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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8 月 10 日电（记者黄筱）“以前
是矿机轰轰响，现在是玫瑰山里香。”在浙江省
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当地群众怎么都没想到，
曾经开矿炸山满身尘土地赚钱，如今却能坐拥
绿水青山，在亮丽多彩的“美丽经济”中奔小康。

2000 年的埭溪镇还没有发展工业，全镇共
有 30家矿山和 28套机组，矿业成为当地政府和
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埭溪镇小羊山村党总支书
记陆英英回忆，当时全村 500 多户人家，90% 以
上都入股开矿，少则两三万、多则上百万。

“但是挖矿会造成生态破坏，水土流失。为
了子孙后代着想，也为了埭溪镇今后的发展着
想，当时的党委政府下定决心，即使再苦也要关
停矿山机组。”埭溪镇党委委员莫芬芬说。

正是这一决定，成就了如今埭溪的绿水青
山。通过这些年矿山综合治理，不仅美化了环
境，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又使矿地“变废为
宝”，不少矿地通过矿山综合治理后成了招商引
资的新平台。凭借当地良好的生态优势，埭溪镇
从“一张白纸”起步，逐步打造出一座美妆小镇。

总投资 1.55 亿元的御梵化妆品原是一家在
江苏的企业，如今成了美妆小镇“大家庭”里的一
员。“来到这里才发现它的生态环境特别好，特别
是这里的水完全符合企业制造香水的标准，客户
来到企业看到我们的生产流程和当地环境就更
加放心了，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 10 月底。”湖州
御梵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爱东说。

多年来一直研究香薰精油的季梅则大手笔
地“拿”下埭溪镇莫家栅 600 多亩山地种植玫瑰
花。2015 年刚到埭溪时，季梅对这里的水土情
况不熟悉，她找来世界各地的迷迭香、薰衣草、

玫瑰等近千种植物种子“试种”，检测专家后来
发现最适宜种植的是玫瑰，而且精油提炼量高。
于是季梅就开始了她的玫瑰庄园之旅，打造自
己的玫瑰品牌，良好生态环境下生长的玫瑰用
于制作护肤品、精油、花茶、食品等等。

今年 7月 9日，第 25届中国美容博览会在上
海开幕，美妆小镇如约前往。在展位上，凡是有客
商前来洽谈，美妆小镇管委会主任茅利荣给客商
提到最多的一定是这里的绿水青山和生态环境。

越来越多的化妆品企业选择在青山绿水间
建立起美丽工厂，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美妆小
镇。截至目前，小镇已引进化妆品及相关产业项
目 103 个，总投资近 250 亿元，涵盖了从化妆品
原料种植、研发、生产、包装、物流仓储、线上线
下销售以及与美妆相关的文化旅游项目在内的
化妆品全产业链。

美妆小镇不仅给埭溪的工业发展注入活

力，更给百姓带来对于未来美丽生活的想象。
矿山治理后，埭溪镇把平整后的土地合理规
划，一部分用于发展美妆小镇，一部分用于建
设新农居。原本分散在矿山角落、国道周边的
农民房，现在统一规划成新的农村集聚社区，
一幢幢小洋楼颇具规模。陆英英说全村已经
有 1900 多人入住，村容村貌大为改观，老百
姓的生活在山水间美丽起来，心情也越来
越美。

玫瑰庄园品牌运营主管汪洋介绍，在玫
瑰花田里劳作的园丁全部是当地中老年人，
旺季时有百余人在这里工作。“未来希望随着
企业的发展，能带动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种玫
瑰花，我们可以把生产线搬到这里，依靠本地
的玫瑰花加工生产，同时大面积的玫瑰种起
来也是一道风景，发展乡村旅游能让大家一
起富起来。”

废矿坑“开”出香玫瑰
“两山”理念 15 周年

新华社杭州 8 月 11 日电
（记者王俊禄）盛夏的城里酷热
难耐，绿水青山间的“龙鳞坝”
成了市民追捧的清凉之所。这
里地处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湖
源乡。经过多年的产业转型和
环境整治，富有创意的“龙鳞
坝”成为市民暑期“打卡点”，带
动群众致富增收的“网红地”。

每到周末，成千上万的游
客给这里带来人气，也带来了
生意。游客们甩掉鞋子，把脚探
进溪流，远处民居白墙黛瓦，两
侧青山环绕，抬眼看长桥卧波，
低头是清澈的壶源溪水。

最吸引人的，是溪流中央
的一道水坝。水坝由一个个扇
形层层相连，水流随阶梯状的
堤坝流下，激起白色水花，宛如
“龙鳞”闪烁。

“清澈的溪水来之不易。”
湖源乡党委书记凌涛说，多年
前壶源溪沿岸分布着大大小小
的化工厂、养殖场，导致水体污
浊，村民下水往往浑身发痒，群
众意见很大。顺应百姓呼声，湖
源乡大力推进“五水共治”，部
分河段属劣五类水质的壶源溪
被列入整治目标。当地投入近
十亿元治水，关停了壶源溪沿
岸 64 家污染企业。通过几年努
力，水质发生了根本改变。

随着绿水青山逐渐恢复，湖源乡开始寻找向“金山
银山”的转化路径。经过干部群众充分讨论，当地提出
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亲水平台”的创意。由此，水中“龙
鳞坝”建了起来。

“龙鳞坝”边上，许多村民正在售卖泳衣、水枪，农
家豆腐、龙门油面筋等当地小吃随处可见。溪渡民宿负
责人吴芝英说，“网红地”引来大批游客，客房已经订到
了一个月以后。

在“龙鳞坝”所处的新一村，村干部洪婷华说，旺季
时，这里每天接待游客超 1 万人次，农家乐从原来的 3
家增加到 24 家，新增精品民宿 15 家，可以满足 2000
名游客的接待量，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村民们深有体会，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洪
婷华表示，持续保护好生态环境，山区群众就有了“聚
宝盆”，“网红”就能“长红”。

“

龙

鳞

坝
”
出

水

记

新华社成都 8 月 10 日电（记者余里）据大熊猫国
家公园管理局 10 日发布的信息，位于四川茂县片区的
土地岭大熊猫走廊带红外监测相机连续两次“捕捉”到
野生大熊猫踪迹。这是自 2002 年在全国建设大熊猫生
态廊道以来，首次在廊道内拍摄到野生大熊猫。

第一台拍到大熊猫活动影像的红外相机，是位于
公园内茅香坪小山梁子的 37 号相机，8 月 6 日下午 6
点 40 分左右，大熊猫的身影首次出现在画面中。8 月
8 日凌晨 3 点 20 分左右，在公园内青草坡的 22 号红
外相机再次拍到大熊猫，这只熊猫似乎对相机很感兴
趣，不时凑近嗅闻相机。

据悉，土地岭大熊猫走廊带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茂县境内，是大熊猫虎牙和九顶山两大种群
的结合部，也是岷山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南北往来的唯
一通道。
土地岭野外监测系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修复

项目一期的建设内容之一，总投资约 480万元，建成于
2018 年 12 月，实现了对茂县土地岭大熊猫走廊、栖息
地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无障碍监控。

通过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系统功能，对大熊猫栖息
地中动物的迁移、活动、繁衍等情况进行观察记录，同
时也可以对进出监测区域内的人、车进行监测，起到预
防偷猎，保护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的目的。另外，还对监
测区域进行有效的林区防火监控。

大熊猫国家公园茂县片区面积 102493 公顷，目前
已开展大熊猫走廊带植被恢复和保育，新建大熊猫栖
息地管护监测站、红外监测系统及数据平台遥感监测
系统。目前公园内安装了 120 台红外相机，实现了超短
波实时传输。

大 熊 猫 国 家 公 园

生 态 廊 道 内 首 次

拍 到 野 生 大 熊 猫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陈地）记者 8 日从成都市农业
农村局获悉，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公安局、成都
市市场监管局正式联合发布《关于全市天然水域实施
全面禁捕的通告》。根据通告，自 2020 年 9 月 1 日 0 时
起，成都全市天然水域实施全面禁捕，为期 10 年。

据了解，禁捕期间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天然
水域范围内开展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除此之外，
因特定渔业资源的利用和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需
要捕捞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依法实行专项
管理。

通告明确，在禁捕范围和禁捕时间内禁止违法从
事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禁止使用拖网、围网、地
笼网、罾网、滚钩等禁用渔具，禁止使用电、毒、炸等禁
用方法捕捞，禁止收购、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捕捞渔获
物，禁止发布含有上述禁止内容的广告等行为。违反禁
令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处理。

对于公众普遍关心的个人游钓，通告也有说明：对
在禁捕范围和禁捕时间内从事娱乐性游钓和休闲渔业
活动的，只允许一人一杆、一线、一钩（单钩），禁止使用
多线多钩、长线多钩、一线多钩的垂钓行为，禁止使用
各类探鱼设备和视频装置，禁止使用船艇、排筏等水上
漂浮物，禁止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钓饵、窝料和添加
剂及鱼虾类活体水生生物饵料；禁止休闲垂钓渔获物
买卖交易，否则视同非法捕捞。

9 月 1 日起成都天然

水域全面禁捕 10 年

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可西里，全球生态版图
中一处熠熠生辉的坐标，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藏
羚羊，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今年藏羚羊迁
徙产仔季，记者跟随可可西里巡山队员前往“藏
羚羊大产房”卓乃湖巡山，感受他们守护“人间
净土”的坚守与奉献。

暴雨、烈日、冰雹、泥泞……通向“藏羚羊大
产房”卓乃湖的 14 个半小时经历，令人难忘。

160 米，6 小时

可可西里在蒙语中意为“美丽的少女”，平均
海拔 4600 米以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
重要的栖息地。每年 5 月至 7 月，待产雌性藏羚
羊会来到可可西里卓乃湖区域，诞下新的生命。

“夏天到卓乃湖的路特别难走，到处都是烂
泥坑，陷车的话不分男女都要推车，你别喊累。”
出发前，卓乃湖保护站站长秋培扎西戴好帽子，
笑着对记者说。

海拔近 4800 米的卓乃湖保护站是可可西
里的五个保护站之一，一批巡山队员常年在这
里巡护。早上 7 点 30 分左右，我们两辆车从索
南达杰保护站出发，沿青藏公路南行 20 公里
后，进入泥泞，驶向卓乃湖。

行走在可可西里，路两旁一步一景。雪山草
地、蓝天白云，“看，那边有藏羚羊。”秋培扎西指
向远处，几只藏羚羊在草原上欢快地奔跑。

夏季的可可西里雨水偏多、冻土消融，道路
极为泥泞，坐车像坐在风浪中的船一样，飘来飘
去。每次碰到坑洼地时，巡山队员更松多杰都会
握紧方向盘快速摆动，“在可可西里开车就像是
参加越野车比赛一样刺激”。

走了 40 多公里后，我们遇到第一次陷车。
秋培扎西脱掉外套，跪在泥里，手拿工具开始拾
掇绞盘准备拖车。“在可可西里巡山必须是两辆
车一起，陷车后互相还有个照应。”秋培扎西用
力拉出牵引绳。

离卓乃湖越近，道路越泥泞，越容易陷车。
有一段 160 米的路，我们甚至走了 6 个小时。迎

着飞溅的泥点推车，躺在泥巴地里修车，一路走
来，车和人已经与烂泥地融为一体。

高原的天，孩子的脸

修车、挖泥、拉牵引绳……在海拔 4600 米
以上的可可西里，巡山队员们喘着粗气重复看
似“简单”的工作。“在巡山中，经常需要站在没
过大腿的泥坑里长时间修车。”巡山队员白玛
东周接过秋培扎西递过来的牵引绳，扣在另一
辆车的保险杠上，两条裤腿沾满泥巴。

高原的天气跟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突如其来的大雨催促巡山队员们加快拖车

节奏。“雨越下越大，不抓紧时间，车就更难拖出
来了。”巡山队员更松多杰手拿绞盘遥控器，收
紧牵引绳，开始拖车。

半个多小时后，被陷车辆终于脱“泥”而出，
我们继续向卓乃湖出发。更松多杰坐回车里，用
衣服擦了擦手上的泥巴，水滴顺着帽檐滴下来，
“每次巡山几乎都要经历这样的陷车，有时候挖
出的泥巴快赶上我高了”。

“在无人区，车辆就是保障。无论路多难走，

我们都要与车一起‘挪’向终点。”更松多杰握好
方向盘，眼里透着韧劲。

无人区，有人守

天色渐暗，月色渐明。白天，坑洼不平的泥
淖是巡山的障碍；夜晚，月光映照下的泥坑成了
指引方向的“路标”。

“看，那就是卓乃湖。”顺着秋培扎西手指的方
向，山脚下一道月光勾勒出的银色丝带映入眼帘。

晚上 10 点左右，经过 14 个半小时的风雨
兼程，我们终于“挪”到了卓乃湖保护站。“今天
运气好，一路上还算顺利，没被困在路上过
夜。”更松多杰说话间擦了擦脸上的泥巴。

常年在可可西里巡山，皮肤黝黑、双手粗
糙、嘴唇青紫已成为队员们的“标配”，而更多
老队员在多年巡山后，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
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职业病。

秋培扎西指着自己的胸口说：“虽然这里
没有一块儿是健康的，但我放不下可可西里，
我愿意为可可西里付出生命。”

生命禁区，有人坚守。可可西里的巡山队
员们，用自己的热忱、青春甚至是生命，捍卫
这“美丽的少女”的宁静与和美！

（记者薛玉斌、王金金）新华社西宁 8 月 11 日电

可可西里，“挪”向“藏羚羊大产房”的 14 个半小时

▲ 7 月 6 日，卓乃湖保护站站长秋培扎西在可可西里地区修理车辆。 新华社记者张龙摄

▲这是 7 月 7 日在可可西里卓乃湖区域拍摄的
一只藏羚羊幼仔（资料片）。新华社记者张龙摄

浙北小镇放弃挖矿挣钱

保护生态发展“美丽经济”

（上接 1 版）当天，双河镇转移群众超过
4000 人。汛情期间，安徽省对洪灾危险区域实
施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累计转移群众超过 130
万人，为全国最多。

越是雨急浪高，越需中流砥柱。关键时期，
要为使命担当。

“为群众守住家园，就是我们的使命。”桐城
市孔城镇党委副书记雷龙中说。

姜团圩是一个万亩大圩，垒起六万多包沙
袋的圩堤外，是曾超保证水位 60 多厘米的孔城
河，雷龙中的指挥部设在堤坝上。

同样把指挥部设在最危险处的，还有阜南
县王家坝镇李郢村党支部书记张斌。

王家坝开闸前，张斌提议把防汛指挥所建
在提水灌站。“如有危险，能第一时间知道。”提
水灌站是新土层，也是最危险的河段。

防汛抗洪要流域一盘棋。关键时期，要为大
局担当。

巢湖流域人口超千万，分布着国家一系列
重要的交通动脉和基础设施。为保巢湖安全，合
肥市决定启用紧邻巢湖大堤的蒋口河联圩分
洪，有望让最高时超保证水位近 1 米的巢湖水
位下降约 0.1 米。

“为了大局，我们愿意牺牲。”圩内的严店乡
党委书记黄俊说。

“舍小家，保大家”的故事，在安徽南北多地
上演。

在淮河流域，为保证淮河大堤、两淮煤炭基
地及中下游大中城市安全，王家坝史上第 16 次
开闸泄洪，阜阳市同一天启用沿淮蒙洼等四个
行蓄洪区。

蓄洪区内一片泽国。“地被淹了，可蓄住了
水，保住了上下游，感觉挺光荣的。”蓄洪区内庄
台上的村民付岗宇说。

庄台上的百姓又一次为大局奉献。一时间，

“感谢王家坝”“点赞王家坝”网上刷屏。
防汛危急时刻咬牙坚持、英勇无畏的安徽，

就是中国不惧挑战、勇往直前的缩影。

团结的力量 制度的优势

7 月 26 日上午，安徽省颍上县姜唐湖蓄洪
区戴家湖涵闸破损，洪水混合着污泥，从闸口处
喷出一米多高。

情况紧急！党员干部、民兵迅速到位，解放
军部队、消防救援人员星夜驰援，上百部工程车
辆齐施工，百姓抬水送饭到堤坝……在数千人
齐心协力下，历时约 77 小时，戴家湖抢险成功。

每一次大仗、硬仗、持久仗，都是军民上阵，
团结制胜。

从长江大堤到淮河两岸，从大别山区到巢
湖之畔，战洪中没有旁观者，无论职业，无论年
龄，无论西东。

防汛以来，投入安徽抗洪抢险的解放军部
队和武警官兵、消防救援队伍超过 4万人，全省
各地日参加抗洪抢险人数超过 30万。

7 月 22 日，暴雨中，庐江县石大圩决口扩
大，已奋战 96 小时的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教导
员陈陆，在洪水中再次乘坐橡皮艇逆行，在救援
被困群众时被卷入激流，英勇牺牲，作为向导的
连河村党委副书记王松也在洪水中失联。

枞阳县，几百名解放军官兵日夜奋战，其中一
个连队的先辈 71年前曾在枞阳参加过渡江战役。

无为市，87 岁的弋江区新大垾村村民桂德
楷，和一群平均年龄近 70 岁共产党员组成“银
发突击队”巡堤查险。

歙县渔梁水文站，“70 后”陈志军、“80 后”
许伟、“90 后”李佳三位水文勘测员，日夜以采
沙瓶、铅鱼、流速仪、救生衣为伴，为全县 47万
人搭起“生命瞭望哨”。

大灾当前，上下同心，八方支援。

在铜陵，浙江吴兴消防救援大队跨省驰
援，这是他们首次大规模跨区域救援行动。在
阜阳，来自河南的消防救援人员一次次在洪
水中穿行。

中央领导和国家防总对安徽防汛抗洪工
作高度重视。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陆续向安徽调运
大批编织袋、编织布、冲锋舟、橡皮舟、救生衣
等防汛物资。

国家发改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
万元，用于王家坝泄洪区灾后恢复重建。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安徽紧急拨付 3
亿元中央救灾资金，帮助分洪区做好群众安
置救助和灾后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

越是危急艰难，越能体现出制度优越性。
这个夏天，安徽不是孤军奋战。

科技保安澜 重建奔小康

7 月 22 日下午，马鞍山市和县水利局一
楼大屏幕上，滚动播报着境内河流水情雨情，
不时跳出超警戒站点的提示。

“多亏这个平台预警，多处堤防险情得以
及时处置。”和县水利局局长余高峰说。

防汛“千里眼”，在安徽随处可见。
步入省水利厅指挥中心，色彩斑斓的电

子地图上，全省闸坝、河道、水库实时情况一
目了然。

这里集成了全省雨量、水位、墒情、水质
等 8000 多个自动信息采集站的信息，接入
1300 多个各类监控站点。一旦有监测对象超
过阈值，系统自动报警。

作为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所在
省，安徽近年来加速建设智慧防洪救灾体系，
依托各类信息化载体，打通全省水利信息共享
端口，提升了汛情监测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

力保安澜，科技先行。
120 余公里的无为长江大堤是重要的防洪

屏障。和大堤一同“站岗”的，还有上空盘旋的新
式无人机，宛如“鹰眼”，用于导航、拍照，协助快
速精准绘制现场地图、设计抢险路线、夜间寻人。

战洪一线，遍布防汛利器。
无人船可测绘内涝情况、水深数据；云广播

替代传统广播，村干部可远程手机操作；VR 眼
镜让巡检人员坐在办公室 360 度监控闸口实时
状况；智能救生圈可遥控营救被困人员……

“开闸！”一声令下，位于庐江县的巢湖东大
圩进洪闸开启。指挥部通过分析雨情水情等大
数据，提前科学研判开闸蓄洪对水位降低的贡
献值及影响，调度精准有力。

随着洪水渐退，科技还带动各地跑出灾后
重建“加速度”。

宿松县一处被淹的稻田上空，一架无人机
在空中盘旋，一天内可查勘受灾农田 2000 余
亩，为灾后恢复生产赢得宝贵时间。

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统计，到 8 月初，已落
实补改种面积 155万亩，占全省需补改种面积
的 38%。

太阳照常升起，生活还要继续。
退出紧急防汛期，灾后恢复重建加速。安徽

省明确提出，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确保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大水渐退的蒙洼蓄洪区，村民们戴着草帽，
埋头清理垃圾、平整土地。“蒙洼人从不服输，大
水冲走的东西，一定能浴水重生。接下来的一仗，
就是全面奔小康。”一位村干部语气中透出坚定。

安，定也。
在咬紧牙关，决战一江一河一湖抗洪中淬

炼出的勇气、担当、坚韧、智慧，也必将让安徽接
下来的赶考之路更有底气。（参与记者：陈尚营、
姜刚、水金辰、周畅） 新华社合肥 8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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