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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伟、何伟、黄浩铭、孙一

　　今年一季度，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排名
中，广西 10 个市跻身全国前 30 名，其中 6
个市位列前 10 名。
　　这 6 个市均在广西西江流域。据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介绍，2020 年初以来，广西西江
流域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均为Ⅲ类及以上水
质，水质优良比例为 100%。
　　记者近日沿广西千里西江 8 个市采访
了解到，当地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多措并
举强化生态环境治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
动生态经济发展，同时期盼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开展流域生态补偿，促进西江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

水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

　　广西西江是珠江水系重要组成部分，西
接云贵、贯穿广西、东接粤港澳，在广西境内
流域面积约 20.2 万平方公里，聚集全自治区
约 80% 的市县和约 90% 的人口。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
二级巡视员赖春苗说，保护西江流域生态环
境对维系粤桂两省区生态安全、促进流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在 2020 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排名中，
西南工业重镇柳州名列第一。柳州市生态环
境局副局长覃国琴介绍，当地坚持城镇源、工
业源、生活源与农业源治理并重，统筹城乡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柳江畔的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业
污水经过一道道工序处理，最后变得清澈见
底。公司党委副书记韩宗桂说，柳钢建成 4 座
废水集中处理站，配套水循环处理系统，吨钢
耗水量由 21 年前的 54 吨降至目前的 2 吨。
　　在南宁市那考河湿地公园里，绿植、鲜花
组成的层层“梯田”吸引许多游客。而几年前
那考河还是一条臭水沟，沿岸有几十个污水
直排口。
　　“南宁投资约 220 亿元推进邕江综合整
治和开发利用工程，建成区内原有的 38 段黑
臭水体河段已消除黑臭，形成江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百里秀美邕江’。”市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曾鸣说，2020 年南宁在全国省会城市
水环境质量排名中位居第二，那考河生态综
合整治项目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百色是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之一，
市生态环境局综合科科长姚宗林介绍，全市拥
有自然保护区 19 个，5 个县纳入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森林资源相当丰富，2020 年森林覆
盖率 72.8%，是国家森林城市。目前国家地表
水考核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市
县两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100% 达标。
　　红水河过去由于含沙量大、水流湍急，河
水呈红色，被称为“红水河”，如今红水河变身

“清水河”。记者在河池市天峨县看到，红水河
沿着高山峡谷穿城而过，河水清澈，两岸绿树
青山倒映其中，清晰可见。天峨县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李武俊说，目前全县两个国家地表水
考核断面均达到Ⅱ类水质及以上标准。
　　在严格落实禁渔制度的同时，广西西江
流域各地积极加大人工增殖放流力度。柳州
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于保田说，“十三
五”以来累计向柳江投放鱼苗超过 5000 万
尾。位于柳江上的红花水电站 2006 年至今
累计投放鱼苗 140 万余尾。
　　在梧州，长洲水利枢纽建设了总长 1.5 公
里的鱼道，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用于鱼道运营
维护、采购鱼苗等，还牺牲数万千瓦时的耗水
率以确保鱼类洄游繁殖通道畅通，10 多年来
每年有数万尾鱼依托鱼道洄游至上游水域。
　　大藤峡工程是珠江流域关键控制性水利
枢纽，被称为珠江上的“三峡工程”。为保护鱼
类生存栖息，工程建设方探索建设仿自然鱼
道，设立鱼类增殖站及保育中心。大藤峡水利
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环境移民部高级工程
师廉浩说，仅 2020 年公司就投放“四大家
鱼”260 万尾。

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

　　广西西江各地积极践行“两山”理论，充
分发挥生态优势，积极发展生态经济，推动西
江流域绿色发展。
　　西江流域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国内外游
客纷至沓来。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的巴马瑶
族自治县加快旅游业提质升级，推进“全域旅
游+康养”新兴产业。巴马县文化广电体育和
旅游局局长黄燕飞说，2020 年全县接待国内
外游客 640 多万人次，今年一季度接待游客
超 180 万人次，是 2020 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
　　红水河两旁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在碧水蓝
天映衬下别有一番风味。在大化瑶族自治县的
百里画廊景区，游客搭载豪华游轮溯江而上。
　　与贵州毗邻的天峨县依托红水河两岸的
原始森林开发生态养生游。当地围绕红水河

推出环红水河自行车赛、龙舟赛、漂流等体
旅融合项目。
　　金秀瑶族自治县是珠江流域重要的水
源地，被誉为“绿色水库”，获评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等荣誉。当地立足生态优势大力
发展中瑶药种植、康养产业、生态旅游业。
　　如今，西江沿岸一些地方生态工业发
展迅速，绿色工厂、绿色工业链和绿色园区
等如火如荼，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柳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方华说，当地
将水污染治理与城市发展战略同规划、同实
施，加快企业循环化改造，工业固体废物处
置利用率、工业水循环利用率均超 90%。

不断优化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受访人士认为，西江流域水环境优良
的背后，是当地党委、政府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紧抓生态环境长效机制建设，努
力打造西江生态防护屏障。
　　第一，进一步完善政策，强化生态保障
机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广西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大力发展生态
经济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逐步构建起系统特色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
　　广西取消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凌
云、乐业、凤山、东兰、金秀、天等、三江、龙
胜 8 个县 GDP 考核。“生态立市”“生态立
县”成为多地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各地党
委、政府深入开展“督政治污”，不仅治理了
环境污染，还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
　　第二，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坚持流域联
控。柳州、来宾、河池 3 市建立“柳来河一
体化”环境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与贵州省
黔东南州建立都柳江流域市（州）级跨区域

环境联合交叉执法和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
治机制，实现“信息互通、数据共享、联防联
控”。
　　据自治区检察院介绍，两广检察机关
签订《关于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保护协作意见》，开展范围更广、层次更高
的跨区域协作，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类案
件集中大排查，建立共同部署专项活动、案
件线索移送、类案统一尺度和重大个案协
作等机制，为保护西江流域生态环境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第三，发挥河长制作用，压实监管责任。
南宁成立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实行市
委书记和市长“双组长”制，抽调 150 多名
干部专门从事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将水污
染防治工作纳入县区、单位、平台公司年度
绩效考核，做到守水有责、守水尽责。
　　柳州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柳州
现有市、县、乡镇、村四级河长超过 2000
名。截至 2020 年底，河长们已巡逻江河
30 多万次，解决非法占用水道和垃圾倾倒
等环境违法行为 1020 起。
　　梧州市水利局副局长吴正全说：“梧州
市共有大小河流 397 条，当地实行党政主
要领导‘双总河长制’，建立河长通 App ，
加大河流巡查和问题处置，确保一江清水
送下游。”

  全流域生态保护“一盘棋”思

维有待强化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尽管广西西江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但推动生态环
境可持续发展仍面临不少压力。
　　当地一些干部建议，尽快探索建立珠
江—西江流域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来宾市
委常委、金秀县委书记韦德斌说，金秀县每
年为周边地区和下游提供约 25.7 亿立方
米清洁水源，占整个珠江流域年径流量的
17.7 ‰。建议设立金秀大瑶山生态补偿机
制试验区，可按照下游用水量等科学测算
补偿办法，探索跨省区生态补偿经验并向
其他地区推广。
　　崇左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科负责人
赵绍林认为，可考虑以流域断面水质考核
为依据健全跨省区生态补偿机制，完善考
核办法和补偿标准，鼓励受益地区与保护
生态地区、流域下游与上游通过资金补偿、
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
等方式加大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施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刘慕仁建议设立水生态补偿基金，主要
用于流域内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城乡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河流岸线保护、水源林
养护，进一步提升西江流域水质。
　　部分干部建议，统筹做好上下游联防
联控，共建千里西江绿色生态走廊。来宾市
委书记农生文等人建议，按照流域一盘棋、
全流域一体化思路，优化沿江生态生产生
活空间布局，着力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抓好
流域水污染治理，建立更加紧密的联防联
控机制，确保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

　　带上干粮，背上行囊，跨上
摩托，伴随着打破黎明的那一
声轰鸣，动物监测队队员们开
启了新一天的雨林调查。
　　在 496.3 平方公里的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
中，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
林和山地常绿阔叶矮林自下而
上分布，峡谷纵横、溪流环绕。
这里共发现维管束植物 2126
种，脊椎类动物 369 种，其中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1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63 种。
　　在吊罗山，动物监测队队
员们日复一日地行走在雨林
中，有过欣喜，也有哀伤，和这
片雨林里的生灵一起谱写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亚洲小
爪水獭是淡水河流生态系统指
示性生物，主要以鱼虾、螃蟹为
食，吊罗山水资源丰富，水质
好，因此小爪水獭极有可能在
这里出现。吊罗山动物监测队
队长罗樊强和队员们将寻找小
爪水獭作为重要监测研究方向。
　　 2017 年 3 月 1 日，罗樊强在雨林深处溪流边的土
地和岩石上，发现了小爪水獭的足迹和带有鱼骨残渣
的粪便。为了能更“温柔”地“捕获”小爪水獭踪迹，罗樊
强和队员们规划了十几条调查样线，并在沿途布设红
外线自动相机。
　　一两天走一条调查样线，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红外
相机电池和存储卡、查看相机图片，在期待与失落的循
环往复中，终于在 2017 年 12 月 24 日凌晨 4 时 30 分，
红外相机拍下了小爪水獭的珍贵身影。在看到图像的
那一瞬间，罗樊强随即和有关专家取得联系，当确认这
就是亚洲小爪水獭这一珍稀物种时，罗樊强激动地和
同事相约，下班后喝了顿海南“老爸茶”，庆祝这一发现。
　　“所有的等待，在发现惊喜的那一刻，全都值了。”
　　小爪水獭的监测依旧在进行，目前海南已发现 5
只，且全部出现在吊罗山。
　　在上山途中，动物学专业出身的罗樊强察觉出一
丝不对劲，空气中时不时飘来一种酸涩腐烂的味道，寻
着气味，只见一条 3 米多长的眼镜王蛇盘卧在溪流边
的草丛里。“是上游溪流把它冲下来的，本来就奄奄一
息，又被鸟类天敌啄食，一番挣扎之后，最后死去。这可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这么大也需要十几年……”
　　那一秒，哀伤和遗憾在罗樊强脸上一展无遗，泪花
在眼里闪烁，男儿的温柔在此刻深情流露。“它从自然
中来，就让它再回到自然中去吧。”
　　罗樊强解释说：“我们动物监测队要做的，就是在
保持雨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基础上进行科学
研究，尽量避免人为干扰。”
　　护林员周学回忆说，在一次上山攀爬途中，同事像
往常一样拽着树枝上去，不料一条伏在枝干上的蝮蛇
猛地窜出来，咬了他一口。经紧急处理后，同事被送往
医院，幸好救治及时，并无大碍。
　　因蛇致伤对雨林守护者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即便如此，面对挡路的蛇，他们也不忍伤害。一次巡山
中，一条横行霸道的剧毒蛇挡住了罗樊强一行人的去
路，立起身体的蛇已进入准备攻击状态，这让同行队员
们很是紧张。罗樊强果断拿起了蛇夹，将它放归山林。
　　险境之中，罗樊强的冷静和勇敢，让同行的年轻队
员林旋大受震撼。这次难忘的巡山经历过后，林旋对这
份职业又多了一份敬重。“我很佩服队伍中经验丰富和
知识渊博的前辈，我想一直向他们学习，在这里扎根，
与这片雨林为伴。”林旋说。   （记者张鑫超、田睿、
曹思澄、周佳谊）    据新华社海口 6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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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银川 6 月 5 日电（记者马丽娟、唐亚蒙）
盛夏时节，巍峨的贺兰山脚下一处废弃矿坑改造的公
园里，杨柳依依、流水潺潺，游人散步乘凉，好不惬意。
　　公园紧挨着一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一抬头就能
看到贺兰山的山峰。
　　“以前可不是这样！”家住附近的宁夏银川市民李
林正带着孙子在公园游玩，在他记忆中，过去这里满地
砂石、尘土飞扬，长期高强度的开采留下一个个深坑。
　　这座占地 500 亩的公园位于宁夏志辉源石酒庄
内，酒庄前身是家采砂场，采砂 20 多年。“2008 年企
业面临砂石资源枯竭，亟待转型，我们在政府号召下开
始发展葡萄酒产业。”志辉源石酒庄总经理袁园说。
　　与此同时，酒庄开始在 6000 亩废弃采砂场上植
树造绿，进行生态修复。2014 年，银川市政府将这里
作为贺兰山生态修复项目之一，投资 6 亿元与酒庄共
同修建这座休闲文化运动公园，治理矿区的同时也让
市民能免费享受绿色空间。袁园告诉记者，2018 年公
园正式对外开放后，已经累计接待 40 多万人，举办过
多次骑行、马拉松、趣味定向越野等活动。
　　从废弃矿坑到“网红”公园的逆袭，是宁夏生态立
区战略的生动案例。
　　宁夏三面环沙，生态十分脆弱。高耸的贺兰山如同
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守护宁夏平
原万顷良田。因富含煤炭、硅石等矿产资源，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贺兰山就一直存在大规模的开采活动。
1988 年贺兰山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规露天采
矿行为仍屡禁不止，山体满目疮痍。
　　近年来，宁夏大力整治贺兰山生态环境问题，尤其
是 2017 年，宁夏正式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彻底
关停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所有煤矿、非煤矿山、洗煤储
煤厂等，并把保护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保护和修复。如今，岩羊、马鹿、雪豹等野生动物重
回贺兰山，这里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园。

贺 兰 山 昔 日 矿 坑

“逆袭”为“网红”公园

清水向东流：西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新华社广州 6 月 5 日电（记者周强、周
颖、胡拿云）30 岁的广州市居民芳芳已经忘
记有多少个清晨，叫醒她的不是闹钟，而是

“百啭千声”的鸟鸣。不过，芳芳没有住在郊
区，而是住在广州市中心城区越秀区，一栋距
离广州市人民公园约 500 米远的居民楼里。
　　“经常有一两只画眉鸟落在阳台窗户
上。”她说，“听到它们清脆的啼叫，真叫人舒
服。”
　　行走在广州中心城区，不经意间看见的
小鸟、听见的鸟鸣声越来越成为当地居民日
常生活的点缀。在受访人士看来，“鸟鸣城中
央”背后正是全市大气、土壤和水环境治理不
断向好的结果。
　　“鸟类对环境要求是敏感的，有窝、有食、
有安全感，至少满足这三点，鸟儿才愿意留下
来。”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慧建
告诉记者，“最根本的还是城市自然生态环境
的改善。”
　　来自广州生态环境部门提供的数据也提
供了佐证。2020 年广州 PM2.5 平均浓度已经
降至 23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指数（AQI）
达标率达到 90.4%，空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广州建成区 147 条黑臭水体已全部消除黑
臭。这些都为鸟儿创造了更优质的栖息环境。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闻发言人郑则文
说：“近年来广州下大气力改善大气、水环境
质量，9 个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
PM2.5 平均浓度连续 4 年稳定达标，空气质
量在国家中心城市中位居前列。”
　　鸟类友善型城市还不止于此。涵盖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面积达到 11
万公顷的广州自然保护地，给鸟儿觅食提供
了好去处。一些野生鸟类也进驻城市中心公

园，大拟啄木鸟在越秀公园安家，猫头鹰在流
花湖公园、天河公园筑巢。在距离广州城市地
标 广 州 塔 不 足 5 公 里 处 ，一 座 占 地 面 积
1100 公顷的特大城央湿地——— 海珠国家湿
地公园吸引着 180 种鸟类在此停留、栖息、
繁衍，而 8 年前只有 70 多种。
　　官方数据显示，2007 年广州第一次野
生动植物资源本底调查记录到野生鸟类有
251 种，到 2017 年第二次调查，记录数据已
达到 307 种。城市公园中，主要以画眉、红耳
鹎等留鸟为主，过冬的候鸟为辅。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处处长王建荣说：“一些对环境选择性强的
物种出现次数也越来越频繁。近年来曾在
南沙湿地一次性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黑脸琵鹭达到 45 只之多。”
　　“广州城市园林建设一直在探索更好
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广州市林业和园
林局局长刘先荣表示，广州森林覆盖率居
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目前还在继续提升城
市绿化面积和质量，已经建有 1200 多个
公园，建成了 350 公里的城市空中花廊和

3800 公里绿道，这些不仅给市民提供了亲
近自然的空间，也给鸟儿玩耍开辟了新
领域。
　　“我们还对天河公园、东湖公园、荔湾
湖公园等 10 个城市中心公园拆围透绿，
使公园内植被与公园外植被连接。通过森
林进城、公园透绿、绿道和碧道建设等行
动，打造生态廊道，以利于鸟的迁徙。”
他说。
　　当地市民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也让鸟
儿“胆子”更大，敢于在城中与人为邻。数据
显示，“十三五”期间，市民发现鸟类等野生
动物受伤、迷途、误入室等情况，主动参与
救助的事件达到 1282 件，送交保护部门
救助的有鸺鹠、白鹭、夜鹭、画眉、白头鹎等
数十种鸟类。
　　值得一提的是，对生态环境的爱护并
未影响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州常住人
口已突破 1800 万人。今年一季度，广州市
地区生产总值为 6404.09 亿元，同比增长
19.5%。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杨柳表示：“通
常来讲，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城市经济规模
不断增长，相应的环境指标会经受压力。广
州的环境质量日益改善，也从一个侧面体
现出广州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开始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迈进。”
　　目前，广州正在为动物进城提供便利，
并将制定标准和规范。“生态环境也是营商
环境建设的重要硬指标。”刘先荣说，“未来
我们还打算引进健康可爱的小松鼠、鸽子
等动物，以后人们在广州的公园、广场也可
以逗松鼠、喂鸽子。”
       （参与采写记者：马汝轩）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吸引 180 种鸟类在此停留、栖息、繁衍。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鸟鸣城更幽：广州绘写人与自然共生图景

  在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增殖放流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在投放鱼苗（5 月 8 日摄，无
人机照片）。                        本报记者曹祎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