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存在安全隐患的岸线变身为“滨

水走廊”，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驻足；示范

河湖创建让乡亲们吃上了“生态饭”，不再

为没有致富门路发愁……这是不久前记者

随水利部在重庆采访时看到的情景。三峡

后续工作实施 10 多年来，水利部门围绕三

峡后续工作规划目标任务，促进三峡移民

安稳致富、加强库区生态环境保护、有效防

治库区地质灾害，使库区面貌日新月异。

江风轻拂，绿水拍岸，位于重庆市石柱

县西沱镇的临江客运码头，旧貌换新颜。

经综合整治后的长江岸线披上了由稳固的

预制混凝土块制成的“外衣”。西沱镇镇长

唐剑说：“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库岸防

护，防止江水长期浸泡岸线后导致土质松

软，发生滑坡等地质灾害。”

西沱镇地处长江南岸，因盐运而兴盛，

是“巴盐销楚”的重要起点之一。三峡水库

蓄水后，长江在西沱段形成“平湖”景观，南

来北往的旅客经常在此驻足，但库岸侵蚀

坍塌、沿江道路狭窄坑洼等安全隐患，威胁

着西沱镇沿长江库岸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在三峡后续专项补助资金支持下，西

沱镇岸线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于 2018 年 10

月正式启动，2020 年 10 月完成。石柱县水

利局局长刘学彬介绍，工程完工后，不仅减

少了库岸的安全隐患，修复了库岸消落区

生态环境，还让西沱镇岸线成为展现西沱

古镇历史文化特色的滨水走廊。

小桥流水潺潺，青石曲径通幽，走进重

庆市丰都县三建乡绿春坝村保家楼院落，

一个个古色古香的小院掩映在鲜花翠竹丛

中。“要不是龙河整治，哪有这么好的光

景。”民宿“花涧小厨”负责人彭红娟感慨，

保家楼过去是个没住几户人的破旧院落，

随着龙河丰都段示范河湖创建，河湖变美、

环境升级，传统村落迎来了新生。

绿春坝村原是丰都龙河河畔的一个贫

困村。2019 年，龙河丰都段被列入全国首

批 17 条示范河湖建设名录，相关部门投入

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 7997 万元，先后实

施多项河湖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当地也

持续完善配套设施，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阮利民表

示，“十四五”期间，水利部门将围绕更好地

实现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战略目标，推进三

峡库区高质量发展，保障三峡工程长期安

全运行和持续发挥综合效益，不断提升移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峡后续工作让景更美人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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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星辉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②推进生态保护修复②K
◎本报记者 雍 黎

■广 告

◎孟 辉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对于贵州省福泉市来说，作为磷化工工业固废的磷石膏曾是

一块“烫手山芋”。如果综合利用不力，大量堆存的磷石膏不仅侵

占土地资源，还将直接威胁城市水环境安全。为此，福泉市以科技

创新破题。日前，来自福泉市工信局的消息显示，2022 年，福泉市

的磷石膏综合利用率达 112%。

贵州是长江和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有着独特的喀斯特

地貌，传统的磷石膏堆积方式，对水环境安全存在潜在的威胁。为

此，2018 年，贵州在全国率先实施磷化工企业“以渣定产”，倒逼磷

化工企业转型升级，加快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

在福泉市的河边，每天都活跃着巡河保洁员的身影。在河长

制下，当地通过“人防+技防”的模式常态化守护辖区内 20 条大小

河流的水环境安全。不仅如此，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也推动着磷

石膏的高效利用和绿色处理。昔日堆砌成山的磷石膏，现在通过

水洗、净化等技术，“摇身一变”成了新型建筑材料，成功走向了更

加广阔的新市场。

近年来，福泉市通过“以渣定产”的模式打通了磷石膏“吃干榨

净”全产业链条，并推动三元前驱体、磷酸铁、磷酸铁锂、六氟磷酸

锂等新能源材料项目在当地落户，实现了磷化工产业从肥料到材

料的完美转型，一举破解磷石膏综合利用难题。

“亚洲磷都”

破解磷石膏综合利用难题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讯（记者韩荣）记者 11月

25 日从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山西

旗舰物种华北豹分布范围一路北扩，从

太行山南段延伸到吕梁山中部，种群数

量在全国居于首位。

山西是中国华北豹种群资源最丰

富的省份之一，近年来其分布“版图”持

续扩增。山西省内 11个地级市中，除大

同、朔州之外，其余 9个市均有华北豹分

布。公开数据显示，山西华北豹有 48个

稳定种群，8个集中分布区。

华北豹作为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

物种，它的稳定生存可起到调节种群数

量、稳定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的特

殊作用，同时还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的

完整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高度丰富。

近年来山西省生态持续向好，监测

发现，山西省现有野生植物 2743 种、陆

生野生动物 541 种，均分布在该省各类

自然保护地范围内，而且得到了有效保

护。其中 30余种植物、17种鸟类有了新

分布记录。

“2022 年到运城黄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越冬的大天鹅多达 1.6 万余只，褐马

鸡的分布区由吕梁山北部的芦芽山、庞

泉沟保护区一路南进至中条山区，成为

真正的‘省鸟’。”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副局长岳奎庆介绍，山西省各自然保护

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逐步显现，特别

是在南部太行山区形成了自然保护地

群，这为建立国家公园奠定了深厚基

础，为完善山西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了强劲动力。

据悉，截至目前，山西省共建立各

类自然保护地 274 个。其中，自然保护

区 46 处、风景名胜区 49 处、森林公园 83

处、湿地公园 63 处、地质公园 19 处、沙

漠公园 12处、草原公园（试点）2处，保护

地总面积 243.52万公顷。

山西省华北豹分布北扩

茫茫腾格里，三代治沙情。与沙漠同行近半个世纪，从“沙逼

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人沙和谐”，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

“六老汉”三代人一代接着一代干，战风沙、缚黄龙，用汗水和心血

谱写了一曲让沙漠披绿生金的时代壮歌。

全国绿化委员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

前决定，授予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群体“全国防沙

治沙英雄群体”称号。

40年前，古浪县饱受腾格里沙漠侵袭，其中最大的风沙口八步

沙，更是一片不毛之地。1981年，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

海、张润元等 6 位农民，自发组建集体林场——八步沙林场，联合

承包沙地治沙造林，义无反顾地向茫茫沙漠发起挑战。

为了赶进度，“六老汉”全家动员，6 个家庭 40 多人全部上阵，

还雇了不少人去帮工。“为了省时间，父辈们卷起铺盖住进沙窝里；

没有房子住，就在沙地上挖个壕沟，用柴草搭上个地窝铺住；没有

炉子生火做饭，就用三块石头支口锅，开水泡馍来充饥，大风一起，

沙子刮到锅碗里，吃到嘴里把牙齿咯得吱吱响。”郭朝明的儿子郭

万刚说。

那时，头年栽植的树苗次年春季一场大风就能刮走六七成。

“但父亲和叔叔们坚信‘只要有活的树，就说明这个沙能治’。最终

探索出‘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治沙技术，总结出‘稻

草沙障+沙生苗木’‘治沙要先治窝、再治坡、后治梁’等治沙模式，

使第二年苗木成活率达到 76％、保存率达到 70％。”郭万刚说。

经过近 20年的不懈努力，“六老汉”先后治理沙漠 7.5万亩，形

成了一条南北长 10公里、东西宽 8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屏障，使近

10万亩农田免受风沙侵蚀。

一代接着一代干。“六老汉”的儿孙从父辈手中接过了铁锨。

2000 年起，郭万刚带领贺中强、石银山、罗兴全、程生学、王志鹏等

第二代治沙人走进了八步沙。

“我们立下誓言：治沙的步伐一刻不能停歇，一定要把父辈肩

上治沙这面大旗继续扛下去。我们向腾格里沙漠风沙危害最为严

重、远离林场 25 公里的黑岗沙、大槽沙、漠迷沙三大风沙口进发，

累计在该区域完成治沙造林 6.4 万亩、封沙育林 11.4 万亩，治理区

林草植被覆盖率达到 60%以上。”郭万刚说。

2016年，以年仅 21岁的郭玺（郭万刚的侄子）和大学生陈树君

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治沙人来到八步沙林场。“目前，我们在八步沙

林场建成了设备齐全的林下养鸡场，创建了‘八步沙溜达鸡’有机

绿色品牌，‘溜达鸡’现有存栏量 3 万只，每年出栏 5000 只，年收入

可达 50余万元，实现了沙漠变绿、治沙人致富的目标。”郭玺说。

40多年来，“六老汉”三代人完成治沙造林 28.7万亩，管护封沙

育林草面积 43 万亩，完成通道绿化近 200 公里，农田林网 5000 多

亩，栽植各类沙生苗木 4000 多万株以及花卉、观赏苗木 1000 多万

株。他们在腾格里沙漠建起了绿色防沙带和绿色产业带，让沙漠

变绿洲、绿洲变金山。

让沙漠变绿洲、绿洲变金山

三代人书写绿色传奇

图为重庆广阳岛图为重庆广阳岛。。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11 月底的重庆秋意渐浓、寒意初现，乘船从洪崖洞前

往山水环绕的广阳岛，只见岛上山坡、溪流、树林和湿地相

映成趣，粉黛娇美、枫树渐黄、游人如织，一幅山水人城和

谐相融的美景徐徐展开。

从曾经因为房地产开发生态遭到破坏，到踩下“急刹车”

开启生态修复，现在的广阳岛已经成为重庆生动表达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大课堂”。2020年，广阳岛被

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2021年，广阳岛生态修复实践创新入选《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

例集》。今年8月，重庆广阳岛获评“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

按下大开发“停止键”

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明月山、铜锣山之间的广阳岛，面

积约 10 平方公里，是从长江水路进入重庆主城区的“第一

门户”，也是长江上游面积最大的江心岛。

十多年前，岛上大部分地块被规划为商业用地，大开发

让岛内自然人文本底遭到严重破坏，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水

系肌理和小尺度梯田不复存在，生物多样性受到挑战。

2017 年 8 月，重庆市委、市政府按下“大开发”停止键，

决定还岛于民，划定包括广阳岛在内的 168 平方公里广阳

岛片区整体规划建设，提出努力将广阳岛建设成为“长江

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2019年4月，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印发

意见，支持在广阳岛片区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

“广阳岛首先要做的是生态修复，但它不能做成传统

的公园和景区，更不能做成旅游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广阳岛生态修复设计工程师张景华

说，它应该成为一个示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岛。

生态修复后，沿着环岛11公里的“最美生态步道”183步

道行走，沿途是不同的美景，兔儿坪湿地芦苇迎风摆荡、高峰

梯田里瓜果飘香、胜利草场内牛马悠闲吃草……比常规的公

园多了几分乡野之趣，又比传统乡村多了几分精致之美。

谈起当时生态修复团队对自然修复的规划，张景华

说，大家一直认为首先要聚焦生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整体凸显生态优先，突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恢复岛屿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满足生物多样性需

求。其次是聚焦风景，立足岛上千百年来农耕文明所形成

的巴渝原乡风貌，以人工修复为辅，突出“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再现生态的风景和风景的生态。通过聚焦生态

和风景，将广阳岛建设成为以生态为魂、以风景为象的最

优价值生命共同体。

做美做亮“长江风景眼”

“广阳岛河段共分布着 154 种鱼类、191 种鸟类，有山

有水，自然条件丰富，这是广阳岛的先天优势。”张景华说，

在生态修复上，在摸清消落带动植物等本底资源，尊重本

地水文消落、水文冲蚀特征的基础上，以自然恢复为主、人

工帮扶为辅，实行最小干预，探索实践“三步走”生态修复

模式、“三维度”生态修复路径和“三多三少”生态施工方

法，形成基于自然的库区岛屿型消落带治理方案。

“三多三少”指的是多用自然方法，少用人工方法；多用

生态方法，少用工程方法；多用柔性方法，少用硬性方法。张

景华解释，全岛生态修复在技术工法上，聚焦生态保护，摒弃

传统园林和市政工程中对生态系统干扰的做法。例如，针对

山体基本完整、局部裸露和边坡突兀的问题，采用高附着性

耐冲刷人工土壤配制、乡土植被生态景观群落、土著微生物

应用等自然方法，解决边坡绿化、美化、生态化等技术难点。

“广阳岛三分之二的面积以自然恢复为主，注重‘轻

梳理、浅介入’。”张景华介绍，比如他们选择透气透水、生

态友好的砂基材料修复 183 滨江步道；利用老石板、卵

石，铺筑爬坡上坎、弯折曲回的小路，修复巴渝特色的老

码头渡口。

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道法自然的要

求，广阳岛还因地制宜确立“护山、理水、营林、疏田、清湖、

丰草”六大生态修复策略和细化落地的十八项措施。

位于广阳岛西岛头的上坝森林，因大开发时期平场修路，

切断了由高峰山到坡岸的生态廊道，原自然山体、溪流、林木、

土壤遭到破坏。经过“护山、理水、营林、清湖、丰草”五大策略，

现在的黄葛树、慈竹、香樟、桂花等树木已经枝繁叶茂，紫薇、

红枫、鸡爪槭等色叶植物点缀间，当市民乘坐旅行车经过广阳

岛大桥上岛，一片茂林修竹、绿意葱茏的巴渝森林迎面而来。

“通过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修复，进一步

丰富植物物种，为更多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丰富生物

多样性，还自然以宁静。”广阳岛绿色发展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广阳岛建成了上坝森林、油菜花田、粉黛草田、胜

利草场等 24 个生态修复示范地，记录动物、植物分别由

2018年的 310种、383种增加至 459种、627种。

一个满是伤痕的开发岛已逐渐蝶变成一个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岛。

打造环境科普大课堂

“孩子们，今天我们来找寻秋天的颜色，大家看看能在

哪里找到秋天的颜色呢？”“老师，我找到了黄色，是梧桐树

掉落的叶子。”“老师，我找到了红色，是枫树的叶子”……

不久前，在广阳岛上，道谷教育的自然导师伍鸿昆带着小

学生们进行秋日研学活动。孩子们认真地观察着岛上的

一草一木、一花一鸟。

“我们围绕广阳岛上的四季变化，设计了18个不同的主

题课程，比如春天采摘李子、夏天收割水稻、秋季采摘柑橘，

让孩子直观地了解四季、了解自然。”伍鸿昆说，广阳岛的生

态保护修复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让这里成为一个开展自然

科普教育的好地方，岛内每一株花草、每一寸土地都成为了

自然教育的载体，将自然知识根植于孩子们的内心深处。

自然是老师、山林为课堂，经过生态保护与修复，广阳

岛展开了一幅原生态的巴渝乡村风景画卷。来广阳岛观

光的市民络绎不绝，生态研学体验活动蓬勃兴起，实现了

高品质的还岛于民。

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资源，广阳坝机场抗

战遗址建筑群被保护修缮，岛上建设了长江书院、大河

文明馆等一批生态科普教育的硬件设施，为开展生态

文明教育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不同的研学对象，广

阳岛绿色发展公司持续研发生态科普实践教育课程体

系，打造生态大课堂。目前，立足生态大课堂，广阳岛

绿色发展公司每年为政府机关干部、高等院校师生、企

业研学人员、中小学生等数万人次提供各类丰富的生

态环境科普活动。

广阳岛绿色发展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广阳岛野

外科学观测站成功申报市级站。岛内打造了“生态+农业、

教育、文旅、康体、外事、数字”6个“生态+”两山转化产业模

块，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变成金山银山。

从“伤痕累累”到绿意葱茏

重庆广阳岛的生态蝶变

今年以来，青岛市市南区加快推

进历史城区保护更新，提升基础设

施、加速数字赋能，以数字变革创新

赋能历史城区出行、管理、商业等蝶

变升级，助力建设智慧商圈。

“数字赋能”让百姓生活更便捷
市南区推动停车场智慧化升级

改造，通过加装计数相机、增加余位

信息显示屏等方式更新停车场出入

口设备，同步建设停车引导屏等配套

设施，完成 7 处停车场近 1800 个泊位

的智慧化升级改造，将约 2450个泊位

信息接入“中山路上街里”App，实现

停车场余位显示和导航功能，提高历

史城区交通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

实时客量、空闲车位、道路交通、潮

汐情况一网统管，历史城区5G全覆盖，

智慧灯杆安装和亮化集中控制……市

南区推行“全域智能运营”管理模式，

为不同需求的游客定制路线，减少游

客出行路线烦恼，让智慧出行最大程

度赋能历史城区交通。

“智慧街区”让景区漫步更悦心
“通过历史城区数字智脑平台，我

们可以看到银鱼巷等重点区域的人群

聚集情况。人流数据以热力图的形式

呈现，可以直观展现目前重点区域内

的人流分布情况。”历史街区建设运营

中心城区运营部部长杨玉洁介绍道。

“热力图”可以反映同一时间段各

个景点的人流密度，还能勾勒出景点

不同时间段的客流量变化。市南区通

过各类前端感知设备，实现对中山路、

栈桥、银鱼巷、三江里、劈柴院等重点

场所的人流监测，为紧急状态下警方

疏散人群提供支持。目前城区智脑平

台共接入共享视频约1200余路。通过

市南区时空三维基础服务，赋能历史

城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精准画像”让街区运行更科学
市南区历史城区联合深蓝科技等

专业技术团队，通过对银行结算数据的

清洗处理，实现中山路各行业分时段消

费情况分析及消费画像情况分析，指导

商家瞄准更精准的市场需求开展经营

活动，促进历史城区商业发展。

未来，市南区将不断开拓更多智

慧化与历史城区有机结合的场景，开

展更多的云演艺、云直播等线上数字

展演，策划实施新的数字文化项目，

加快新业态项目招引落户，打造更多

的数字文旅应用场景，用智慧化赋能

历史城区发展。 （姜小凡）
数据来源：市南区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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