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保时空

◎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

岩缝、焦土、被砍断的枯竹丛中，钻出了新生的竹枝。

这是去年夏天重庆山火过后，今春缙云山上长出的第一茬

新竹。

2022 年 8 月 21 日晚，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虎头村凹儿坪发

生山林火情，山火连续烧了 5个晚上。森林消防员、武警等专业救

援力量以及党员干部、市民自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同心协力，遏制

住蔓延的火势，保住了缙云山的大片森林。

冬去春来，这片森林的创伤仍未完全愈合。但新生的植物已

破土而出。

“大自然自我修复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随记者一同

上山的志愿者孙智说，2022年 10月初他第一次回到山火后的缙云

山，地上就冒出很多新芽。2023 年春天，山上的竹子长得很快，又

生出不少新枝条。

在上山路上，记者看到，一株株新竹从烧焦的竹根缝中长

出，有的已有一人多高，枝头低垂，挂上了细竹叶。地上遍布蕨

类植物，蕴藏着生机。溪谷对面，曾被隔离在山火外的一棵大树

郁郁葱葱。

这次上山，孙智和十几名志愿者带着锄头、十字镐等工具，修

理山火中受损的登山步道。山火被扑灭以来，不时有志愿者上山

捡拾垃圾、整修步道，还有不少重庆市民申请上山植树、帮忙清运

枯枝。重庆市林业局等部门一直在着手开展灾后的林区生态修

复，通过自然修复和适度人工干预恢复山林。

下山路上，记者遇到了正在缙云山脚自家柑橘林中除草的农

民李俊成。山火隔离带和几十年前栽种的防火树种，保住了这片

柑橘林。李俊成说，火烧得最凶的那几天，全村人几乎都上山砍隔

离带；明火被扑灭后，他的儿子和两个孙子又连续半个月整晚上山

巡护，防止山火复燃。现在，村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扎根在缙

云山的竹林开始恢复了。

69 岁的李俊成说，他从小看着这片山、这些树长大，看着翠竹

成林。村里正计划给各家发树苗，组织村民上山种树，争取尽快恢

复缙云山的原有生态。“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缙云山的风景就会越

来越美。”

新竹又生缙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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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入海排污口一头

连着江河湖海，一头连着

生产生活，是打通岸上和

水里、陆地和海洋的关键

环节，也是污染物进入水

环境的最后一道关口。加

强和规范排污口的监督管

理，对改善水生态环境质

量，保护和建设美丽河湖、

美丽海湾具有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李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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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视界

2月 11日，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一只黑叶猴幼仔成了当天耀

眼的小“明星”。只见一身金色毛发的黑叶猴幼仔躲在妈妈怀中，

黑黑的眼珠不时看向四周，灰褐色的长尾巴一甩一甩，古灵精怪的

模样赢得了广大游客们的喜爱。

这只名叫“三年”的雄性黑叶猴幼仔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出

生，它的出生是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在珍稀动物保护方面取得的新

进展。据了解，长隆为“三年”的母亲“笑笑”特别定制了食谱，以保

证“笑笑”有足够的奶水喂养幼仔。目前，“三年”以母乳为主食，身

体发育情况良好。据保育员介绍，黑叶猴一般喜欢吃新鲜的桑叶、

嫩紫荆叶、山指甲、大红花和一些时令青菜等。“笑笑”产仔后，保育

员结合它的身体情况定制了专属食谱，增加了安素和少量的苹果、

猕猴桃等，保证其有足够的营养摄取。

黑叶猴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列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目前在我国，黑叶猴主要分布于贵州、

广西以及重庆等地区，野生种群数量在 1700 只左右，世界范围内

野生种群数量仅 2000 只左右。通过多年的保育技术经验积累和

科研攻关，长隆灵长类研究中心已经掌握了包括长鼻猴、猩猩、川

金丝猴等多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的繁育以及人工育幼技术。目前，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共有 58种灵长类动物，是全球范围内拥有物种

最多的灵长类保育基地。

濒危物种黑叶猴“添丁”

黑叶猴幼仔“三年”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供图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邓泳怡

◎本报记者 赵汉斌

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入河

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后，生态环境部、水利

部又于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对《实施意见》提出的重点任务进

行细化分解，明确了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

入河入海排污口一头连着江河湖海，

一头连着生产生活，是打通岸上和水里、

陆地和海洋的关键环节，也是污染物进入

水环境的最后一道关口。加强和规范排

污口的监督管理，对改善水生态环境质

量，保护和建设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具有

重要作用。

水污染治理涉及环保、水利、工商等多

个部门，在治理水污染时，各个部门往往难

以协调一致。加之排污管道多处于地下，

隐蔽性较强，部分地区管网现状不清，导致

排污口排放责任很难上溯。近 5 年来，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私设暗管、借

道排污案例高达 100 余例，涉及工业企业、

小区、养殖场等，部分排污单位甚至通过更

改偷排渠道等方式躲避监管。

入河入海排污口是流域、海域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要节点。“过去，污染源治理与

水环境保护目标存在分割现象。”生态环境

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程

绪水表示，这主要是因为限制排污总量是

针对水功能区而言的，并没有分配到具体

的入河排污口，没有与排污单位相对应。

同时，部分工作推进得还不够深入，没有系

统建立起“污染源、入河排污口和断面水

质”之间的关系。

以入河入海排污口为抓手进行水污染

治理，打通了水、岸两边，有利于实现水环

境保护和污染源治理的统一监管。程绪水

说，通过建立污染源—排污通道—排污口

和受纳水体之间的关系，可依据水质目标

对岸上污染源进行精准治理。

这种水污染治理方式助推了我国地表

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据生态环境部公

布的 2022 年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在

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

（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7.9%，同比上升 3

个百分点。2022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

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诸

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水质优良（Ⅰ—

Ⅲ类）断面比例为 90.2%，同比上升 3.2个百

分点。其中，浙闽片河流、长江流域、西南诸

河、西北诸河和珠江流域水质为优。

入河入海排污口是重要环保节点

在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的一

个大房间里，陈列着各式无人机、无人船、

管道机器人、高光谱水质在线监测仪、手持

激光雷达、探地雷达等高科技设备，这些都

是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中的“功臣”。

《通知》要求，各省组织开展排污口排

查、监测、溯源、整治及监管等各项工作。

在全面“查、测、溯、治、管”的过程中，科技

发挥了巨大作用，助推各地水生态环境质

量提升。

科技在排污口监管中发挥作用

在入河入海排污口治理上，各地根据

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地实施创新性措施。

据福建省厦门市公布的资料，厦门强

化组织领导，市委书记亲自挂钩包案重点

排污口整治，市政府成立入海排污口排查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会同污水处理设施高

质量高标准建设指挥部一体推进，保障入

海排污口整治和污水处理能力提升等工作

见成效。2020 年以来，厦门共生成并实施

各类入海排污口整治项目 322 个，共投入

92.59 亿元，其中在溯源排查上投入 5.36 亿

元，在修复、改造、新建管网上投入 80.6 亿

元，保障了从末端截污到源头治污的全过

程优化提升。目前，厦门的入海排污口整

治已基本完成。

河北省唐山市按照“全程关注整治，

坚持立行立改”原则，对交办的 2250 个排

污口逐一梳理，明确了 1802 个需要纳入

后续监测整治范围的排污口，选取具有代

表 性 的 1551 个 排 污 口 全 面 开 展 监 测 工

作，通过全覆盖、全要素监测，明确污水排

放状况和整治工作重点。先后组织专家

300 余人次，奔赴田间地头、企业工厂，全

流程了解排污口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类型

入海排污口，采取差异化整治措施。如对

工业企业类排污口，采取深度处理、强化

初期雨水收集处理等措施督导工业企业

实现达标排放；对城镇及农村居民生活污

水类排污口，采取新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

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修复老旧破损

管网等方法。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赵辉说，

山东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在入河入海

排污口治理方面采取创新措施，加强入海

河流总氮控制和入海排污口整治，全省近

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稳定在 90%左右。

在入海河流总氮治理方面，山东组织

开展了为期 4 个月的入海河流总氮治理省

市联合行动，累计巡河 15000 多公里，排查

出入海河流总氮污染问题 2469 个，目前已

完成 90%的问题整改。

据统计，2022 年，山东全省入河排污

口 整 治 完 成 率 超 过 90%，其 中 黄 河 流 域

完 成 率 达 95%；入 海 排 污 口 已 整 治 完 成

99.8%，提前超额完成 80%的年度整治目

标任务。

赵辉说，山东将有效管控入河入海污

染物排放，实现“受纳水体—排污口—排污

通道—排污单位”全链条管理，推动流域海

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因地制宜实施创新性治理措施

比如厦门各区均建立了入海排污口

“监测管家”，引入无人船、管道机器人、内

窥摄像检测系统等高科技设备，做到“应查

尽查”，形成问题清单。累计完成排查面积

416.64平方公里、排查管网长度约 22183公

里、发现问题 41.75 万个，绘制各区入海排

污口整治“一张图”，实现了污染物全方位

溯源。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处

处长明登历说，北京以入河排污口监管为突

破口，构建了“源—口—环境”三位一体的水

生态环境精细化管控体系；研发水生态“智

慧化监测”方法和装备并开展试点，为长期

定点位水生态和生境监测提供技术支持；建

立了基于全光谱的水质自动监测技术体系，

研发水质自动监测“云质控”技术，以及基于

全光谱的指纹图谱溯源等技术。

生态环境部海河流域北海海域生态环

境监督管理局局长范兰池说，海河北海局

在监管中，将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现场

调查取得的省界缓冲区等重点区域入河排

污口成果，及时共享给各省，通过问题反馈

及督导机制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形成良好

互动。

前不久，有媒体摄影师在云南省德宏

州拍摄到大批花头鹦鹉同框的场景。

“根据拍摄到的影像，能确定花头鹦

鹉的数量超过 100 只。”我国著名鸟类学

家、中山大学生态学院教授刘阳表示，此

次拍摄到数量如此之多的花头鹦鹉，打破

了国内的观测纪录。

花头鹦鹉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广东、广西，不

过，近百年的时间里它在这些区域都不见

踪迹，学术界甚至一度认为它在国内已经

消失。直至 2015 年 4 月，有生态摄影师在

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观测到 7 只该物种，

并拍摄到其野外繁殖行为后，花头鹦鹉才

再次被证实在我国境内有分布。

德宏州素有“中国亚马逊”“中国鹦鹉

湾”等美誉。德宏州林草局局长杨正华介

绍，全州记录有高等植物 6053 种、脊椎动

物 1000 种，其中鸟类有 720 余种，占全国

的 50%左右，在中国分布的 5 种犀鸟只有

在德宏州才能全部见到。

据悉，德宏州委、州政府历来高度重

视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大以

来，德宏州坚定地扛起生物多样性保护责

任，描绘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

画卷。

推进动植物监测和保护工作

杨正华表示，这些年，德宏州加强科

研和技术创新，推进野生动植物监测和保

护工作。

在 保 护 和 研

究的进程中，德宏

州 相 关 部 门 着 手

重点物种监测，成

功回收保护区“秘

境之眼”红外相机

照 片 及 视 频 22 万

余份，通过这些资

料 共 监 测 到 79 种

野生动物，其中有

国 家 一 级 重 点 保

护动物 8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16

种。2022 年，有关部门还首次拍摄到了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濒 危 物 种 红 色 名 录

上 的“ 极 危 ”物 种 马 来 穿 山 甲 的 野 外 活

体影像，确证了我国有马来穿山甲的自

然分布。

“多年来，我们还积极开展珍贵树种、

珍 稀 濒 危 保 护 植 物 资 源 收 集 培 育 等 工

作。”杨正华介绍，目前，全州建成国家优

质树种种质资源库、国家石斛种质资源

库，共收集珍贵树种 105 种，收集石斛品

种 150 多种。已培育储备珍贵树种优质苗

木 100 万余株，珍稀濒危保护植物苗木 3

万余株。建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原生境

保护小区 7 个，建成国家基因库云南分库

瑞丽分中心，培育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2 万

余株、珍稀植物 20 万余株，12 个珍稀濒危

和极小种群植物得到全面保护。

“ 念 好‘ 管 理 经 ’，当 好 野 生 动 植 物

的‘监护人’，是我们坚守的初心。”杨正

华说。

生态致富路越走越宽

隶属于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

委会的石梯村，是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

周边社区之一。这里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保存完整，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据记录，石梯村分布着犀鸟、红腿小

隼、灰孔雀雉和篦齿苏铁、滇藏榄等珍稀

濒危动植物资源，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 4 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22 种、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 15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74

种，是全国村一级生物多样性最为密集的

地区之一。

“ 在 发 展 中 保 护 ，在 保 护 中 发 展 ！”

2017 年以来，当地把“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打造观鸟旅游产业，依托丰富的

鸟类资源，采取“政府+协会+合作社”的

模式，建设观鸟特色村寨、规范鸟类监测

点 、规 定 生 态 休 养 期 ，举 办“ 国 际 观 鸟

节”。在政府号召下，石梯村设立了 40 多

个鸟类监测点，每年接待观鸟游客 3 万余

人次，不仅让游客大饱眼福，还让当地群

众在观鸟产业中尝足了甜头。

“每个监测点年平均收入 3.6 万元，村

民年人均收入由原来的不足 2000 元，提高

到如今的 8000 多元！”村民蔡伍说，他自己

买了两辆新车用于观鸟点运营，实现了由

“贫困户”向“鸟导游”的蜕变。

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石梯村的

蜕变只是德宏州将“绿水青山”化为“金

山银山”的缩影。云南盈江国家湿地公

园 、孔 雀 湖 生 态 旅 游 区 …… 德 宏 州 用

742.86 万亩的天然林、公益林和 199 万亩

的自然保护地，构建出了一道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护城河”，走出了一条别具一

格的“致富路”。

云南德宏州建基因库、培育小种群、重点监测……

当好野生动植物“监护人”，让珍稀物种频频露脸

加强排污口监管加强排污口监管，，把好把好““最后一关最后一关””

一群花头鹦鹉在空中翱翔一群花头鹦鹉在空中翱翔 孙冬军孙冬军摄摄

近年来近年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推进工业集聚区污水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推进工业集聚区污水治
理理，，严格入河排污口监管严格入河排污口监管。。图为沅江泸溪段图为沅江泸溪段。。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陈振海陈振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