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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唐山市丰南沿海区域

生 态 环 境 优 越 ，东 方 白 鹳 自

2018年开始连续到此栖息。最

开始有十多只在高压铁塔上筑

巢，2020年冬天筑巢范围更广，

2021年冬天有近300只东方白

鹳来过冬，开春迁徙后剩下120

多只。

300只

◎新华社记者 杨 帆

春风送暖，桃红柳绿。最近几天，内蒙古包

头市的市民纷纷来到市区北部的大青山散步健

身、呼吸新鲜空气。

“ 大 青 山 的 生 态 环 境 肉 眼 可 见 的 一 年 比

一年好！”4 月 18 日，市民李秀成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阴山山脉内蒙古包头市大青山段，在包头市

青山区境内东西长 23.5 公里，南北平均宽 3 公

里，是包头市北部区域重要生态屏障。曾经草木

葱茏的大青山，经过上世纪近 30 年的挖掘、采

伐，生态破坏严重。

近几年来，包头市青山区以生态文明建设新

思想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生态恢复及保护

之路，为守护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做出了有益尝

试，取得了良好效果。

4 月的大青山，南坡已现绿意，站在高点眺

望，蓝天掩映下绿树点点成辉，一汪汪蓄水池碧

波荡漾。远处层峦叠嶂，松涛阵阵，满眼翠色令

人心旷神怡。

然而在 9年前，大青山南坡几乎是寸草不生

的荒岭，由于多年的过度放牧、采樵、采挖矿石

等，该段山脉破坏严重，大风起，沙飞扬。

“不论是从地质情况、环境状况，还是从生态

破坏的严重程度来看，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恢复大

青山的生态环境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青山区农牧局局长郭建光这样评价当时的情况。

丁茂和他的包头市智茂元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茂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

始垦荒，进行生态修复的。当时，位于大青山南

坡二老虎沟的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恰巧在找一

家合适的机构接手，于是丁茂将其接了过来，开

始在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周围栽种树木。

也是从这年开始，包头市青山区启动“生态

修复造血机能”，陆续引进智茂元、包头卉祥源生

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卉祥源）、包头市百盛祥生

态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盛祥）等 7 家

生态建设企业，吸收社会资金，采用专业修复技

术，对大青山南坡进行“青山模式”治理修复。

智茂元负责二老虎沟及笸箩铺村两个项目

区的绿化和危岩体治理。与此同时，由贾福生创

办的卉祥源也开始在青山区兴胜镇榆树沟开展

大规模荒山绿化、生态修复。

“如今，在整个大青山南坡，二老虎沟的环境和

气候比过去有了明显好转，完全可以用山清水秀来

形容，这是我们用一点一滴的汗水换来的。”站在二

老虎沟最高峰，丁茂边擦掉头上的汗珠边说。

为能让工人和机械上到陡峭的山坡栽种树

木，需要先修整作业道路，智茂元和卉祥源的工

人们用铲土机结合铁锹进行施工，硬是在山石间

一寸一寸开凿出了几十公里、可以使车辆上下通

行的羊肠道。

从零起步 变不可能为可能

道路顺畅了，接着开始挖树坑，20 多台机器

分布在大青山各处，日夜轰鸣。

选种苗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耐旱的油松、

樟子松、蒙古扁桃、山桃、山杏及花草之类，最适

宜在大青山栽种，可还得按各树种的生长条件选

择栽种区域，有的在山顶，有的在山坡，有的在山

谷，此外，向阳还是向阴，也得事先做好分类。

再抗旱的植物也需要水的滋养，可是大青山

南坡地区偏偏没有水。“我们刚进入项目区时，政

府的供水配套设施还没有建成，我们只好用水车

往山上拉水，甚至采用人挑肩扛的原始办法运水

灌苗浇树。2014 年以后，项目区内开始使用政

府引入的大青山南坡绿化生态应急水源进行灌

溉，顺利解决了植物浇灌的大问题。”贾福生说。

攻坚克难 青山旧貌换新颜

短短 9 年时间，大青山南坡

第一道山脊可视范围内具备造

林条件的地块已全部绿化，形成

了大规模集中连片的造林绿化

区，在涵养水源、防风固沙、改善

山区生态系统等方面起到了积

极作用。大青山的修复模式倡

导了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

文明理念，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

胡荣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委书记

环保时空

青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苗林旺告诉记

者：“大青山南坡绿化生态修复工程累计投资

19.98 亿元，其中政府投入引导资金 2.37 亿元，

引入社会资本 17.61 亿元，完成人工造林 7.36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740 万株，完成矿坑危岩

体修复治理区域面积约 9000 亩，在大青山南

坡 70 平方公里区域内形成了大规模集中连片

的林地。”

针对大青山南坡生态修复和绿化工程，近几

年，青山区采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龙头企业带动的方式启动实施了“青山方案”。

“短短 9 年时间，大青山南坡第一道山脊可

视范围内具备造林条件的地块已全部绿化，形成

了大规模集中连片的造林绿化区，在涵养水源、

防风固沙、改善山区生态系统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作用。大青山的修复模式倡导了尊重自然、爱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青山区委书记胡荣说。

让企业参与进来，吸收社会资金，采用专业

修复技术进行大青山生态修复的“青山模式”，显

然非常高效。“生态治理和造林绿化投资大、周期

长。”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白云喜说，“我们任重

而道远，接下来还将下大力气进行再绿化、防火、

禁牧、加大资源管护等，必须维护好生态修复成

果，让生态建设具有可持续性。”

2019 年，包头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包头

市大青山南坡生态建设和保护的实施意见》指

出：企业等社会组织在承包土地绿化、完成绿化

任务的基础上，允许将所承包土地的一定比例用

于生态旅游产业等开发……属地政府解决土地

使用权，引进企业等社会组织完成绿化任务，在

不影响绿化景观、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

史文化保护的前提下，赋予企业等社会组织对该

土地一定期限的经营权……

丁茂和贾福生二人坦言：“正是这样的政策

激发了我们生态建设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随着生态环境的大幅改善，现在的大青山南

坡不仅森林茂密，树种繁多，就连狐狸、野兔、石

鸡、獾子、大雁、蛇等动物也随处可见。山上兴建

的几十座水库里，鲤鱼、草鱼、鲢鱼出没，游人无

不欢愉胜意。

目前，在大青山，军事文化体验园、青少年生

态科普教育基地等项目已经建成，步行栈道、观

景台、危岩体修复美化、大地艺术景观公园等多

个项目则正在兴建。

用产业化方式来推进生态修复，统筹兼顾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让政府得生态、企业得利

润，这是青山区生态修复工程得以顺利推进的核

心法宝，更是青山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凝心聚力 共创“绿色GDP”

现在，多家生态建设企业创新思路，在使用政

府引入的应急水源灌溉的同时，还对山里的雨水进

行截流，通过水资源循环，达到涵养生态的目的。

除修路、挖坑、植树、灌溉外，还有铺设管线、

修建蓄水池、改造河道……9 年来，多家生态建

设企业在各自的项目区域内昼夜奋战，工作开展

得如火如荼。

青山区矿产资源富足，粗放式的矿业开发与

生态治理形成了矛盾。“以前，大青山自然保护区

有 86 户采砂碎石企业、11 户商砼企业和 3 家生

产型企业。”丁茂指着被绿色掩盖的一段岩石说，

“这些企业开山、挖石、碎石，山体遭到了严重破

坏，到处是矿坑和危岩体。”

青山区决定整治并根治这一现状。“政府开

展‘清零行动’，下大力气取缔了采砂碎石企业、

商砼企业等，并由我们来改造危岩体，恢复这些

矿坑。”丁茂告诉记者，这些企业彻底撤离大青山

后，留下几百个废弃矿坑，智茂元因地制宜，用石

粉、沙子铺平矿坑底部，打造出 30 多个蓄水池，

方便浇灌树木。

“剩下的矿坑，经过 19 次爆破，被修复成缓

坡，我们沿坡覆土并种植树木。”智茂元副总经理

王俊文介绍。

曾经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和危岩体，如今都

已经被极有层次和美感的绿色替换，当地村民皇

甫红伟说：“现在山上有了绿色，环境和空气也好

了，平时村民们会来山上走走，甚至有市里的人

专门开车过来游玩。”

科技日报讯（记者瞿剑）中国石化 4月 14日宣布，其作为国内最大合

成树脂生产商，发起塑料循环绿色行动联盟倡议，旨在推动全产业链交流

合作平台搭建，打造塑料循环经济新模式，为减少塑料污染和国家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石化介绍，塑料循环绿色行动联盟倡议由其联合同济大学循环

经济研究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饿了么、娃哈哈、伊利集团等 23 家研究

院所、行业协会、品牌企业共同发起，将聚焦创新材料开发、应用、回收和

循环利用，致力于提高物理回收再利用的效率和品质，推进化学回收技术

研发和产业化，建设塑料循环经济新模式，树立绿色再生塑料新标杆，进

而打造绿色经济化闭环产业链，让理念转为实践，让倡议化为行动。

据悉，中国石化是首家加入国际终止塑料废弃物联盟（AEPW）的中

国大陆企业。治理塑料污染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受到我国高度

重视，我国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关于扎实推

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等，广泛动员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形成

“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参与”的三位一体塑料污染协同治理体系，为

全球共同应对塑料污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石化于 2019

年成为首家加入 AEPW 的中国大陆企业，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降

解塑料，并努力探索循环经济发展路径。

中国石化表示，作为国内最大的合成树脂生产商，将发挥牵头引领作

用，联合上下游产业打造塑料循环经济新模式。从上游看，将着力攻关热

裂解、微波裂解等裂解新技术，与相关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两手抓”，发挥

公司炼化生产技术优势，将低值废弃塑料转化为高值炼化原料，再次进行

合成树脂的生产，实现废弃塑料回收再利用。从下游看，将加大合成树脂

环保材料的应用推广，并与有关企业合作加强废弃塑料回收的宣传和引

导，共同使废弃塑料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收，返回到上游再利用。至此，形

成塑料循环产业链的闭环。

目前，中国石化已实现生物可降解塑料工业化生产，广泛应用于一次

性日用品、包装材料、农用薄膜、3D打印线材、医用材料等领域。

中国石化发起倡议

打造塑料循环经济新模式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记者从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以下简称森

工集团）获悉，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碳汇首宗挂牌成交签售仪式于近日在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圆满完成。

从“卖木头”到“卖指标”，森工集团积极将林业碳汇转化为生态产品，

实现生态产品货币化。森工集团经营的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四大重点国

有林区，大兴安岭的生态功能区面积有 10.67 万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

8.37 万平方公里，森林蓄积量 9.4 亿立方米，按照每生长 1 立方米林木平

均吸收约 1.83吨二氧化碳计算，林区森林碳储总量约 17.2亿吨。此外，森

林年净生长量达 2000多万立方米，森林蓄积和碳储量增长潜力巨大。

在签售仪式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林业战略

与规划研究室主任何友均发布了内蒙古大兴安岭碳汇资源调查结果和碳

汇项目发展潜力。他表示，基于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视角，通过调查确

定，大兴安岭林区满足林业碳汇项目类型开发的森林资源本底，依据天然

次生林经营碳汇、碳汇造林、森林经营碳汇、林业碳汇改进森林管理 4 种

碳汇方法学测算项目减排量结果为：2010 年 1 月 1 日到 2060 年 12 月 31

日，计入期为 51年，理论减排量为 3.5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计入期内年均

减排量 7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何友均表示，在全社会积极推动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探索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背景下，内蒙古率先开展并完成森林

碳汇资源本底调查与碳汇项目开发潜力研究，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和前瞻

性，对于推动森工集团碳资产和碳汇项目管理规范化、标准化、长期化，促

进林区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科技支撑和决策参考价值，对于建设美

丽新林区、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

从“卖木头”到“卖指标”

大兴安岭完成首宗林业碳汇挂牌签售

科技日报讯（记者叶青）4月 19日，记者从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获悉，该公司在国内率先建成首个能源消费侧碳排放监测平台，将构建

企业碳中和发展指数，动态评估不同地区各行业各企业在碳中和目标下

的碳排水平，为企业用户提供智能减排服务，助力能源消费侧的低碳转

型，助力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该平台根据国家颁布的碳核算标准，以行业级、企业级电力消费数据

为基础，融合应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能源消耗数据及相关经济数据，实现

对南方电网公司经营范围内各区域、各行业乃至各企业的碳排放总量、单

位 GDP碳排放强度的测算及动态监测。通过应用企业碳排放总量数据，

结合碳中和目标下的年度碳预算，构建企业碳中和发展指数。

通过该平台，政府及相关方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所有企业的碳排放情

况和碳中和发展进程，为控制与统筹碳排放量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可助

力消费侧碳中和的系统布局及路径优化方案实施。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能源消费侧碳排放监测平台建成

产业化生态修复产业化生态修复
让寸草不生的大青山绿了让寸草不生的大青山绿了

企业参与企业参与、、吸收社会资金吸收社会资金、、采用专业修复技术进行大青山生态修复采用专业修复技术进行大青山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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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报道称，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黑沿子

镇的东方白鹳栖息地中，有巢穴被人用泥草糊

死，里面鸟蛋、幼鸟死活不得而知，并附有航拍照

片，引发舆论关注。记者就此调查发现，网传情

况与事实不符。

东方白鹳属大型涉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被国际鸟类保护理事会确定为世界一级濒危

物种。东方白鹳对环境要求苛刻，一般在我国东

北一些地方繁殖，在长江下游及以南地区越冬，

野生种群数量稀少，被誉为“鸟界国宝”。

唐山市丰南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刚介绍，

由于丰南沿海区域生态环境优越，东方白鹳自

2018 年开始连续到此栖息。“最开始有十多只在

高压铁塔上筑巢，2020 年冬天筑巢范围更广，

2021年冬天有近 300只东方白鹳来过冬，开春迁

徙后剩下 120多只在这，成了‘常住居民’。”

“成年东方白鹳体长能超过1米，但其性宁静

而机警，由于沿海栖息地内没有高大树木，便会选

择高压铁塔筑巢，对筑巢高度和食物都十分挑

剔。地方林业、电力等多部门在请教鸟类专家后

展开工作，确保候鸟栖息繁衍不受打扰。”董刚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自 2018 年东方白鹳来丰

南“安家”后，当地多个部门持续关注国宝栖息繁

衍情况。近期丰南区农业农村局、国网冀北电力

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区供电分公司、黑沿子镇人

民政府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10 余人前往现

场进行调查。

调查报告显示，电力部门工作人员登上了被

“泥草糊死”的高压线塔，对东方白鹳鸟巢进行了

查看和拍照，并未发现巢内有鸟蛋和幼鸟，帖子

中所谓的“泥草”位于鸟巢侧上方，不存在人为糊

死鸟巢现象。

有当地爱鸟志愿者告诉记者：“应该是东方

白鹳弃巢后，鸟巢周围的枝条脱落，巢底泥土裸

露，被误认为鸟巢遭破坏。鸟巢枝条脱落的原

因，可能是受自然环境影响，或是被其他同类衔

走枝条筑巢。”

记者 15 日在栖息地现场走访看到，电力线

路沿线连续多个高压铁塔均有东方白鹳筑巢，可

以发现不少巢穴中有东方白鹳幼鸟的身影。在

当地新建的 3 个人工鸟巢中，已有 2 个住有东方

白鹳。这些高压铁塔高度在 15 米左右，直径在

1.5米左右。

记者在现场采访拍摄时，遇到当地通讯部门

工作团队。中国联通唐山丰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朱绍超介绍：“过来是为了装摄像头勘察点位，附

近有一个我们联通公司的基站，希望下一步可以

在上面装一个 360度的球体摄像头，看到周边五

公里的情况，起到防范作用，就怕有人偷盗，破坏

东方白鹳栖息地。”

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丰南供电分公司党委书记

吴云立告诉记者，相关线路用途是变电站主供电

源检修时作为备用电源供电，平时不带电。自

2018年东方白鹳在此线路筑巢产卵以来，电力部

门全力保障主供电源运行水平，该线路未曾启用。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大对高压铁塔的巡视排

查力度，防止发生电伤东方白鹳和线路掉闸事

件。此外，我们将进行定期特巡，同时提醒鸟类

摄影和观鸟爱好者自觉遵守规定，文明观鸟，给

东方白鹳创造一个自然安静的环境。”吴云立说。

河北唐山“国宝东方白鹳巢穴遭人为毁坏”不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