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动态

6
2020 年 9 月 17 日 星期四■责编 李国敏

绿色空间 LV SE KONG JIAN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kjrblgm@163.com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裕河镇最近迎来了大批

游客。游客们白天游茶园、访古村落、观赏野生金

丝猴、体验“十大碗”和“三碗”文化，夜晚在湖边围

着篝火跳着锅庄舞、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很是惬

意。

数据显示，2019 年陇南全市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117.37 亿元，而这些收入都来自当地的绿色旅

游。近年来，陇南举全市之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不追求“污染的 GDP”，以把陇南建成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着力推进绿色屏障、绿色

经济、绿色家园、绿色制度、绿色文明建设，在绿水

青山中，精准破解贫困难题，走出了一条生态优

先、差异竞争、特色取胜的发展之路。

有了绿水青山，才能看见
金山银山

陇南地处甘陕川三省交界，独特的地理位置

造就了陇南优越的自然环境。这里植被茂密、水

资源丰富、各类生物和谐共生，被外界誉为“陇上

江南”。

同时，陇南也是全国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典型

代表，贫困县占比全国第一。据统计，2011年底全

市贫困人口 130.46万，贫困发生率达 53%。

如何深入挖掘陇南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

贫困群众眼前的“绿水青山”变成口袋中的“金山

银山”，成了摆在当地市委、市政府面前的一道考

题。

绿色是前提，对于陇南市而言，没有最绿，只

有更绿。近年来，陇南市以严格的执法惩治破坏

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以完备的体制、机制来保

障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据介绍，全市近几年同步扎实开展环保“三同

时”专项执法检查和“散乱污”企业及工业园区整

治工作，印发了《陇南市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放管

服”改革工作方案》，编制《嘉陵江流域陇南段尾矿

库污染治理和生态风险防范工作方案》，针对全市

尾矿库环境风险，提出治理目标及措施，进一步有

效防控尾矿库环境风险；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考

核权重，突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考核，实行生

态环保“一票否决”。

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的同时，农民们也在自

觉朝着更加绿色化的发展方向不断迈进。遵循着

“生态美”“环境优”“百姓富”的科学逻辑，陇南市

发展绿色旅游已入佳境。

“现在我们村可火了，游客络绎不绝。”在陇南

市康县岸门口镇朱家沟五福临门民宿客栈，朱彦

杰夫妇一边为要入住的客人整理房间，一边和记

者分享增收的喜悦，“我们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让

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向往。”

保护生态资源，就是创造
致富资源
“对于陇南而言，良好的生态是陇南儿女赖以

生存的根本，更是陇南实现后发赶超的希望所

在。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要尽可能地恢复保留

更多的绿水青山，为生态陇南绿色崛起铺平道

路。”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清

晰的发展思路。

近年来，陇南市准确把握当前陇南生态文明

建设的阶段性特征，深化实施“433”发展战略，牢

固树立生态观念，严格保护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

态经济，努力建设生态家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步伐日益坚定扎实。

早在 2014 年，全市退耕农户直接得到国家政

策补助资金 18.63 亿元。同时，积极争取落实生

态补偿政策，每年兑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5000 多

万元。

为了着力解决深山林缘地区贫困群众增收问

题，全市还专门聘用了生态护林员，不仅有效保护

了森林资源，还实现了贫困人口就地就业。

“以前，我们这一片山种的全是小麦、玉米，虽

然种得多，但根本卖不了多少钱。前几年，随着退

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我们这里全都种上了树苗，我

这个庄稼汉也成了生态护林员。每年仅靠管护这

片林子，就能有好几千元的收入，比种庄稼收入高

多了。”徽县城关镇石佛村贫困户李明德指着眼前

的林地说。

像李明德这样的生态护林员在陇南市就有

13982人。“以前我们靠着务农艰难生活，如今转换

角色，成了生态护林员，工作轻松了，收入也增多

了，实现脱贫指日可待！”李明德说。

打造美丽乡村，释放生态
旅游红利

绿色是陇南的底色，也是陇南依托生态资源

深入推进脱贫攻坚的特殊资本。走进陇南市徽县

嘉陵镇稻坪村，放眼望去，古朴的房舍错落有致、

青石板路穿插其间，茂林修竹、小桥流水、亭台楼

阁，以及不时从屋后升起的缕缕炊烟，让整个村庄

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在村民尹玉珍家里，几名游客正围在桌边，一

边交流，一边喝着刚刚熬好的面茶。“自从政府

把村子打造成美丽乡村之后，每到周末、节假日，

都会有很多来自各地的游客到我们村旅游，就连

家里的一个馍、一碗面茶也都卖成了钱，日子别提

有多好了。”尹玉珍一边忙活，一边说道。

不仅是稻坪村，近年来，陇南市以“把陇南建

成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立足自身

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了花桥

村、凤凰谷村、朱家沟村、田河村、三泉村等一大批

美丽乡村，走出了一条差异竞争、特色取胜的旅游

扶贫之路，贫困群众也从中享受到了乡村旅游带

来的发展“红利”，实现了增收致富。

数据显示，2019年，全市接待游客 2170.9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7.4 亿元，旅游就业人数

达到 5.5 万人 ；乡村旅游接待人数 1142.04 万人

次，收入 28.8 亿元。乡村旅游已然成为陇南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金钥匙”。

陇上江南：高颜值生态环境助力高水平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马海涛

甘肃省陇南市践行甘肃省陇南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理念，，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让优美让优美
风景成为乡村的美丽资源风景成为乡村的美丽资源。。图为陇南市文县白龙江畔图为陇南市文县白龙江畔。。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斌陈斌摄摄

一手抓生态保护，另一手抓高质量发展，黄河

流域九省区该如何作为？路线图来了。

8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等文

件。这意味着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后，精准、细化的推进措施

在翘首以盼中即将面世。

实际上，按照黄河治理“既要保护到底，也

要 发 展 到 位 ”的 遵 循 ，改 变 早 已 在 黄 河 沿 岸 各

个 省 区 发 生 。 9 月 7 日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在 山 东

境内的黄河三角洲采访时发现，在国家战略指

引下，政府、企业、专家正成为利益共同体，他

们 因 地 制 宜 ，加 大 科 研 力 度 ，在 盐 碱 地 里 建 起

混交林、蔬菜棚、产业园，改“不毛之地”为生态

绿 洲 ，为 黄 河 流 域 盐 碱 地 治 理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量发展打造了范例。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美丽富

饶的黄河三角洲湿地至今依然保有着新、奇、特的

特征。只有身临其境，你才能体会到它原始的

美。但这里，牛羊是少见的，因为白花花的盐碱地

吞噬了牛羊们的食粮。

盐碱地，由于靠近海边，海水不时浸入土地，

盐分和碱含量远超土壤正常值。盐碱地要长庄

稼，必须要把盐排出去，而水利工程是盐碱地改良

的根本措施。

相比于传统的明沟排水，山东农业大学陈为

峰教授的思路不一样。他另辟蹊径，设计的排水

改盐暗管，埋于地下，不占地，土壤脱盐率提高

25%，增产可达 15%以上，目前已在黄河三角洲推

广了数十万亩。

改良是为了种粮，而向盐碱地要粮食，这一尝

试又不鲜见。

埋暗管是物理改良，泥沙调理也是。陈为峰

的同事毛伟兵教授把黄河三角洲干渠里淤积的黄

泥沙，按照研制出的科学配比，铺撒在了小开河引

黄灌渠、滨州市水落坡乡等四五百亩试验地上，小

麦增产 1.3 倍，棉花增产 20%。配沙改良过的盐碱

地饱和导水率大幅增加，表层含盐量减少 96%。

埋暗管、调泥沙是给力的两招。它们在降盐

培肥的同时减少了化学品的投入，在改善土地理

化性状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

跟盐碱地较劲，林业科学家也在行动。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了给黄河流域的盐

碱地“披上绿色”，许多高校院所的科学家们把盐

碱地治理当作科研题目，一边治理顽疾，一边培养

学生。而近些年，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曹帮华培育

出山农 1 号到 4 号 4 个高抗盐刺槐品种，它们在含

盐量千分之四的盐碱地上还能顽强生长。

在我国，人多地少，粮食安全是重要议题。中

科院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勇认为，在当

前条件下，高产田再想提高产量在某种程度上已

遇到瓶颈，现在必须把目光放在大量的中低产田

和科技创新上。

上述专家们的努力，正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和

农业技术推广，将盐碱地改良为高产田，改“不毛

之地”为生态绿洲。

排盐，改“明争”为“暗斗”

盐碱地里红彤彤，是对大棚西红柿的形象概

括。盐碱地上种蔬菜有先天劣势。然而，在黄河

三角洲景屋合作社的大棚西红柿，却能年产 4 万

斤。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这里的西红柿不是种

在土壤里，而是在基质上——采用水肥一体化技

种菜，变“先天劣势”为“后天优势”

“春冬白茫茫，夏天水汪汪，旱了收蚂蚱，涝了

收蛤蟆。”这是山东潍坊滨海居民对盐碱滩的印

象。但如今，“盐碱白”变成了“生态绿”，初步实现

了“春花夏荫秋色冬绿”的生态目标。

颜色之变，一种新模式居功至伟。以盐碱地

复育为主业的胜伟集团在盐碱地上种牧草、建农

牧园。他们从澳大利亚引进的“碱地奶绵羊”，繁

殖率高，双羔率和三羔率超过 90%。同时，他们对

养殖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粪便、废水等再利用，把

转化成的生物有机肥用于涵养复育盐碱地，实现

产业生态循环。

将科技元素植入盐碱地，效果让人吃惊。如

今，在潍坊滨海，千亩优质紫花苜蓿已稳定产出；

碱地奶绵羊已受孕、产奶；碱地功能农产品已上

市，其中碱地特色瓜果、碱地有机蔬菜、碱悦全麦

面粉、碱地羊肉等产品深受市场青睐。

深耕盐碱地，“政府+专家+企业”形成了利益

共同体，瞄准痛点搞研发，拿出了新产品，贡献了

新模式。

去年 2月底，在黄河三角洲发生的一件大事让

记者印象深刻：中科院 19个院所的 69名专家学者

来到黄三角农高区，见证了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

计划“黄河三角洲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系统集成示

范”项目的落地。

当时，山东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向记者强调，

该项目实现了从单一技术实施到成套技术捆绑，一

所单打独斗到多所组合出拳的新突破，形成了工程

化技术推进机制，有利于推动中科院科研成果在山

东落地转化，促进项目成果可复制、可推广。

今年 7月份，山东博华农业科技公司联合南京

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申报的山东省重大科技

创新工程项目召开了一次推进会，重点解决退化

或障碍土壤高效治理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技

术问题……

越来越多的产学研力量加入进来，越来越多

的新模式相继出现。种种努力，使得越来越多的

“生态绿”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蔓延开来。“生态绿”

取代了“盐碱白”，成为盐碱地上的新风景。

深耕盐碱地，输出新模式

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技术推广

黄河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盐碱白盐碱白””正在变为正在变为““生态绿生态绿””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翟荣惠 术，舍弃土壤用基质，避开了根本性难题。用基质

加营养液种的西红柿高产量、高品质、高收益。如

今，仅景屋合作社一家，运用该技术的西红柿大棚

就发展到 100多个。

“如果说杨凌农高区为解决干旱、半干旱问题而

生，那么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就是

针对盐碱地问题而设。它们正探索成为中国农业生

产两大极端问题的解决方案。”山东省科技厅有关处

室负责人向科技日报记者概括的这句话表明，我国

第二家国家级农高区——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正通过科技的力量改变盐碱地的颜色，

使更多的“白花花”变为“红彤彤”“绿莹莹”。

为此，科研力量不断加入进来。

在山东省农科院黄三角试验示范基地里，推

动“不毛之地”变身生态绿洲的努力从来不曾间

断。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这里不仅将山东省农

科院下属各个平台的技术成果落地，更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国内顶尖农业科研力量在此扎根，在此

系统解决盐碱地治理和绿色开发、提质丰产增效、

环境健康友好等重大问题。

仅在 2018 年，这个基地就承接了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农科院等 53 支科研团队来此开展耐盐碱

品种鉴定、盐碱地改良、水—肥—盐一体化综合调

控机理与技术模式、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科研试验。

一支支来自天南地北的科研团队扎根到盐碱

地里，酝酿出一个个好消息。

“在盐碱地里种小麦亩产能过千斤,很不简

单。”说这话的是山东省农技推广总站站长高瑞杰

研究员。他评价的“山农 20”小麦品种，在滨州中

高度盐碱地上实现亩产过千斤，让不少盐碱地改

良者信心大增。

苜蓿是牧草之王，能显著提高牛羊肉、奶品

质。山东农业大学张桂国教授选育了苜蓿、田菁、

粮饲兼用型旱稻等品种陆续在黄三角示范推广。

如今，他们团队指导无棣绿风农牧集团种植了

3000多亩紫花苜蓿。

图为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景图为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凯王凯摄摄

新华社讯 （记者巩志宏）矿山环境整治是河北大气污染治理

的重要方面。记者从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河北今年将对

2057 处无主矿山进行综合治理，截至 8 月底已有 1722 处治理工程

开工。

太行山、燕山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但多年粗放式的

矿产开发带来不少环境问题，尤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数量多、治理

难度大。根据 2015 年摸底，河北亟待修复的无主矿山共有 4330

处、30.49万亩。

据了解，从 2016年起，河北持续推动露天矿山环境整治，已完

成 1648处无主矿山的综合治理，今明两年将对历史遗留的矿山环

境问题基本整治“清零”。

为推动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河北省级财政今年已安排 6

亿元专项补助资金，还明确了鼓励矿山土地综合修复利用、合理利

用废弃矿山土石料等支持政策，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加快推进矿

山生态修复。

尽快“还旧账”，不再“欠新账”。河北严控矿产资源开发，实施

矿业权减量化管理，停止新上露天采矿权和已有露天采矿权扩大

矿区范围审批。此外，加强对矿山企业开采活动的日常监督，督导

矿山企业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

河北今年将完成

2057处无主矿山环境整治

新华社讯（记者李云平）记者 9月 5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水利局获悉，作为我国第八大沙漠的乌兰布和沙漠正在实施

生态补水，将逐步缓解沙区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

乌兰布和沙漠总面积约 1500 万亩，其中近 430 万亩分布在巴

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由于这里常年受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影

响，年均降水量仅为 140 毫米左右，年均蒸发量高达 2400 毫米左

右，过去地下水主要依靠黄河水灌溉补充。

据巴彦淖尔市水利局局长张国卿介绍，为实现防洪安全与生

态补水“双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准内蒙古从 8 月 15 日起

利用黄河水向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生态补水，预计 9月 15日前结束，

补水总量将达 6500万立方米。

为确保生态补水工作顺利进行，黄河水利委员会专门派出查

勘组，现场查勘和督导生态补水进展，并达到预期效果。巴彦淖尔

市水利等部门加强黄河引水口、泄水口、退水口的水量监测，做好

生态效果跟踪评估工作。

目前，内蒙古已制定乌兰布和沙漠生态补水长远规划，主要通

过 3种办法实现沙区补水：一是利用水利灌溉工程进行生态补水；

二是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三是利用黄河凌汛期分洪水补水。

我国第八大沙漠实施生态补水

逐步缓解沙区地下水位下降

新华社讯 （记者张晓龙 张钟凯）水利工作者利用农业灌溉

间歇期，9 月 5 日启动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工作。这是自 2000

年以来，新疆第 21 次向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下游实施生

态输水。

当天，塔里木河干流来水抵达下游大西海子水库，水库泄洪闸

和新放水闸相继开启，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工作正式启动。

据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介绍，第 21次生态输水采用贯通

式下泄，计划输水 3.5 亿立方米，塔里木河下游生态治理成效有望

进一步巩固。

自 2000 年以来，新疆先后组织了 20 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

输水，自大西海子水库累计下泄生态水 81.6 亿立方米。持续输

水有效缓解了下游生态严重退化的局面，受水区地下水水位抬

升、地下水水质好转，下游动植物物种和数量增加，水环境得以

改善。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处长何宇说，启动

此次生态输水前，塔里木河流域管理部门已启动向塔里木河全流

域胡杨林区的生态补水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补水 13.65 亿立方

米。当前，流域管理部门正着力加强河道巡查，禁止沿线非法取

水，确保生态水量足额输送并全部用于生态。

新疆第21次

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

新华社讯 （记者郭强）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江西省农业农

村厅 9 月 8 日发布通告，在天然水域全面禁止使用 32 种渔具和捕

捞方法。

根据通告，禁止使用的 32 种渔具和捕捞方法包括地笼、底拖

吸螺网、定置网、迷魂阵、机动底拖网、吸螺（蚌、蚬）船、滚钩等 26

种渔具和电鱼、毒鱼、炸鱼、鸬鹚捕鱼、水獭捕鱼、敲罟渔法 6 种捕

捞方法。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表示，对携带、使用禁用渔具和使用禁用捕

捞方法的渔船，以及销售禁用渔具的实体门店、网店等，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对在禁捕水域，使用禁用渔具和

捕捞方法进行捕捞的，一律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移送公安机

关处理。

江西禁止在天然水域

使用32种渔具和捕捞方法

政府、企业、专家

共同加大科研力度，因

地制宜，在盐碱地里建

起混交林、蔬菜棚、产

业园，为黄河流域盐碱

地治理、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打造了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