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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时空

◎新华社记者 熊 琦 熊翔鹤
郑梦雨 李晓婷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

藏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

全区“四件大事”“四个确

保”的重要内容，绿色发

展格局初步构建，一条生

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

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正在形成。

◎本报记者 吴纯新

近日举行的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指出，2022年，西藏全

区完成营造林 117.9 万亩，修复退化草原

437.5 万亩，全区 7 个地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到 99%以上，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西藏被誉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

和“亚洲水塔”，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

财富。保护好雪域高原的生态环境，利在

千秋、泽被天下。

布达拉宫正南方的拉萨南山公园里树

木丛生、游人如织。谁又能想到，十年前，

拉萨南山还是一片荒山秃岭。巨大的变

化，源于西藏高海拔植树造林试点工程。

“拉萨南山高海拔植树造林试点工程的成

功，为荒山披上了‘绿衣’，实现了海拔 3900

米以上半干旱地区人工造林‘零的突破’，

为后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储备了技术、经

验，给了我们很大信心。”西藏自治区林业

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年来，林业部

门已筛选出高山柳、油松、樟子松等 30 多

种适宜栽种的树种，并取得了山地造林环

境调控、耐寒树种筛选等技术突破。

拉萨南山绿化仅是近年来西藏改善生

态环境的成果之一。

湍急的雅鲁藏布江由西向东一路狂

奔，与被称为西藏最美河流的尼洋河邂逅

于“雪域江南”林芝。两条江河汇流处泥沙

冲击沉淀，于河道三角洲形成广袤的湿地

平原——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就在这里。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雅尼

国家湿地公园时，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统筹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守

护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一年多

来，西藏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摸清湿

地资源现状的基础上，抓牢生态保护关键

环节，强化湿地保护力度。数据显示，西藏

现有湿地 652.90 万公顷，其中国际重要湿

地 4处、国家湿地公园 22处、湿地类型自然

保护区 15 处，受保护湿地面积达 448.87 万

公顷。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

和湿地资源管理处负责人表示：“经过不懈

努力，西藏已初步建立起多样化的湿地保

护体系，湿地保护已驶入‘快车道’。”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2023年，西藏将继续加强生态环境的

修复治理，预计全年完成营造林 120 万亩

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 500 万亩以上，持

续巩固“两江四河”流域造林成果，实施雅

鲁藏布江中游山南段和拉萨河城区段河滩

生态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工程。

雪域高原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环境的逐渐向好，源于西藏“必须坚持

生态保护第一”“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

乃至世界生态文明高地”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把生态环境保

多项政策措施为建设美丽西藏护航

2022年 12月 25日，随着最后一台光伏

组件逆变器直流开关的闭合，西藏华电那

曲色尼区 12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正式投

产，一排排的光伏板成为了藏北草原发电

“新动能”。该项目预计每年可节约标煤

7.6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1.96万吨。

从日喀则市区沿318国道往东45公里，

就进入了桑珠孜区江当现代生态产业示范

园。桑珠孜区以该示范园为中心，辐射各

乡、街道，大力推进种植业、养殖业、民族手

工业、旅游业等发展，土豆小镇、萝卜小镇、

西瓜小镇、青稞小镇、林卡旅游小镇等已初

具规模。桑珠孜区边雄乡甲根村村民边巴

深有感触地说：“看到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带

来的效益之后，我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

变化，端起了‘生态碗’，吃上了‘致富饭’。”

山南市以“雅江中游百亿产业走廊”为

基带，优化绿色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先后引

进西藏藏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亿利生态修

复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江平生物基质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西普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一批绿色企业，建设了万亩苗圃基

地、千亩矮化苹果基地、千亩葡萄种植基地、

千亩经果林基地、千亩甘草基地、百亩车厘

子基地等一批生态产业项目，形成了生态种

植、生态旅游等多元生态产业体系。

在拉萨，西藏藏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 9 家企业入选《西藏自治区 2022 年度绿

色制造名单》，获得“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称

号。截至目前，拉萨市共有 17 家自治区级

绿色工厂，占全区绿色工厂总数的 60%。

绿色低碳产业、高原生态旅游、高原绿

色农牧业……一大批绿色生态产业在西藏

落地生根，西藏绿色发展格局初步构建，一

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正在形成。

一大批绿色生态产业落地生根

护作为全区“四件大事”“四个确保”的重要

内容。西藏坚持高起点谋划、高站位布局，

不断健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政策保

障体系，陆续出台了《西藏自治区区（中）直

有关部门和单位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全面压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考核机制，

完成两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配合工

作，扎实推进反馈问题整改。

近年来，西藏累计投入 127 亿元，深

入实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规 划》；对 81 处 各 类 自 然 保 护 地 进 行 优

化调整，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

化监督工作，退出自然保护地矿业权 242

宗 ；全 区 50%的 国 土 面 积 被 划 入 生 态 保

护红线，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片区获批

设立；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珍稀野

生动物种群呈现恢复性增长，发现白颊

猕 猴 等 新 物 种 5 个 。 2022 年 ，全 自 治 区

空 气 环 境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达 99% 以

上，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 100%，土 壤 环 境 安 全 稳 定 ，生 态 环 境

质量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保护西藏生态环境，是为了人民生活

福祉的提高。近年来，西藏深入实施生态

富民工程，落实森林、草原、湿地和重点生

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将 5 个县纳入国

家综合补偿试点，落实各类生态补奖资金

663.9 亿元，积极推进生态富民利民，推动

把符合政策的新增公益林纳入国家补偿范

围，组织群众承包造林工程，支持发展林下

经济，让群众在参与生态建设中吃上生态

饭、走上致富路，一大批农牧民成为了绿水

青山的守护者和受益者。

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湿地，不仅与大

江大河、大湖大海密切相连，而且广泛分布

在河沟、水库、农田、池塘等地，与人类的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

近 10 年，中国大力保护修复湿地生态

和水环境，新增和修复湿地 80 余万公顷。

13个城市获“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数量位居

世界第一。星罗棋布的小微湿地正化身城

市的“毛细血管”，生机搏动，赋能美好生活。

诗意城市，浪漫栖居

2日一早，武汉市东湖一角的华侨城生态

湿地公园渐渐苏醒。湖面泛起阵阵涟漪，水

草摇曳生姿，岸边树林里不时传来数声鸟鸣，

绿道骑行的追风少年，凉亭吹奏的退休老人，

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风光图。

人在湖畔，湖在城中。从岳家嘴立交

桥往东一公里，或者武汉站东广场往南 500

米，就能从车水马龙的都市，切换到绿意盎

然的湖边，享受湖光山色的美景。

“东湖既拥有湿地，也是重要的城市生

态空间。要让城市与湿地相融，将东湖打

造为人民乐园，为市民和游客营造更美好

的‘诗和远方’。”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

区工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栿堂说。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因地制宜，见缝插绿，2022 年底武

汉的小微湿地已达 32 处，未来 3 年将在市

民身边建成 50 处小微湿地，湿地生态服务

范围由传统的湿地保护区、湿地公园向城

市中心区域不断辐射。

科技赋能，守护绿色

漫步杭州西溪湿地，大自然的音符伴着

翠色在眼前奏乐。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国家

级湿地公园——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2003 年以来，杭州启动西溪湿地综合

保护工程。伴随技术迭代，西溪湿地依托

杭州城市大脑，建设了“智慧西溪”系统，依

托物联网传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打造“湿地大脑”，整合分析各相关部门的

环境监测资源，构建生态“驾驶舱”。

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西溪湿地动植

物增加了 800余种，不少珍稀“明星鸟”飞来

落户，引种的珍稀濒危植物也“适彼乐土”，

近在市民游客身边的城市湿地重焕新生。

“我很喜欢拍青山江滩，这里景色特别

好。”71 岁退休职工赵志刚的相机取景框

里，岸上草木葱茏，长江奔涌而去，远处高

楼和二七长江大桥隐约可见。

“以前这里拖运砂石、钢材的车辆很

多，路特别坑洼不平，雨天一脚泥，晴天一

身灰。”赵志刚说。

2013 年，武青堤堤防江滩综合整治工

程动工。通过采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将

防洪功能与城市景观自然融合，还江于民。

“不仅美了颜值，还丰富了内涵。”武汉

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景观设计师

熊颖介绍，通过运用海绵城市“渗、滞、蓄、

净、用、排”等措施，有效消减了雨水径流速

度和污染负荷，让青山江滩成为天然氧吧

和“雨水花园”。

秀丽山水，因景而兴

入夜，数万名市民来到重庆市汉丰湖

畔，或在明亮的滨湖广场载歌载舞，或在绿

树围绕的环湖步道上散步、骑行，或带着孩

子在湖边的沙池中嬉戏。

“曾经的汉丰湖到处是干涸而死的鱼

虾和水生植物。”重庆市开州区自然保护地

管理中心主任黄亚洲回忆。多年来，开州

区在重庆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持续实施水

质净化、景观美化、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

提升等工程。死气沉沉的“汉丰沟”逐渐变

成了鸟声婉转的“越冬天堂”。

依托生态优势，汉丰湖创建市级旅游

度假区，打造“享湖经济”。一系列大型赛

事每年轮番上演，游客在这里可登文峰古

塔、游风雨廊桥，也可观珍稀水鸟、品特色

美食。据统计，2022 年汉丰湖景区接待游

客 600余万人次。

在2022年11月举行的《湿地公约》第十

四届缔约方大会上，我国提交的《加强小微湿

地保护和管理》决议草案获得通过。随着中

国方案获得全球共识，小微湿地作为湿地保

护的“新兴”领域，正释放出越来越大的能量。

如今，在寸土寸金的杭州市主城区，约

11.5 平方公里的西溪湿地周边，已形成一

批高教密集区、休闲旅游区和高新技术产

业集聚区，打响了“游在西溪、学在西溪、住

在西溪、创业在西溪”品牌。湿地保护融入

城市建设全过程，“城市绿肺”成了吸引人

才和资金的聚宝盆。

一幅清丽生动、因景而兴的绿色画卷

正徐徐展开。

湿地，赋能美好生活
——来自国内小微湿地的一线观察

冬日冬日，，西藏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候鸟翔集西藏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候鸟翔集，，景色别致景色别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张汝锋摄摄

长时间以来，“三磷”（即磷矿、磷化工、磷石膏库）企业废水排

放是加剧长江流域磷污染的重要原因。

湖北作为我国磷化工第一大省，磷矿资源保有储量、年开采

量、磷化工产业规模、磷肥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为此，湖北省发布

了《磷矿开采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填补了

磷矿开采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无国家或地方标准的空白。

新标准恰逢其时

“此前，磷矿开采水污染物排放无专用标准，主要执行《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这个标准没有专门针对磷矿开采

行业排污情况，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限值不严格、行业污染物指标不

完善等问题。”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科合处处长张忠华说，湖北亟须

一套规范的磷矿开采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目前，湖北磷化工行业发展进入转型期。在环保政策和市场

需求变化的双重驱动下，湖北磷化工行业将向绿色化发展，产品发

展方向也将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新能源领域转变。

2018 年，湖北启动《标准》编制工作，编制组选取代表性企

业较多的宜昌、荆门、襄阳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进行监测采样

及样品分析，广泛听取相关部门、行业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

议。制定标准过程中，充分考虑湖北磷化工行业技术所能达到

的污染控制水平，也兼顾了磷矿开采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管

理水平。

湖北省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凌海波介绍，《标准》编制组以湖

北大中型磷矿开采企业为对象，开展了水污染物排放情况调

查。在全面分析国家环保法律法规、行业发展现状及规划、行

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行业发展带来的主要水环境问题的基础

上，筛选出水污染物指标。通过详细分析行业污染防治技术现

状和行业国内外标准执行情况，拟定和论证了水污染物指标限

值，最终构建了磷矿开采行业水污染物指标控制体系，形成了

《标准》。

据统计，湖北省典型磷矿开采企业调查数据显示，总磷排放浓

度大于 0.3 毫克/升的企业比例为 18%，大于 0.5 毫克/升的企业比

例为 1.3%。以管理效果较好的黄柏河流域为例，总磷排放浓度大

于 0.3 毫克/升的企业比例为 12%，总磷排放浓度大于 0.5 毫克/升

的企业数量为零。

这意味着湖北大部分相关企业并不会因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提高而提升废水处理成本。还没有达到总磷排放标准的企业，

也可采用化学沉淀技术+物理过滤技术相结合的处理工艺，使出

水总磷浓度低于 0.3毫克/升的标准。

提高磷矿开采行业水污染物地方排放标准，可从源头倒逼行

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优

化，进一步引导湖北磷矿开采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抓源头事半功倍

“要实现磷矿产业向高端化升级，提升磷化工企业绿色化水

平，必须从开采源头加强监管，才能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张忠

华说。

与当前行业管理应用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相比，《标准》的

控制污染物为 9种（类），其排放限值均严于或等同于《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的一级排放限值。

目前，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出台磷矿开采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标准》的出台实施，为湖北省磷矿开采企业水污染控制以及执

法部门环境监督提供了直接依据。

凌海波介绍，《标准》针对湖北的环境情况，更加严格要求了总

磷、悬浮物等污染物的排放限值，总磷二级排放限值为 0.5 毫克/

升，悬浮物二级排放限值为 30 毫克/升，等同于《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中的一级排放限值。一家企业从采用旧标准到采用新标准，在

磷矿开采过程中可以减少污水中总磷排放 40%。

同时，《标准》分级不搞一刀切。考虑到磷矿开采企业在建设

期废水处理能力不足，《标准》将污染物排放限值分为两级，从矿山

开始建设至达到设计生产能力期间排入外环境的废水执行二级排

放标准，生产期排入外环境的废水执行一级排放标准。

加强源头管控、不搞一刀切

新地方标准助力湖北磷污染治理

在在““世界屋脊世界屋脊””上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汉江汉摄摄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韩荣）近日，记者从山西省林业和草原

局获悉，山西省 2023年将继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高标准完成 400

万亩年度营造林任务、100万亩森林抚育任务、加快推进太行山（中

条山）国家公园建设，实现绿富同兴目标，全面开创林草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2022 年，山西省以林长制为抓手，以科学绿化为遵循，全年完

成营造林 550.99 万亩，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人工造林 350.1 万

亩，位居全国第一；林草惠民项目带动 30 多万脱贫人口增收 6.13

亿元；保护修复草原 28 万亩，种草改良 30 万亩，繁育草种 0.53 万

亩，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步入质效并重的新阶段。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 年山西省将以

扩绿和经营双“提质”、省直林区和自然保护地双“升级”为主攻

方向，扩绿、补绿、护绿三管齐下，高标准完成 400 万亩年度营造

林任务。同时，山西省将分区建立草种种质资源数据库，突出加

强乡土草种的选育培育，重点打造建设晋北万亩草种繁育基地，

以优良种源夯实保护修复基础。依托亚高山草甸保护修复和黄

土高原区退化草原治理项目，完成种草改良和草原修复治理 100

万亩。

此外，山西省还将发展干果经济林、壮大林下经济、推进森林

旅游康养、布局全省花卉产业，加强林草资源监管，强化基础保障

能力，持续增强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让三晋大地更加美丽

宜居。

山西省

2023年将完成营造林4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