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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长春 9 月 7 日电（记者陈俊、褚晓

亮、孟含琪）洮儿河水蜿蜒南下，连接一个个泡
塘后流入白城市区的鹤鸣湖，湖边绿树成荫，市
民围湖享受生态美景。盈余的湖水再次流淌，经
天鹅湖进入东湖湿地……

这是吉林白城河湖连通工程中的一处缩
影。近年来，在带领群众奔小康的路上，当地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
河湖连通，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多赢。

“ 河湖连通 ”连出水丰草美

“一到洮南府，先吃二两土，白天吃不够，晚
上接着补。”当地的一句顺口溜，体现了曾经恶
劣的生态环境。

历史上白城地区水资源丰富，8 条河流贯
穿全境，拥有 700 多个自然泡塘。但 20世纪 90
年代初，气候变化和人为不科学开垦导致草原
沙化，湿地萎缩，部分泡塘变成了碱斑地，过去
栖息的水鸟不再飞来，鱼虾踪迹难觅，年年风沙
漫天，生态岌岌可危……俯瞰白城，白花花的盐
碱地连片，像是吉林西部的一道“疮疤”。

为了改善当地生态，自 2013 年起，吉林西
部启动河湖连通工程，白城率先动工。依托自然
河湖水系和兴修水利工程，以提水、引水、分水
方式，将嫩江、洮儿河、霍林河等洪水资源引到
湖泡中存蓄，形成了莫莫格、向海、查干湖、波罗
湖四大生态板块。

“河湖连通”让纵横交错的泡塘形成水系网
络，生态环境逐渐改变。

走进大安市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四处
碱斑地、黄沙飞扬的画面已不复存在。湛蓝的天
空，碧绿的草原和清澈的水面交错相融，吸引很
多游人前来观赏。在莫莫格保护区，过去干涸的
芦苇荡已恢复生机，风一吹形成“浪花”。“这两
年风沙天少了很多，不用一年到头吃沙子了。”
白城市民李晓说。

数据显示，当地改善和恢复湿地面积 96 万
亩，恢复草原、芦苇面积 105 万亩，风沙天气明
显减少，白城正逐渐变绿。

“ 河湖连通 ”连出沃野千里

活水涌入，滋润了湿地泡塘，也滋养了
土地。

吉林西部耕地面积占吉林省耕地面积
30% 以上，是支撑吉林乃至全国粮食持续增产
的重要区域。但这里也是全省中低产田集中和
风沙盐碱干旱频发地。由于缺水，过去农业灌溉

也面临很大难题。“河湖连通”、土地整理等重点工程相继开展，白城不仅新
增了耕地面积，也增加了农田灌溉面积，通过以稻治碱等方式开发了大量
水田。

开车行驶在白城农村公路上，昔日荒废的盐碱滩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
是绿油油的水稻田。在镇赉县建平乡民主村，合作社理事长刘清杰正在查看
水稻长势。过去农民主要种植玉米，产量低，收入少。“河湖连通”引来水后，
村里开垦了 6000 多亩荒地种植水稻，盐碱地逐渐改良，稻田产量逐年提高。

除了新增耕地外，高标准农田也不断增加。在吉林省大安市佰澳格林农
场，稻田被分成整齐的地块，每个地块进、出水阀门都配置了水位传感器，当
田里水位变化，感应器会实时传递信息，达到节水灌溉、精准灌溉的效果。

昔日盐碱滩，如今稻花飘香。白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黄秀清介绍，自“河
湖连通”、土地整理等重点工程实施以来，白城市累计新增耕地约 125 万亩，
建成高标准农田 300 多万亩，水田面积达 315 万亩，成为吉林省水稻生产第
一大市。白城已成为吉林省增产粮食的主战场。

“ 河湖连通 ”连出绿色发展

从过去满目疮痍到如今以水兴城，当地人在发展产业时不再盲目追求
速度，而是积极转化大自然的馈赠，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高质量
发展。

在大安市牛心套保苇场附近的食用菌生产基地，一袋袋杏鲍菇整齐堆
在一起，长势良好。不同于木屑制作的食用菌棒，当地利用丰富的芦苇资源，
进一步研发加工制成了芦苇碎屑食用菌棒，栽培平菇和杏鲍菇等菌类，实现
增收。在展览室里，记者还看见一幅幅用芦苇制作的画，栩栩如生。当地通过
公司运作，将芦苇画销往全国各地。大自然馈赠的芦苇不再只有观赏价值，
而是转化为生态产业，提高附加值。

“水鸟回来了，我们很珍惜。”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林
宝庆指着空中盘旋的水鸟告诉记者。向海湿地是丹顶鹤等水鸟的栖息地，过
去湿地萎缩，很长时间见不到鸟的影子。随着湿地逐渐恢复，林宝庆等人推
广丹顶鹤人工繁殖技术，规范野生鸟类的救护体系。水鸟多了，来看鸟的游
客也多了，当地实现了保护环境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在白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随处可见。8 月的一天，尽管是阴天，
还是有不少游客来到大安市区内的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十几位女士身着
统一长裙在水边合照留影，欢声笑语不断。一些游客在水中划着小船，水鸟
在四周飞过。借助周边充沛的水资源，大安市打造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让
游客在城市也能亲近自然。

“过去大家用‘头上蜘蛛网，脚下臭水坑’形容白城，如今这里小区、绿
地、湖泊、喷泉四处可见。”市民孙瑞说，好的环境来之不易，大家都像爱护家
一样爱护它。

盈盈一水间，河湖互济绿尽来。预计到 2020 年末，“河湖连通”工程将全
面完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蓝图也将持续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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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记
者胡璐）“天苍
苍，野茫茫，风吹

草低见牛羊。”从青藏高原往北，沿祁连山、
贺兰山、阴山至大兴安岭，辽阔壮美的草原
是天然的绿色屏障，为我们阻挡祖国边疆
的万里风沙。那无边无际的绿色，随着古老
的诗词吟唱，始终在人们心头萦绕。

国家林草局日前公布了敕勒川等 39
处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名单，
标志着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建设正式开启。
这种新型的草原保护利用模式一经推出，
即受到各方面关注。

为何要建设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当草
原功能从生产为主转向生态为主，如何保
障农牧民和地方发展利益？未来将怎样建
设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新华社记者进行了
深入调研。

保护草原，是建设国家草原自

然公园的首要任务

国家林草局草原管理司司长唐芳林介
绍说，草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
统，被誉为地球的“皮肤”，具有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

种功能，与森林共同构成了我国生态安全
屏障的主体。草原还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
广大农牧民生活的家园、草原文化的重要
载体。

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黑龙
江等大江大河的源头都在草原，黄河水量
的 80%、长江水量的 30% 来源于草原。我
国草原上分布着 1.5 万余种野生植物，包
括 200 余种我国特有的饲用植物，6000 多
种药用植物，如冬虫夏草、雪莲等。草原上
还生活着 2000 多种野生动物，有野骆驼、
野牦牛、藏羚羊等。

长期以来，由于对草原管理重视生产
功能高于生态功能，开发利用过度，加上气
候变化等自然因素，部分草原出现退化、沙
化、盐碱化现象。如何处理好草原保护与利
用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近
年来，国家加大了草原保护力度，实行了禁
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的财政奖补政策，草原
生态明显好转，但整体依然脆弱。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是建设国家草原
自然公园的基本原则。”唐芳林说，国家草
原自然公园设立后，将加大保护修复力度，
在维护草原健康的前提下，适度开展可持
续的利用活动，杜绝区域内乱捕滥猎、乱采
滥挖、乱征滥占等破坏草原行为。

草原功能从生产转向生态，靠

什么调动农牧民与地方积极性？

调研了解到，对创建国家草原自然
公园，一些地方存在不少顾虑，包括是否
允许放牧，对生态旅游、草业及其他生态
产品的相关限定。这直接影响到地方建
设国家草原自然公园的积极性。

草原自然公园是指具有较为典型的
草原生态系统特征、有较高的生态保护
和合理利用示范价值，以生态保护和草
原科学利用示范为主要目的，兼具生态
旅游、科研监测、宣教展示功能的特定
区域。

“也就是说，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的前提下，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建设将探
索可持续草原管理和资源利用方式。”国
家林草局草原管理司开发利用监管处处
长韩丰泽解释说，公园内允许依法开展
草畜平衡基础上的适度放牧、生态旅游、
草原民族民俗文化体验等活动，以及建
设必要的保护、修复、科研、游览、休憩和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在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教
授董世魁看来，建设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并不会给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不

利影响。国家草原自然公园的设立除了
对草原面积有要求外，也提出土地使用
权属无争议、与其他自然保护地不重叠、
相关权利人有意愿等要求，尽可能“充分
尊重原住农牧民及相关利益主体合法权
益”。

“农牧民最爱草原，也最了解草原。
现在很多农牧民都知道，过度利用导致
草原生态系统退化这种方式不可持续。
而通过适度放牧发展优质肉奶产品、科
学合理开展生态旅游和自然体验，可能
会收获更大的经济利益。”董世魁说，除
了走高质量草畜产品开发的道路外，公
园里可以探索设立生态保育、旅游观赏、
科学利用示范等多功能分区，鼓励农牧
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导游等，增加收入。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
与规划中心教授吴必虎认为，虽然国家
草原自然公园设立，并不以生态旅游发
展为主要目的，但综合考虑生态承载量、
广大群众对草原生态景观的体验需求
等，不少草原自然公园也适合合理发展
生态旅游。

“每种草原都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
背景，要结合地方特色，充分利用附近火
山、温泉、沙漠、文化古迹等进行旅游产
品组合，发展研学、马术等草原特色旅游
体验活动，满足人们对草原的休闲度假
需求，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吴必虎说。

让制度为发展“护航”，促进

草原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

多名专家建议，要加快制定国家草
原自然公园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指导
草原自然公园规划编制，界定生态保护
边界、框定合理利用空间、明确产业准入
范围，从顶层设计上为公园建设管理提
供依据。

“草原自然公园是实现草原生态、生
产、生活‘三生’功能的有效载体，不能只
讲绝对保护而不讲利用，更不能过度开
发利用，必须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
路。”国家林草局昆明勘察设计院高级工
程师刘永杰说，放牧管理要求、发展生态
旅游强度、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
施体量怎样确定，以及如何加强草原管
护队伍建设等内容，都应尽量在顶层设
计中明确下来。这样既能打消基层顾虑，
也利于从建设初期就进行规范。

韩丰泽说，将积极协调草原生态保
护修复资金、科研和监测项目及防灾减
灾资金等聚焦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建设，
同时引导地方加大投入。还要鼓励和支
持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按照“谁投资、谁
建设、谁受益”原则，保障建设者的合法
权益。

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还能放牧吗？
草原功能转向生态为主，如何保障农牧民利益

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6 日电（记者巩
志宏）今年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的收官之年。记者从河北省生态环
境厅了解到，今年 1-7 月，河北近岸海
域 8 个国考点位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13 条国考入海河流入海口断面
水质均值全部达到 V 类及以上水质标
准，渤海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向好。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军说，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启动以
来，河北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先后
实施了陆源污染防治攻坚、海洋污染防
治攻坚、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攻坚、环境风
险防范攻坚等专项行动。

为深化入海河流劣 V类断面整治，河
北试行入海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重
点监控环渤海 23 个县区的 56 家涉氮企
业，削减入海总氮排放。强化入海河流水
质目标管理，各级环境监管人员对不能稳
定达标的入海河流进行全河段踏查，对部
分断面超标县（市、区）实施预警和约谈。

在海域污染治理方面，河北全面推
行湾长制，建立了省、市、县、基层四级湾
长及湾长制办公室组织体系。此外，河北
加强沿海工业企业环境风险防控，开展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等领域的环境保护执
法检查，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近
岸海域生态环境安全。

新华社武汉 9 月 6 日电（记者王自宸）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退捕后，渔民
该如何谋生？6 日下午，武汉首期退捕渔民
转产转业培训班举行，近百名退捕渔民参
加课程培训，为实现转产转业积累知识和
技能。

据武汉市禁捕办副主任、市农业农村
局执法总队总队长王文高介绍，武汉已全
面落实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
拆解 620 艘捕捞渔船，1151 名捕捞渔民上
岸。为实现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
康”的目标，武汉制定了渔民再就业方案，
从社会保障、临时生活补助、再就业培训等
方面，助力退捕渔民谋新业。

本期退捕渔民转产转业培训班为期
3 天，开设《渔业发展现状及主要养殖模
式》《农村电子商务》《小龙虾健康高效养
殖技术》《水产病虫害防控及安全用药》
等课程。

据悉，自今年 7 月份以来，武汉累计
举办退捕渔民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 15
场，推介岗位 3800 余个，为 1250 人（次）
提供就业咨询、创业指导、职业培训等帮
扶。截至 8 月中旬，武汉 1151 名建档立
卡退捕渔民中，在劳动年龄内、有就业能
力及就业意愿的有 689 人，其中已就业
479 人，就业率 69.5%；1076 人参加了养
老保险，参保率 93.5%。

举办转产培训班、招聘会等

武汉助力退捕渔民谋新业

渤海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河北近岸海域水质改善

▲ 9 月 7 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操作机械在草原上打草。目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进入打草季，广大牧民抓紧储备草
料，草原一片繁忙景象。 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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