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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邓
楠、王贤）“从前矿山环境差，
杂草丛生烂泥巴，尘土飞扬
污 染 大 ，路 面 到 处 是 坑
洼……青山绿水环境美，人
间四月看槐花。前面就是槐
花林，郁郁葱葱绿油油。感
谢前人栽槐树，才有今天好
环境！”
　　暮春时节，在湖北省黄
石市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矿冶
博览园，一阵清脆嘹亮的快
板吸引不少游人驻足。演绎
快板的古稀老人巫东明，8
岁起在这里生活，又在此工
作，退休后他拿起快板自编
自唱，讲述矿山变成公园的
故事。
　　穿过草木葱茏的石头
山，沿着弯曲的观景道路，往
深处去，三座山体环绕的采
矿深坑浮现在眼前，这里就
是最大落差 444 米、坑口面
积达 108 万平方米的“亚洲
第一天坑”——— 黄石国家矿
山公园核心区大冶铁矿采矿
场巨坑。
　　极目远眺，满眼的绿，废
石堆上种出的连片槐花林郁
郁葱葱；迷人的棕，修旧如旧
的采矿设施陈列在园区里的
矿冶博览园；彩虹色的滑梯、

“1890 矿乐谷”等旅游项目
点缀其间。
　　矿产铸就了这里曾经的
辉煌。从近代汉阳铁厂原料
基地，到新中国成立后重要
的原材料工业基地，1890
年至 2000 年的百余年间，
这里开采出 1.3 亿多吨铁
矿、32 万多吨矿山铜。
　　持续多年的开采，使得
矿产资源面临枯竭，生态环
境逐渐恶化，“瘌痢山”越来
越多。巫东明说：“那时废石
堆积，白天吸热晚上散热，气
温要比周边高出四五度。一
到下雨天，矿渣被冲到附近
村庄，周边村民怨声载道。”
　　“ 20 世纪 60 年代，大
冶铁矿人痛定思痛，决心治
理环境。”矿工家庭长大的黄
石国家矿山公园管理处主任阎红勇回忆，5 名
懂植物种植技术的人员用了 20 多年时间，在
废石堆的缝隙里试种不同的树苗，筛选出固氮
能力较强、耐瘠薄、利于种植的豆科类植物
刺槐。
　　“白天生产，晚上种树，把石头翻过来，填上
土、生活垃圾和肥。石头缝里种树谈何容易，种
失败了一株，就补种两株。”巫东明说。
　　就这样，一代代矿山人回填植绿、破墙倒
绿、见缝插绿，先后栽种 120 多万株刺槐，形成
360 多万平方米的硬岩绿化复垦生态林。
　　生态复垦成功，为矿区工业旅游、绿色发展
奠定了基础。2005 年，黄石矿山公园成为全国
首批、湖北省首座国家级矿山公园。3600 亩的
主园区里，轧路机、运矿车等露天开采装运设备
被原样保留，由齿轮、阀门、角铁等废旧材料改
造而成的六组钢雕艺术作品精巧夺目，随处可
见的铁元素引人注目……
　　“天坑一眼望不到底，山体像梯田一样，别
致又壮观，感觉不虚此行。”来自黄冈市的游客
张先生慕名而来，在矿冶博览园和“1890 矿乐
谷”，运矿火车头与工业雕刻艺术作品让他驻足
许久。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 2007 年开园以来，国
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自 2012 年起，园区连续 9
年举办槐花旅游节，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赏

“石头上种树”的生态奇迹。
　　“无论是采矿还是建造矿山公园，矿山人
始终贯彻综合利用这一理念。工业遗址蕴藏
着深厚的矿冶文化，作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
点，我们就是要深挖矿冶文化，放大工业遗址
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阎红勇说，“我们正在
建设高空转椅等体验式项目，引入智能化技术
呈现采矿过程，以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的
游览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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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 4 月 28 日电（记者朱国亮）
《江苏省洪泽湖保护条例》将于 5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将为持续推动洪泽湖治理创新提供法
律保障。
　　这是江苏省首部针对单个湖泊制定的省级
综合性法规。条例对洪泽湖规划与管控、资源
保护与利用、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作出明确
规定，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江苏省洪泽湖管理委
员会、省市县三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各级河湖长
的工作职责。
　　 2019 年以来，洪泽湖治理保护取得一定
成效，湖区 1.9 万住家船民、2.6 万滩区移民、
1.4 万退捕渔民告别“水上漂”“滩上居”；区域
内 25 个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湖体综
合营养指数逐年下降；沿湖环境面貌持续改善，
累计恢复生态岸线超过 40 公里，环湖造林近
20 万亩，修复湿地 2 万余亩，建成“绿美乡村”
100 多个。

江苏专项立法保护洪泽湖

新华社记者恩浩

　　 4000 余条河流奔流不息，600 多个湖泊
星罗棋布，辽阔的内蒙古大地，在祖国北疆亮丽
风景线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内蒙古自治区成
立 75 年来，水利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族人民生活改善发挥着
重要支撑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
古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以“水”为笔绘出一幅幅

“河畅、湖清、水净、岸绿、景美”的生态宜居
画卷。
　　黄河内蒙古段蜿蜒 830 公里，在黄河“几”
字弯处，十大孔兑（孔兑，蒙古语，意为山洪沟）
穿透库布其沙漠，直通入黄，黄河泥沙的约十分
之一即来源于此。今年 55 岁的内蒙古达拉特
旗树林召镇河洛图村村民苗侯玉回忆，过去这
里是“山是和尚头，有沟没水流”，一场大雨就能
引发山洪。数据显示，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十大孔兑携带的泥沙曾 8 次堵塞黄河，凌汛期
河水出岸更时常发生，沿线群众安全受到威胁。
　　黄河治理，根子在流域。当地总结出了“山

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坡退耕种草披袍子、山
腰兴修梯田系带子、沟底筑坝淤地穿靴子”等
综合治理模式，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如今，十
大孔兑区域上中游水土流失面积由 1995 年
的 8223 平方公里降至目前的 4500 平方公
里。“你看这淤地坝下，之前都是沟沟壑壑，现
在都能种粮食。”与过去相比，苗侯玉对现在
的生活很满意。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累
计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408.86 万公
顷，水土流失实现了面积由增到减、强度由重
到轻的历史性转变。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斯
琴毕力格表示，自治区成立初期，就把水利建
设作为奠定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百姓安全、改
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来抓。

“十三五”期间，通过完善水库、河道及堤防、
蓄滞洪区、抗旱应急等工程手段，以及健全水
文监测站网和预报预警体系、山洪灾害防御
体系以及水工程调度等非工程措施，全区洪
涝灾害死亡失踪人数、受灾人口、受灾面积分
别比“十二五”减少 63.2%、42.8%、44.9% ，
洪涝和干旱灾害年均损失率分别降低到
0.6%、0.8%。

　　近年来，内蒙古着力推进水生态环境治
理，河湖“外在颜值”和“内在气质”逐步提升。
过去 5 年，呼伦湖水域面积逐年提高，湿地
生态逐步恢复，生物多样性不断改善；岱海面
积萎缩趋势放缓，水质也在好转，湖中鱼类等
生物增多；察汗淖尔治理工作也全面推开，周
边区域地下水位逐渐回升。
　　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工作事关民生福祉。
自治区成立初期，农牧民饮水以筒井、大口井
等分散式供水工程为主，供水设施简陋，水质
易受污染，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自治区成立后，历届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农村牧区饮水安全保障工作，大力解决农村
牧区饮水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内蒙古
已建立起较完整的农村牧区供水体系。截至
2021 年底，全区共建成农村牧区集中式供水
工程 2.2 万处，分散式供水工程 46.2 万处，
可以服务 1240.43 万农村牧区人口，其中建
成千人以上供水工程 1761 处，千人以上供
水工程服务人口占比达到 50%，规模化程度
逐年提升，全区农村牧区集中供水率达到
83.6%，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79.5%，农村牧区
供水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明显增强。

　　斯琴毕力格介绍说，如今，内蒙古水利事
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取得突
破。“十四五”开局至今，内蒙古积极践行新时
期水利工作方针，完成了全区 27 条跨盟市
河流水量分配，基本实现全区农业用水计量
全覆盖；全年用水总量控制在约 211 亿立方
米以内，万元 GDP、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均较 2015 年下降 20％ ；建成约 3000 万亩
的高效节水灌溉农田，年可节约用水近 30
亿立方米；今年 1 月 1 日起，《内蒙古自治区
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内
蒙古迈入地下水依法严格管理的新阶段。
　　记者还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
多年来在中央加大水利投入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支持下，内蒙古水利投资规模稳步增长、投
资来源不断拓宽。相继建成红山水库、绰勒
水库、三盛公水利枢纽、河套灌区以及察尔森
灌区等一大批大中型骨干工程，目前全区水
库达到 505 座，总库容 108 亿立方米，充分
发挥了防洪、灌溉、供水、发电、养殖、生态等
综合效益，水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28 日电

内蒙古：以“水”为笔绘生态宜居画卷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是武陵山脉主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地。如今，梵净山分布着以黔金丝猴、梵净山
冷杉为代表的 2760 余种野生动物和 4390 余种植物，是中亚热带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2018 年，梵净山作为世界自然遗产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暮春时节的梵净山，处处皆绿，生机盎然。

  这是在贵州梵净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拍摄的黔金丝猴（3 月
21 日摄）。
  新华社发（杨伟摄）

   4 月 21 日在贵
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印江县紫薇
镇管理总站附近栖息的
藏酋猴及幼崽。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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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吴慧珺、俞启涵

　　错落有致的村居，连绵起伏的青山，碧绿
的湖水倒映着蓝天……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
区棠溪镇双合村，综合监管网格员胡建斌正
骑着摩托车在村里巡逻。“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画面尽在抬眼之间。
　　看到村民门口洗菜淘米的沟渠中有不少
漂浮物，胡建斌停下车把漂浮物一一捞了上
来。“路边的垃圾、村里的违建、养殖场的违规
排放……这些我看到都要及时处理上报。”胡
建斌说，除了环境保护外，村里的森林防火、
防汛抗洪、平安宣传等工作也是自己的重要
职责。
　　胡建斌说，过去村子里有巡河员、护林
员、巡田员等各类“员”，自己也曾是一名环境
监督员，现在要求“一员”管到底，责任重了，
工资也跟着涨了。
　　胡建斌身份的转变，源于贵池区创新设

立的绿水青山综合监管“一员制”模式。据
悉，贵池区成立多部门联动的综合协调办公
室，将环保、林业、水利、农业等多部门资源整
合，并将基层的环境监督员、巡河员、护林员、
巡田员、护路员等整合为综合监管网格员，还
编制了绿水青山资产清单和网格区域监管清
单。综合监管网格员对照清单，以固定的线
路每天打卡式巡查。
　　据棠溪镇党委书记何智勇介绍，棠溪镇
在“一员制”工作推行前，各类“员”加起来有
62 名，推行“一员制”后，通过公开选聘、竞争
上岗等方式最终确定综合监管网格员 15 名。
　　贵池区副区长王玉平表示，通过网格员实
现“多员合一、一员多用”，为村民开展“组团
式”服务，能更好满足村民对村居治理的诉求。
同时，各镇街也打通了网格员向村干部发展晋
升的渠道，让他们付出有收获，干事有盼头。
　　绿水青山综合监管“一员制”还实现了智
慧监管。贵池区在各镇街搭建了“一员制”智

慧平台，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
管”的生态管护机制。
　　“农户在基本农田内违规建设养鸭大棚”

“养殖场沉淀池出现污水泄漏”“山林有大量枯
死松树”……在棠溪镇绿水青山综合监管“一
员制”智慧平台的大屏幕上，不断滚动着网格
员通过手机 App 上传的各类村居治理和生态
环境等相关问题，并实时显示问题处理进度。
　　记者注意到，平台上传的各类问题，网格
员能立行立改则立即整改；如果无法处置，则
通过平台上报镇街，镇街协调人员处理；如果
在镇街层面无法处理的，则通过平台上报区级
层面，由区级将问题交办各职能单位，基本做
到了“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王玉平说，通过推行绿水青山“一员制”
综合智慧监管，贵池区构建了“面上统一管”

“小事有人做”“事事能闭环”的乡村治理体
系，让村居治理实现了从自治、共治到智治的
治理变迁。       新华社合肥电

“多员”变“一员” 山青水更美
安徽池州探索“一员制”护美丽乡愁

新华社记者
邵琨、张武岳

　　在泰山的一处山崖
上，生长着一种春天开
白花、秋天结红果的植
物——— 泰山花楸。泰山
花楸对生存环境十分挑
剔 ，喜 欢 生 长 在 海 拔
1000 米以上的山间悬
崖上。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
源中心副主任解孝满
说：“这是山东特有的珍
稀濒危树种，目前仅发
现 1 棵野生植株。”
　　为了繁育保护这一
珍稀濒危植物物种，扩
大种群数量，山东省自
然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
到野外采集种子，在实
验室内攻克一系列难
题，成功繁育出了泰山
花楸。
　　解孝满介绍，与泰
山花楸类似，崂山梨也
是山东特有树种，目前
只发现 3 棵。它们都含
有丰富多样的基因，可
以用来丰富“粮袋子”

“菜篮子”“果盘子”“油
瓶子”“药罐子”。人类
对它们的研究利用还远
远不够，很多功能价值
待挖掘，但首先要保证
能把它们留下来。
　　在山东省林草种质
资源中心的一个智能温
室里，工作人员小心翼
翼地打理着人工繁育的

林木幼苗。“这几年成功繁育了泰山花楸、崂山
溲疏、紫椴等珍贵树种，并在崂山、昆嵛山、泰山
等适生地野化回归。”解孝满说。
　　让这些树种成功野化回归并不容易。每隔
一段时间，工作人员都要爬到泰山上，观察记录
泰山花楸不同时期的生长情况。狂风暴雨或是
冰雹过后，工作人员也要去看看它能否经得住
这些极端天气的考验。
　　“要不时查看他们的高矮、粗细，有没有长叶
子，研究温度、雨水、光照时长等对它的影响如
何。最重要的是看看它是不是还活着。移栽了
百十棵，存活的还有 17 棵。”解孝满说。
　　“十三五”期间，山东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林草新品种 179 个，省级林木良种 203
个，突破了 84 个珍稀濒危等野生植物和 26 个
重要栽培树种的繁育技术瓶颈。
　　近两年，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心共组织
29 支收集队伍，累计行程 14.5 万千米，以暖温
带及华东地区为重点区域，在全国范围内收集
种质资源。截至目前，这里保存着 2 万多份种
质资源，构建起了原地、异地和设施保存相结合
的保存体系。
　　阳春四月，在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心的一
个设施保存库中，几名穿着羽绒背心的工作人员
正将新收集的种子挑选出来，装到密封的小玻璃
瓶中。玻璃瓶内还有一个硅胶包。解孝满介绍，
保存库常年温度 15 ℃，相对湿度 15%。采集回
来的种子经过自然干燥，达到安全含水量后再封
存。如果达不到含水量要求，硅胶包会变色，我
们就会及时采取措施。
　 　 在 这 里 ，一 份 种 子 一 般 最 少 需 要 保 存
5000 粒。每隔一两年，工作人员还会测试保
存种子的活力，发芽率、成活率达不到要求的，
及时补充更新。
　　这座“种子方舟”旁，能容纳 70 万份种质
资源的新存储库正在建设中。“这里不仅能保护
生物多样性，还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可能。”
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心主任李文清说。
             新华社济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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