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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修复工程将有力

保障南水北调东线水质安全，

整体改善区域生态系统质量，

进一步筑牢江苏湖网地区生

态安全基底，培育和丰富生物

多样性，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和

生态系统质量，增强生态系统

固碳增汇能力，增加生态产品

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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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申报的“江苏南水北调东线湖网地

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以下

简称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十四五”期间第

二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据悉，保护和修复工程区处于国家“三区四

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长江重点生态区，既是连通

长江和黄河两大重点生态区的重要生态廊道，又

是海岸带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江苏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源头区，东线工程

江苏段长达 404公里，涉及长江、淮河、沂沭泗三

大水系。从 2013 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开始投运

以来，从长江和主要湖泊累计调水出省 54 亿立

方米，惠及沿线 175 个区（县）、22.6 万平方公里，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北京冬奥会

提供了优质水资源保障。

南水北调，成败在水质。水质好坏，关键看源

头。南水北调东线水质，总体维持在地表Ⅲ类水，存

在部分断面水质在汛期不能稳定达标的现象。

如何守护华北地区供水生命线？从 2021 年

开始，江苏在保护和修复工程区内开展水系、生

态本底评价、生物多样性、矿山地质环境等 12项

调查，发现了影响水质的三大隐患。

第一，近 20年，洪泽湖、骆马湖、高邮湖面积

共减少 71.93 平方公里，有效调蓄库容减少了约

1.45亿立方米；圈圩养殖的无序发展等造成水系

不畅、湖泊湿地萎缩。

第二，集中连片耕地减少、农田破碎化，导致

农田环境容量变小；主要河湖周边氮、磷易流失

的农田面积约 20 平方公里。氮、磷排入周边河

湖，进而加重河湖水体富营养化。

第三，保护和修复工程区内共有历史遗留矿

山 341处，矿山开采，导致山体和植被破坏，造成

水土流失，地表水、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进

而影响河流水质。

科学研判，三大隐患影响水质

此外，保护和修复工程聚力创新探索，依

托江苏首创国土空间生态整治试点实践，支持

徐州在运河流域开展生态化整治，在获得良好

的生态效益的同时、腾挪建设用地空间；以洪

泽湖湿地为样本，探索湿地碳汇核算技术路

径；同步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

创新试验区建设，力争打造一批“两山”理论实

践典型。保护和修复工程着力在生态保护修

复制度体系建设、技术路径探索、管理模式创

新等方面形成江苏经验。

江 苏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保

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将有力保障南水北调东

线水质安全，整体改善区域生态系统质量，进

一步筑牢江苏湖网地区生态安全基底，培育

和丰富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和生

态系统质量，增强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增

加生态产品供给，为助推美丽江苏建设提供

重要支撑。

创新探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
从源头保障南水北调东线水质安全从源头保障南水北调东线水质安全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三

大水质隐患，保护和修复工程以增强生态系统稳

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筑牢生态安全格局，保障

水质安全为核心目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明确目标，夯实生态安全基底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昊）7 月 6 日，记者获悉，广西平陆运河项目目

前 已 纳 入 国 家“ 十 四 五 ”规 划 纲 要 和《国 家 综 合 立 体 交 通 网 规 划 纲

要》。项目以“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低碳”为目标，通过开展运

河沿线水环境综合整治和水生态修复，实施自然岸线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建设沿河生态廊道，着力打造低碳运河，共建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滨

水经济带，力争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保护水平的生态运河、绿

色运河。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珠江—西江流域

连接北部湾港的亿吨级水运交通大动脉，上游与素有“黄金水道”之称

的西江航运干线相连，向西经邕江直通南宁和左、右江腹地并通云南，

向东经郁江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通过黔江、红水河或柳江直达贵

州，向南由北部湾出海，运河线路全长约 140 公里。

广西生态环境厅负责人表示，平陆运河沿线生态资源丰富，生态敏

感度较高。因此，广西生态环境厅按照“全面分析保护受体、科学分析

影响程度、精准提出对策建议、科学谋划发展趋势”的思路，将“通航、

治水、复绿、造景、循环”等理念融入平陆运河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全

过程，不断完善项目设计期、施工期、运营期的环保措施建议，提升运

河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平陆运河项目在平陆运河沿线两岸原则上预留 1 公里的保留区用

于建设生态廊道，保护沿线生物多样性，实施保护性开发。项目针对

性地提出在运河越岭段布设动物通道，促进运河两岸间动物的自然交

流；保留 36 处原河道的形态或河道形成的牛轭湖作为生态涵养区，最

终形成“多廊+多点”景观格局，构建生物多样、丰富的运河生境。

同时，平陆运河项目还将合理设置过鱼设施和鱼类增殖站。拟在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设置 2 个鱼道，为鱼类和水生生物提供洄游通道。

项目还将建设生物多样性观测站，对运河沿线陆生、河流和海洋生态

进行定期观测，通过监控系统及时反映平陆运河建设运行后生态环境

变化趋势，并以此为依据不断完善生态安全措施。

保护生物多样性

广西建设低碳平陆运河

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玛曲县，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补给

区。在藏语中，玛曲就是“黄河”的意思。

夏天是玛曲最美的季节。放眼望去，青青草

原，山花烂漫，清澈的黄河蜿蜒流淌。而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玛曲草原沙化问题一度突出，水

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

玛曲的“黄河保卫战”从禁牧休牧和治理草

原沙化开始。

禁牧休牧是促进退化草原休养生息、加快草

原植被恢复的主要措施。除了落实草原生态补

奖外，当地还通过宣讲政策、观摩学习等方式，让

牧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健康的草原生态系统

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加快牲畜出栏、优化畜群

结构等措施，可以为草原减负。

“以前，牧民习惯把牲畜养得久些，牛一养就

是四五年。其实，牛长到一定年头后，吃得多、长

得慢，不划算，也加大了草场的压力。万一遇到

自然灾害，损失更加惨重。我们引导群众加快周

转，牛 24个月就能出栏，草场压力大大减轻。”玛

曲县草原工作站站长杨林平说。

他介绍，2011 年起，通过草原生态补奖等措

施，玛曲累计核减超载牲畜 110 余万个羊单位，

2019 年达到草畜平衡。全县落实草原生态补奖

的天然草原面积达 1288.02万亩。

“减畜后，眼见着草场恢复了，水也多了。”玛

曲县阿万仓镇沃特村村民贡华尔说。对世代生

活在这里的牧民来说，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

化。贡华尔家的 2000亩草场在承包出去后成为

景区，他在半百之年吃上了“旅游饭”。

扎设草方格、覆土种植、防治鼠害……在保

护草原的同时，玛曲多措并举，对业已形成的沙

化土地和黑土滩退化草地等进行重点治理，成效

显著。

在一处河岸的沙化隔离带旁，玛曲县林业技

术综合服务站站长马建云介绍：“这地方曾是高

达 10 余米的沙丘。我们通过整治沙丘、覆土种

植灌木和草种，实现了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减少

了入黄泥沙量。”

据统计，2012年至 2021年，玛曲累计治理沙

化草地 25.68 万亩，沙化草地面积较治理之初下

降了 30%以上。

矿业权退出、塌岸治理、入河排污口调查、生物

多样性保护……一系列措施让玛曲的“健康指数”

不断提升。2021年，总投资50亿元的甘南黄河上游

水源涵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启动，玛曲是受益地之一。为期3年的项目，将对

矿山、森林、草原、湿地等进行系统修复。

监测显示，黄河干流流经玛曲的 433公里内

的径流量增加了 108.1 亿立方米，水源补给量占

黄河源区总径流量的 58.7%。2021 年，玛曲国控

断面的水质为Ⅱ类，水质评价为优。

“草原湿地的调节，让黄河玛曲段愈发清澈，

每立方米水的含沙量不足 1 公斤。”黄河水利委

员会玛曲水文站站长晁代河说。

当地多位受访者表示，生态环境保护须久久

为功。对湿地萎缩、潜在沙化土地扩大等问题，仍

须下大力气治理保护，进一步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我们要进一步统筹各方力量，加强科技支撑，

更好地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保护好玛曲这一草肥水

美之地。”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金红喜说。

甘肃玛曲上演“黄河保卫战”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对 2021 年落

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

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地处山东中部的淄博市成

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大，支持传统产业

改造、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等工作成效突出的地

方”。淄博不仅在传统产业改造、产业转型升级

中成为典型，而且淄博高新区还成为了山东省自

然资源厅评定的 2021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

案例之一。

如 今 ，一 幅“青 山 绿 水 绘 新 卷、近 水 远 山

皆风景”的生态新城大美画卷正在淄博徐徐

展开。

曾经的“伤疤”如今变“氧吧”

漫步在淄博的四宝山，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

色彩斑斓的世界。这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从

地图上看，黑铁山、九顶山、玉皇山、牧龙山、四宝

山、柳毅山、花山，这 7座山就像 7颗珍珠，镶嵌在

四宝山区域内。

“刚到这里时,东部山区山上到处都是采石

场，绿色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山体千疮百孔。中

午和傍晚两次放炮时间,漫天乱飞的碎石阻碍了

正常通行。”樊明惠是四宝山街道万杰路社区的

一位居民，在当地生活了 23 年,对这里的环境变

化深有感触。

如今,樊明惠每到周末或闲暇时间,就会到

花山公园、九顶山公园等市民免费园区游玩。以

前千疮百孔的山体早已不在，短短十几年，这里

变成了淄博中心城区的“氧吧”，成为新的网红打

卡地。现在，当地人嘴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天变蓝，地变绿，城里城郊鸟儿鸣。”

拔掉大烟囱引入生态项目

淄博是山东省的老工业区，素有“陶瓷之

都”“石化之城”之称。但是，在发展陶瓷、水泥

产业及煤矿时，发展与环境绞成了一个“结”。

“大烟囱，冒黑烟，混混沌沌少晴天，一年吸进

半块砖”，这句顺口溜是对前些年当地大气污

染的真实写照。

如今，淄博拔掉了冒烟的大烟囱，拆除了老

旧的生产线，接入了生态项目，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落地。

1996 年，淄博开始对四宝山地区进行规划，

着手对这一地区进行生态恢复，先后编制了《淄

博市四宝山地区生态恢复与建设规划》《淄博市

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到了 2005年，矿山

关停和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启动，并在随后的几年

里，先后关停水泥企业 11 家、生产线 30 余条，取

缔采石厂、粘土矿 27 家。同时，采取边关停、边

整理、边修复的“三同时”措施，加快四宝山的生

态恢复进程。

从 2003 年起,淄博先后实施两轮“碧水蓝天

行动计划”，均把四宝山的生态恢复作为重中之

重，编制了《四宝山地区生态恢复与建设总体规

划》，按照“关停水泥生产线,关闭矿山采石场，整

理土地植树造林”三步走的措施，确立了“以山体

整理复绿为主线，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关键，以工

程带动为纽带的发展思路”。

“环境也是生产力”深入人心

行走在淄博高新区，这里有 20 年历史的火

炬公园，湖岸边垂柳依依，倒映水中，微风拂动，

摇曳生姿，路边各色花卉，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这里有依山而建的 141.4 公顷的花山公园，利用

花山特有的沟谷地形形成了特色的花谷景观，一

片片茂密、幽深的树林，为游人营造出城市森林

的宁静；这里有绿丝带般横亘在中润大道上的青

龙山公园，让在电子信息产业园中为梦想打拼的

年轻人找到了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这

里还有九顶山公园、南营公园、孙庄公园……

截至 2020年末，淄博高新区已累计投资 7亿

余元对四宝山区域 6 座废弃矿山进行了绿化提

升，完成生态恢复面积约 1.8万亩，生态恢复成效

初显。

为了串联起黑铁山、九顶山、玉皇山、牧龙

山、四宝山、柳毅山、花山这 7 座山体，带给市民

更加丰富多样的体验，实现城市与自然之间的自

然联通，呈现“廊桥跨山,山水入城”的城市公园

空间，2022 年，淄博高新区还策划了桥梁建设项

目、玉皇山生态修复项目、秀水廊道项目，通过反

复论证后逐步开展实施。

优美的环境吸引了科创企业纷至沓来。淄

博松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电容触摸屏生

产企业，对空气洁净度要求很高。该企业负责人

苏伟告诉记者：“我们选择了在青龙山公园旁边

建厂，这里能满足我们对环境的要求，工作之余

还能爬山健身，一举两得。”

有了环境，项目来了，平台来了，人才来了，

资金来了……在淄博，“环境也是生产力”的理念

深入人心，当地对生态环境建设也更加重视。

经过 30年发展，“人在林中、城在绿中、三季

有花、四季常青”的良好生态环境正在淄博逐步

成为美好现实。

改造老工业基地，绘就青山绿水新卷

化保护和修复。

保护和修复工程确定了加强生态源地保

护、增强湖泊湿地水质净化能力、强化河湖周

边农田自净能力、提升山林水土保持能力等任

务。工程计划实施湿地自然恢复 12.8 万亩，废

弃矿山自然恢复 1.4 万亩；实施退圩还湖 8.8 万

亩，湿地修复 6 万亩，河道整治 0.14 万公里，清

退严重影响水系连通性的迂区；修复治理废弃

矿山、采煤塌陷地共 1.4 万亩；重点整治洪泽

湖、邵伯湖、京杭大运河周边的氮磷易流失地

块 3.3 万亩，有效消减面源污染入湖入河。实

现区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水质安全有力

保障，夯实“一轴一带三核三区”的区域生态安

全基底。

同时，保护和修复工程依据流域水系的空间

分布和各生态要素的作用机理，划定分区单元，

布局重点项目，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

科学精准施策。

保护和修复工程依据流域水系的空间分布，

各生态系统的关联性，自南向北划分了长江下游

干流、淮河中下游和沂沭泗 3 个分区。在分区

内，依据湖泊、丘陵等主要地形地貌，结合主要生

态问题，划定了 7 个修复单元，明确了差异化的

主攻方向与治理策略。

沿江调水源头水生态保护修复单元主要实

施通江河道岸线修复；环高邮—邵伯湖单元主要

开展湿地修复和土地综合整治；运东水生态修

复单元主要推进水系连通和岸线修复；环洪泽

湖单元以湿地自然恢复为主，推进实施退圩还

湖、物种保育保护；江淮丘陵矿山单元主要开

展宕口生态修复；环骆马湖单元主要实施退圩

还湖、入湖河道整治、物种保育保护；徐淮丘陵

单元主要开展采煤塌陷地治理、矿山宕口生态修

复和湿地修复。

广西钦州平陆运河出海处广西钦州平陆运河出海处 王伟臣王伟臣（（实习生实习生））//中新社中新社//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洪泽站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洪泽站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新华社讯 （记者李志浩 张晓龙）新疆 7 月 6 日启动向塔里木河下游

生态输水工作，这是 2000 年以来，新疆第 23 次向我国内陆第一长河塔里

木河下游实施生态输水。较为特别的是，本次输水较之往年提前了 1至 2

个月时间。

当日，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境内、塔里木河下游处，大

西海子水库开闸放水，水流流入塔里木河下游干涸的河道。

记者从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了解到，本次输水将持续至 9 月汛

期结束，预计 15 天时间可使塔里木河下游、从大西海子水库至尾闾台特

玛湖 360多公里的河道全线通水。在充分保证流域农业灌溉用水的前提

下，本次生态输水比去年提前了 1个多月时间。

作为季节性河流，塔里木河的水流主要来自各源流处高山融雪，仅夏

季水量较大，其他季节水量小。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

员徐海量表示，生态补水时间提前至 7 月进行，对胡杨、柽柳等下游沿岸

主要建群植物的落种意义重大。受每年河道来水影响，上述植物种子落

种时间经几千年演化形成规律，集中在 8月至 9月。它们种子数量虽多，

但寿命短，一般不超过 15天。提前至 7月开始生态输水，可大幅提高种子

存活度，实现水与种的生态契合。

2000 年至 2021 年，新疆先后 22 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从大西

海子水库累计下泄生态水 87.9亿立方米。输水有效遏制了下游生态严重

退化的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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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第23次

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

新华社讯 （记者牛少杰）7 月 6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召开河南秦岭东

段洛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动员会，标

志着河南黄河流域这一重大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全面启动。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秦岭山脉东段、洛河流域，属于国家“三区四带”

中的黄河重点生态区，总投资 52.11亿元，共部署 30个子项目 56个单位工

程，包括水土流失治理、林地提质改造、水环境治理、土地综合整治、湿地

修复、矿山生态修复等。

项目区总面积 6.8万公顷，生态保护价值独特，动植物种类繁多，是我

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功能区，现有各类自然保

护地 37个，分布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植物 116种。

该项目有关负责人表示，项目的实施可实现黄河中游河南段左右岸

同治，对于改善秦岭东段生物多样性，系统解决入黄支流流域水土流失与

水生态功能退化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守护

黄河中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河南将优先选取具备开工条件的 23个子项目作为 2022年度施

工项目。

河南启动

黄河流域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