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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涂铭、田晨旭、李春宇）在
北京市延庆区妫水河岸
边，有一位“环保奶奶”已
义务清理岸边垃圾二十余
年。作为土生土长的延庆
人，贺玉凤有两个愿望，一
个是成为冬奥火炬手，另
一个是守护延庆的碧水
蓝天。
　　“在家门口办冬奥会，
能够成为火炬手，非常光
荣！”2022 年 2 月 3 日，
北京冬奥会开幕的前一
天，贺奶奶实现了她的第
一个愿望：在妫水河畔的
世界葡萄博览园，她完成
了火炬传递。
　　几天后，她把传递火
炬时的照片冲洗出来，挂
在墙上醒目的位置，周围
还有她这些年在妫水河岸
边、城市街道清理垃圾的
照片，以及她当选 2017
年 度“ 北 京 榜 样 ”时 的
留影。
　　二十多年前，有一次
她和家人在河边遛弯，看
到离岸不远处飘着一个塑
料袋，就想拿树杈把塑料
袋挑上来。离近了才发现
里面兜着一条不大的鱼，
袋子一动，鱼一溜烟就不
见了，“这次我才发现，水
没有以前清亮了，不像我
小时候，到小腿那么深的
水都清澈见底。”
　　从那之后，贺玉凤就
开始义务清理妫水河岸边
的垃圾，提醒前来钓鱼、野
餐的人们把垃圾集中堆
放、清理。这些年来，贺玉
凤的志愿队伍逐步壮大。
60 多岁的她带领着 80 余
名“延庆乡亲”志愿者参与

城市环保工作，足迹遍布河岸、公园、街道……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北京成为‘双奥之
城’，我们见证着国家的发展，也见证着清澈见底
的妫水河又回到了身边！”她说。
　　北京冬奥会期间，贺玉凤时刻关注赛场内外
的大事小情，“‘绿色’也是咱办奥理念之一！”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主要承担雪上项目比
赛，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就采用了目前世界最先进
的高效节水人工造雪设备和智能化造雪系统，能
够根据外界环境，动态保持最佳造雪效率，并通过
对气象等情况的实时监测，选择在最适宜的条件
下启动造雪机，避免造成浪费。
　　“人工造雪系统采用节水技术，运行时采取节
水管理措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林波荣说，

“我们到降水期会在延庆山区里利用地形续存一
些雨水，就地利用。”
　　在北京赛区，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变身“冰
立方”成为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场馆，通过采用可
转换的钢架支撑系统和可拆装的制冰系统，创造
性地实现了“水冰转换”，成为夏奥遗产变身冬奥
场馆的典型。
　　“我们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
态保护与场馆建设统筹规划、一体推进，守护了赛
区的绿水青山。”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长李
森说。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助推着“双奥之城”的
水环境治理，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北京市延
庆区水务局副局长胡加林介绍，延庆区近年来着
力实施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启动妫水河世园段
水生态治理工程，围绕妫水河城区段内源污染问
题，对约 12 公里河道、310 万平方米水面进行了
水生态治理。
　　“通过河道清淤等措施大幅降低内源污染，进
一步完善水生态系统，我们逐步改善了区域水环
境和水景观，恢复水体自净能力，水体水质长期稳
定在地表水Ⅲ类，为世园会、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顺利举办提供了水环境保障。”胡加林说。
　　不仅在延庆，近年来，首都北京的水环境正渐
入佳境。2021 年夏天丰沛的雨水，让北京市怀柔
区渤海镇大榛峪村境内干涸多年的泉眼恢复了生
机，汩汩的泉水沿着泉眼喷涌而出，水流汇入河
道，连续十个月水流不断。
　　“这个泉以前几乎没什么水，也就汛期能稍微
多一点。”让大榛峪村村民贾金有格外高兴的是，
复得的水源既方便了村民的生活，美化了村里的
环境，还为村里迎来了写生的学生和民宿客人。
　　水多了，家门口的河道流淌起来了，这是近些
年来不少北京市民发现的“意外之喜”。而在肉眼
看不见的地下，另一种水资源也正迎来变化。
　　根据 3 月 14 日北京市水务局发布的消息，
截至 2021 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连续 6
年回升，超采区面积比 2015 年最严重时减少
82%。地下水，这个北京的“隐藏资源”正悄悄地恢
复生机。
　　同时，水环境的改善和河湖的复苏也带来
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君
介绍，目前北京市健康水体已提升到 86% ，浮
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大型水生植物种
类均大幅增加，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丰富。未来
还将利用改善后的水生态环境，持续加大滨水
空间开放共享力度，让民众一同享受环境改善
的成果。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已落下帷幕，“双奥之
城”的“奥运遗产”将为这座城市留下永恒的印记。

“天蓝了，水清了，绿水青山就是我们为子孙后代
留下的最好‘遗产’。”贺玉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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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清草绿、鱼翔浅底，这是如今的美舍河
一景。
　　美舍河是海南省海口市人民的“母亲
河”，今年 2 月水利部公布全国 11 条“最美
家乡河”，美舍河成功上榜。很难想象，如今水
清岸绿、生态优美的美舍河曾经污浊不堪、臭
气熏人。
　　美舍河全长约 16 公里，纵贯海口市南
北。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舍河也曾是一
条美丽清澈的河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人口

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美舍河受到严重污染。沿
岸居民夏天都不敢开窗，一些居民甚至举家
搬离。
　　 2016 年 4 月，海口启动美舍河污水治
理工程，围绕“生态修复”“服务民生”等核心
理念，以水体治理惠及民生，用生态修复提升
城市的颜值和价值。
　　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美舍河治理摈
弃了传统的工程治理方式，转向系统治理，岸
上岸下各种要素一起整治。一方面截污纳管，

从根本上解决美舍河排水基础设施不完善问
题；一方面同步开展内源治理，对河道内垃圾
和淤泥进行清理，消除河道内源污染，以改善
水质。
　　对美舍河的生态修复，主要是破除河
道 和 沿 线 堤 岸 混 凝 土 ，在 两 岸 种 上 树 和
草，同时在水底种上苦草、狐尾藻等，让两
岸的红树扎下根，引来鱼儿和鸟，构建可
呼吸的水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河流的自净
能力。
　　海口还在全省率先推行河长制，强力推
进美舍河治理，确保生态修复顺利实施。
　　通过几年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美
舍河又重新“活”了过来，并成为城市一张
新的名片。
　　海口市民王凯旋从小在美舍河边长大。

“小时候河水很清澈，夏天小伙伴们都会到
河里游泳。后来城市发展，河水污染，水变得
又脏又臭，大家都不想住在这里。”他说，这
些年政府对美舍河进行了整治，河两岸越来
越美，水也变得清澈，鱼和水鸟越来越多。

“住在周围的居民经常带孩子来河边玩，非

常幸福。”他说。
　　周末的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十分热闹，
大人们沿着河边慢跑、遛狗，孩子们在草坪上
放风筝，追逐嬉戏。
　　“以前这里是垃圾场和臭水沟，如今被政
府改造成湿地公园，景色美，环境好，是一个
健身休闲的好去处，也非常适合带孩子来
玩。”海口市民黄子露说。
　　今年初，海南打响了一场治污水、保供
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水“六水共
治”攻坚战，把治水攻坚作为“十四五”期间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而美舍河也成为海
南污水治理的一个样本。
　　海口市水务局河湖科二级主任科员吴
挺飞表示，在海南“六水共治”攻坚战中，海
口将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前期已摸清家底，
梳理了海口市 373 个水体，将从生活污水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增强排涝体系建
设等多个方面统一谋划、协同实施。目前海
口已初步谋划“六水共治”项目 217 个，总
投资达到 366 亿元。
      （记者周慧敏）新华社海口电

  大图：肖治金用望远镜观察黑叶猴活动
情况（3 月 16 日摄）。
  小图：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黑叶猴及幼崽（2018 年 5 月 17 日摄）。
  位于贵州省沿河县与务川县接壤处的贵
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高谷深，生态

优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灵长类
动物黑叶猴的栖息地。
  今年快 60 岁的肖治金，1989 年被聘为
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凉桥管理站的专职
护林员。自 1997 年以来，为了科学考察和研
究黑叶猴的生活习性，肖治金风餐露宿，行走

在山谷峭壁之间，一边接近猴群，一边巡护山
林、打击盗猎。在长达 33 年的守护中，肖治
金与野生黑叶猴之间已经彼此熟悉。在村民
们的眼中，肖治金成了能与黑叶猴“对话”
的人。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影报道

一个人与一群猴的 33 年守护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
李美娟）江西省科学院生
物资源研究所近期发现，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中华
秋沙鸭在江西赣江水域开
辟了新的越冬地。
　　“多年来，中华秋沙鸭
在赣江干流只在吉安段发
现有不足 20 只，但是去
年 12 月以来，我们在赣
江 万 安 段 发 现 有 近 3 0
只。”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
源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戴 年
华说。
　　今年 3 月 13 日，戴年
华和研究人员在赣江万安
段的赣江井冈山航电枢纽
坝下水域，再次看到一群
鸬鹚、苍鹭等水鸟中“藏”
着一小群中华秋沙鸭，经
仔细辨认约有 15 只。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业
内认为目前全世界仅存约
2000 只。它们每年 10
月开始迁飞到长江流域及
以南地区越冬，其中江西
是中华秋沙鸭来越冬数量
较多的省份。
  新华社西宁 3 月 23
日电（记者李琳海）记者从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了解
到，青海首次影像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中华秋沙鸭，这是自《青海经济动物志》
有记录以来，时隔 30 多年后再次记录到该
鸟种，填补了该鸟种在青海影像记录的空白。
　　据了解，今年 1 月下旬，青海国家公园
观鸟协会联合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专家，
在青海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北川河片区开
展鸟类多样性调查时，拍摄到 1 只疑似中华
秋沙鸭的雌鸟。3 月中旬，该协会工作人员
再次前往调查区域对该鸟种进行调查，发现
普通秋沙鸭群中混居着一只外形略有不同的
秋沙鸭。经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专家对视频、照片进行鉴定，确定该鸟种为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
　　近年来，青海不断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
调查监测力度，充分发挥青海国家公园观鸟
协会等社会公益组织作用，持续开展以鸟类
调查监测为主的保护研究，为青藏高原生物
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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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西宁电（记者吕雪莉、童昊）记者
近日在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
内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走访时，在
黄河河道发现一群蓑羽鹤。经鸟类专家确认，
这是迁徙中的蓑羽鹤，刚刚飞越喜马拉雅山
后，途经黄河源，在此短暂休整。
　　作为地球上为数不多能飞越世界之巅的
鸟类，蓑羽鹤的迁徙历程可谓惊心动魄。每到

秋末，当草原上寒风四起、草木凋萎的时候，
蓑羽鹤便要长途迁徙去到印度的北部过冬。
不管是从中国的北部出发，还是从俄罗斯的
南部出发，蓑羽鹤都要飞越珠穆朗玛峰。而历
尽艰险飞过了珠峰，它们还会遇到天敌金雕
的偷袭。
　　“蓑羽鹤的繁殖、栖息都不在青藏高原，
也几乎不停留，属于青藏高原典型的旅鸟。”

青藏高原鸟类学研究专家李来兴说，蓑羽鹤
在青海省是最不常见的鹤类。特别在春季，迁
徙的蓑羽鹤很难被观察到。
　　至于这群蓑羽鹤为什么会出现在黄河源
地区？他分析说，估计是与高空气流的变化有
关。如果此时发现大量停息的蓑羽鹤，多数情
况下，可能是当时的气候突然出现变化等干
扰所致。

能飞越珠峰的蓑羽鹤现身黄河源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梅永存、彭张青）阳
春三月，当一抹阳光掠过海拔 900 多米的灰
炉山山巅，林间躁动起来，鸟鸣声此起彼伏，
村民邢长春也跟着忙碌起来。
　　早上 6 时许，邢长春徒步十多分钟山
路，将携带的玉米粒一小撮一小撮地撒在石
头、枯木桩和树干上，好让美丽的白鹇叨食时
多多地活动其筋骨，亦能让鸟类爱好者在白
鹇觅食嬉戏过程中抓拍到瞬间美图。
　　准备就绪后，邢长春几声哨响，20 多只
野生雄雌白鹇从栖息的密林不同方向涌出，
或飞行或踱步地奔向投食点。这个白鹇家族
的成员们胃口特别好，石头、枯木桩和树干上
的玉米粒很快被它们一扫而光。
　　今年 50 岁的邢长春是福建省永安市青
水畲族乡丰田村村民，也是该村最早的“鸟
导”，其生态观鸟点位于村子旁边的灰炉山山
腰，一条小溪从山林前汩汩流过，空气清新、
宁静怡人。
　　为“孵化”这个观鸟点，这位山村农民前

后花了近 5 年时间，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
断投食。
　　体态华丽的野生白鹇深受海内外观鸟爱
好者的青睐，目前平均每天能为邢长春一家
招来十多名观鸟游客，食宿和观鸟票为其带
来不菲的收入。这位“鸟导”今年新装修了一
家“良栖山院”，民宿拥有 13 个房间共 26 个
床位，以其扩大观鸟经营规模。
　　像邢长春一样，大江南北涌现出成百
上千的乡村农家职业“鸟导”，日复一日地
为各种水生和陆生鸟类投放食物，依托培
育的生态观鸟平台吸引海内外源源不断的
观鸟爱好者前来观赏摄影，并为这些观鸟
人提供农家饭菜、民宿及特色农产品服务，
赚取收入。
　　观鸟旅游特指是用望远镜、照相机等
光学工具，观察自然状态下野生鸟类的活
动。旅游者借助于车、船等交通工具，在高
山、大河、森林、草、湖泊及沼泽，寻找鸟的
踪迹，观察鸟的活动，录下鸟的鸣叫，摄下

鸟的姿态，鉴定鸟的种类，陶冶情操，获得
美的感受。
　　中国生态学会湿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福建师范大学仝川教授认为，发展观鸟旅游
这一业态符合现代旅游业发展的潮流，其对
目的地环境影响的副作用最小，却能带来可
观的经济效益。
　　仝川介绍，野外观鸟活动最早兴起于科
技和经济较为发达的英国和北欧，距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目前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范围
的时尚休闲旅游活动，每年有几千万人热衷
于观鸟旅游。随着亚洲经济日渐崛起，日本、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我国港、台等地区
观鸟之风随之兴起。
　　仝川说，民间观鸟活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少数沉醉于
大自然的鸟类爱好者发起，经过 30 年的推
广发展，各地观鸟组织应运而生，渐入“人鸟
相观、天人共契”佳境，为普及观鸟旅游活动
打下了坚实基础。

　　“全国目前有固定观鸟点上千家，各省市
县有条件的都成立了观鸟协会或观鸟组织，
鸟类爱好者 1 亿人以上。”鸟网创始人段文
科说，“除了鸟类专家学者、鸟类摄影师和生
态环境保护人士，青少年学生现为鸟类爱好
者的主力军。”
　　“我国的生态观鸟旅游业厚积薄发，呈
现‘井喷’之势，用 30 多年时间业已跨越了
西方国家 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前景迷
人！”段文科说。
　 　 观 鸟 旅 游 业 的 自 然 属 性 和 分 散 性 ，
决 定 其 是 一 个 藏 富 于 民 的 行 业。观 鸟 旅
游活动搞得红火的地方多是青山绿水环
绕 的 偏 僻 乡 村 ，不 少 是 过 去 产 业 发 展 的

“空壳”村。
　　仝川告诉记者，乡村因地制宜发展各具
特色的观鸟旅游，既可满足城市居民亲近大
自然的需求，亦可助力边远乡村农户持续增
收，是一条“让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实
现乡村振兴的好途径”。

生态观鸟旅游“井喷”，“人鸟相观”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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