱建民说，“待项目试运行成熟之
后，我们计划将产能放大 10 倍，其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十分可观。”

朱建民说，疫情让不少行业面临
困难，而“绿色经济”却展示出强劲潜
力，有望让更多企业搭上高质量发展
的快车。
（参与记者：唐弢、田金文、孟含琪、

孙仁斌、张玉洁、范培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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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联峰山顶的望海亭，是北戴河的制高点。记者近日从
望海亭沿台阶下行几十米，去“探访”附近一株古松。吸引
人的不是它 308 岁的树龄，而是其背后的“故事”。

这株油松树冠巨大，数百年来阅尽沧桑巨变，见证山
海发展。如今翠绿的这株古树，十年前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2010 年，北戴河区园林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中发
现，这株古树“病”了，枝干枯萎，松针发黄，但由于之前从
没出现过类似情况，病因一时难以确定。

随后，北戴河区多次邀请河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
的专家前往会诊。北戴河区园林局高级工程师郭爱英说，
专家来了好几波，反复地取样、分离样本、接种实验，终于
找到了病因。

“枯梢病，是由昆虫带来的真菌引起的，上百年的古
松最容易染病，从伤口处侵入到松树体内，堵塞树的‘血
管’，影响树木生长。长此以往，树木很难存活。”郭爱英
说，这个病菌具有传染性，后来发现联峰山上的古松都不
同程度地生病了。

北戴河是驰名中外的避暑胜地，森林是其主要生
态系统之一。山上以油松为主，挂牌的古树名木就有
5000 余株。

郭爱英说，古树名木是大自然馈赠给北戴河的宝
贵资源，树冠较大，在制造氧气、调节温度和湿度、降低
噪音等方面有较明显的生态价值，一定要尽其所能地
守护它们。

为对症下药，北戴河区园林局又多次赴北京聘请
专家不断研讨实验，最终确定了防治方案：使用吡虫
啉、甲维盐、多菌灵、苯醚甲环唑、脂溶性渗透剂等多种
药剂混合，采用飞防和地面防治相结合，并每年根据林
木恢复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用药品种。

每年 5 月，工作人员都会集中打药，防治面积达
1 . 48万亩。油松很多生长在偏僻的山坡，沟深路陡，作业
难度非常大。工作人员需要穿着全套的白色防护服，将自
己裹得严严实实，背着满桶药剂，爬山下沟，满山喷防。

“这项工作不仅需要体力，更是个精细活。要求对

树冠及树干进行全面喷雾并保证雾滴分布均匀，为防
止出现漏喷和重复喷药的现象，在每个作业区域配备
一名质量检查员。每年只是地面防治这一趟，就需要
100 多人工作十几天才能做完。”郭爱英说。

北戴河区给每株古树名木都专门设立了“病历
本”，由专家对其进行追踪治疗。每年都会逐一拍照，和
上一年对比，看“病情”走向，方便专家“把脉”。

为从源头保护森林生态，从 2016 年开始，北戴河
区陆续在联峰山等林区开展森林抚育工作，丰富树种，
清除林中死树枯枝，减少传染源，防治有害生物。

十年接力，换来满目绿意。据了解，联峰山油松林
的虫害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5000 余株古树名木均已
恢复健康。

一缕缕阳光照在联峰山，在远处山海的映衬下，古
松林尽显勃勃生机，继续守护着一方人民。

（记者张涛、郭雅茹、赵鸿宇）
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30 日电

北戴河五千古树名木“治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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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沙““绘绘””青青海海湖湖

紫红色的香花槐开毕，桃树、梨
树挂了果，黄河沿岸的山绿意渐浓，
王国礼的心里也愈发敞亮。

王国礼是甘肃省兰州市南北两
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下称“两山
指挥部”）的一名护林员。黄河在兰
州穿城而过，河的南边是皋兰山，北
边是白塔山。

由于地处干旱、半干旱黄土丘
陵沟壑区，南北两山上天然植被稀
疏，生态环境一度恶化。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几代人接力在两山上
“播绿”。2000 年，两山指挥部成立
后，专职护林员管护起了两山林区。

王国礼的岳父何永才是两山指
挥部成立后的第一批护林员。栽树、
护林、防火……他的足迹遍布管护
区域内的每一道梁、每一条沟。在他
的呵护下，小树长大，大树成荫。

2009 年，临近退休的何永才
“选中”大女婿王国礼接班——他踏
实肯干，更重要的是，他也爱树。

护林员风吹日晒、工资不高，起
初王国礼也有些犹豫。但当种下的
树一点点长大，他却舍不得离开了。
人种下了树，树也留住了人。

学着岳父的样子，王国礼每天
备好装满开水的保温杯，揣上馍馍，
扛着铁锹进山巡逻。他深知这里的
一草一木来之不易，管护得格外用
心。“这儿地薄，乔木长得像灌木，低
低矮矮，枝叶稀疏。有些树长了 20
来年，只有一米多高。”

冬春防火最让人操心。“万一没
管护好，种了十几年的林子就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被
烧光。”他说。2015 年之后，他和护林员们在耕地和
林地间开辟出隔离带，降低了火灾风险。

“这树啊，越种越好种。”他说，尤其是从黄河提
水上山后，林木存活率持续提升。昔日荒芜的两山，
如今红柳、侧柏、柠条成荫。偶尔有喷灌的水划过，就
会形成一道小小的彩虹。

黄河养育了两山，两山也护卫着黄河。两山指挥
部副指挥任智斌介绍，两山绿化面积已达 62 万亩，
1 . 6 亿株树木成活。科研机构的评估数据显示，南北
两山年均涵养水源近 4000 万立方米，年均减少入黄
泥沙量 60余万吨。

转眼，王国礼已年近花甲。一想到有一天自己会离
开这片林子，他就更加明白当年岳父的心情。他想要自
己的女婿张小江接他的班，将这份责任传下去。近 3年
来，张小江常在工作之余陪伴王国礼上山种树。

王国礼最爱常青的侧柏，何永才则偏爱红柳。在
贫瘠的土地上，红柳也能扎下深根、开出红花。

令王国礼欣慰的是，曾经没人愿意去的荒山已
变成青山，南方长大的小外孙也爱去。他希望，“一代
人接一代人，把没树的地方都种上树，把两山变成娃
娃爱去的山。”

（记者谭飞、任延昕、张玉洁）
新华社兰州 7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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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渔民李代国再下河
拆了渔船、交出渔网“洗脚上岸”的李代国，两个多月

前又下河了，“这辈子算是离不开这条河了。”

家住重庆垫江县高安镇龙溪河畔的李代国，打小就
在渔船上长大。捕鱼的手艺从爷爷手中一路传下来。刚到
掌舵的年龄，他就成了镇上小有名气的打鱼能手。

那时候，汇入长江的龙溪河又清又亮。“鱼多得很，什
么稀奇品种都有。”就靠着龙溪河的鱼，李代国成了家，养
大了两个娃，娃也成了家，二儿子还在岸边开了一家鱼馆。

但今年 3 月下旬，镇政府通知：为修复长江流域水生
态、保护水生物资源，龙溪河即将禁捕，渔民要准备上岸
转产。“我已经 53 岁了，不捕鱼还能干啥？”李代国满脸不
情愿。

镇干部反复上门做工作，李代国嘴上不服软，心里却
开始松动。他想起了曾经跟着龙溪河起伏涨落的日子。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龙溪河两岸的场镇越修越大，
居民越来越多，污水横流，垃圾成堆。后来沿河又修电站，
建造纸厂、化肥厂、养殖场。河水越来越脏，越来越臭，再
后来变成褐色，泛着泡沫。

李代国还在打鱼。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有时“十网
九空”。碰上运气好，偶尔捕上来几条，鳞和鳃都是黑的，
卖也卖不掉。他只好把船开得更远，到江里去捕。眼瞅着
朝夕相处的龙溪河一天天臭下去，李代国心里不是滋味。

但天无绝人之路。2016 年以来，随着长江流域共抓
大保护深入推进，龙溪河迎来了转机。

沿河厂矿大量被关停，城镇污水厂、垃圾厂也慢慢运
转起来。2018 年，重庆启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龙溪河被作为重点纳入。截污、清淤、绿岸等治理工程也
相继启动。垫江县还专门组织机构统筹流域清漂、巡河和
水生资源管护。

龙溪河的水质改善，鱼儿慢慢回来了，河上的渔船又
轰鸣起来。李代国又早出晚归，往来于河上。

有时候，收了网的李代国也会坐在船头，看着河发
呆：“这大病过一场的龙溪河，是不是也该休养生息呢？”

但转念想到自己的生计，他就直挠头。
“老李，知道你对龙溪河有感情，但禁渔转产就是

为了让河更好啊！”这回上门的是垫江县渔政渔港监督
管理站站长高能波。李代国没有接他的话茬。

“你可以上岸不离河嘛！到清漂巡河队去，一样有
收入。”“我只会打鱼，搞不懂咋个清漂巡河。”“就是清
理水上、岸边的垃圾，再看看有没有乱排污的。你熟悉
河道，干活实在，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不成问题。”

李代国收拾好船、网，洗脚上了岸。今年 4 月，他主
动上交了渔船，领到 15 . 5 万元补偿金。没多久，接到
清漂队上岗通知，穿上迷彩服、套上一件反光背心，李
代国又下了河。

侧身站在船头，手持捞网，迎水上划，手腕稍稍转
动，一个枯枝就被兜进船舱。两个多月来，和队友频繁
往返于龙溪河半节桥至六剑滩 80 多公里的河道，李代
国对清漂工作已经驾轻就熟。

龙溪河愈发清亮了。到河边亲水的人越来越多，高
安镇在河岸栽种起各种花木，还修了环河步道。县中学
的师生经常过来绘画写生，具有当地特色的高安唢呐
也时常在河畔响起。

最让李代国激动的是龙舟赛的号子，“这在高安是
破天荒第一次。”

今年 6 月 23 日，龙溪河举行首届龙舟赛，全县 21
支队伍在高安河段竞渡。李代国第一批报了名，想用
“行走龙溪河 40 多年积攒的实力”为高安队出把力。但
赛前体检时，因血压偏高抱憾退出。

比赛那天，上万人在龙溪河两岸“观战”。李代国在
岸边为队友加油，喊破了嗓子。看到高安队第一个冲过
终点，他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

李代国做了一个决定，今年要把身体锻炼好，让血
压降下来，“明年龙舟赛一定要下河。”

（记者张桂林、周闻韬）
新华社重庆 7 月 30 日电

新华社昆明 7 月 30 日电（记者赵珮然、何春好）记者
7 月 30 日从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全省 3 个州
（市）7 个县（区）28 个乡镇黄脊竹蝗发生面积 14 . 34 万
亩，其中林地发生 10 . 9 万亩，农地发生 3 . 44 万亩。7月
26 日至 7月 29 日，云南省边境一线连续 4 天未发现黄脊
竹蝗规模化迁飞入境，总体防治成效明显。

据统计，截至 7月 28 日，全省累计防治面积 42 . 87
万亩，共调集植保无人机组 54 组，开展飞防作业超 1 . 4
万架次，投入喷雾器 1 . 3 万台次，出动 6 万多人次开展
防控。

6月 28 日以来，云南省中老边境一线普洱市、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等局部区域相继发生黄脊竹蝗灾害，主要
危害对象为竹子、芭蕉等植物及少量玉米。云南省林业
和草原局、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积极协调配
合，采取无人机防治与地面防治、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
相结合的措施联合开展防控，对入侵黄脊竹蝗进行了阻
截防控。同时，在边境一线乡镇建立了 15 . 55 万亩的“农
地阻截带”，超前预防、阻控黄脊竹蝗危害农地。

目前，通过监测和专家预判，黄脊竹蝗迁飞入境已
出现放缓趋势，防控区域虫口密度大幅下降，危害程度
明显减轻，但再次规模化迁飞入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外防迁入的任务依然严峻。

云南防治黄脊竹蝗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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