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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陇南市成县青泥河畔，鱼儿

在水草中嬉戏，白色的水鸟从波光粼粼的

河面上飞过，市民在河边的健身步道上疾

走、在广场跳舞……成县通过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构建起以青泥河为中轴的生态长

廊，展现了景在城中、人在景中自然和谐的

生态画卷。

青泥河生态环境建设是陇南践行“两

山”理念，以高水平保护助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缩影。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陇南，探索当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和实

践经验。

好产业造就好生态

陇南地处秦巴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

原的交接区域，境内水系发达，各类河流共

有 9600多条。截至今年 11月初，陇南优良

天数比例为 98.4%，位居甘肃省第一，地表

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陇南境内的白龙江、白水江流域生态

脆弱，曾经泥石流灾害频发，而油橄榄的

发达根系具有固土护坡作用，能有效保护

当地的生态环境。“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

从国外引进了油橄榄。陇南因具有与地

中海相似的地理、气候和土壤条件，成功

种植了油橄榄。”陇南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姬滨说。

目前，陇南油橄榄种植面积达 91.93万

亩，居全国第一。油橄榄不仅让陇南提高

了森林覆盖率，发挥了生态屏障作用，也成

了当地的“致富果”。2022 年，陇南市油橄

榄鲜果产量 4.72 万吨，生产特级初榨橄榄

油 6750吨，占全国产量 90%以上，综合产值

超过 29亿元。

“我们将绿色作为发展最亮的底色，

将生态作为后发赶超的最大优势。”陇南

市委书记张柯兵说，2022 年，陇南市生态

产业完成增加值 129.4 亿元，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 23%。

好生态成就“金饭碗”

11 月，在陇南市徽县嘉陵镇田河村，

153 株千年古银杏的“金装”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游客前来“打卡”。陇南市徽县县委书

记张立新说，徽县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

渠道，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文旅产业、新兴

产业等。

按照“全域旅游”发展思路，除田河村

外，当地还推进嘉陵江峡谷群大景区、青泥

蜀道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举办首届金

徽杯蜀道·青泥岭山地挑战赛等活动。

目前，徽县已建成 4A 级、3A 级景区各

3 个，星级农家乐 122 家。今年以来，接待

游 客 143.27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7.41亿元。

陇南市两当县云屏镇的“乡野拾光”体

验园，有住宿、游乐、科普、餐饮四个功能

区，游客可以远眺群山叠嶂、漫步深涧溪

边，还可以体验户外拓展、农事科普、亲子

互动、智趣运动等项目。

两当县将自然环境保护修复与农业

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以及旅游产业相结

合。通过“增绿”，实施了“全县农民人均

核桃、花椒挂果树各 100 株，挂果总株数

达 1000 万株”的核桃花椒“双百千万”工

程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重大项目，

“十三五”期间累计造林 21.5 万亩。当地

大面积种植蜜源植物，打造满眼翠绿、遍

地鲜花、处处有景致、村村有特色、户户能

待客的美丽乡村，农家客栈、生态农业观

光体验园达 165 家，全县农民年人均山地

农业收入达 5000 多元。

如今的两当县，森林覆盖率为 76.3%、

林木绿化率达 87.37%，均居甘肃省第一。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2022年，生态环境部授予两当县“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以下简

称“两山”基地）称号。

“绿色生态是两当的最大财富、最大优

势和最大品牌。”两当县委书记郭省军说，

两当把绿水青山作为永续发展的源泉，未

来还将描绘出更壮美的绿色转型升级发展

新画卷。

如今的陇南正在探索、实践一条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的新路子，全域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环境更加美丽

宜居。

守好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知之

愈明，行之愈笃。从一域到全局，“两山”基

地建设已融入陇南肌理。

未来，陇南市还计划将康县、徽县、

金 徽 矿 业 、宕 昌 官 鹅 沟 大 景 区 创 建 为

“两山”基地，同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市

建设。

甘肃陇南：将绿水青山化成发展源泉

甘肃省陇南市一家油橄榄加工企业生产线上甘肃省陇南市一家油橄榄加工企业生产线上，，油橄榄鲜果被投入到上料仓油橄榄鲜果被投入到上料仓。。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郎兵兵摄摄

从北京向北行驶 400多公里，有一弯“深绿”，像一只展

开双翅的雄鹰，紧紧扼守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它与

河北承德、张家口等地的茂密森林连成一体，筑起一道绿

色长城，成为京津冀和华北地区的风沙屏障、水源卫士。

这里，就是塞罕坝机械林场。

从茫茫荒原到莽莽林海，塞罕坝的绿水青山见证着半

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塞罕坝机械林场先后荣获联合国

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和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

“土地生命奖”，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榜样”。

种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

20 世纪 50 年代的塞罕坝，草木不见，黄沙弥漫，风

起沙涌。由于塞罕坝机械林场与北京直线距离仅 180

公里，平均海拔相差 1500 多米，塞罕坝及周边的浑善达

克沙漠成为京津地区主要的沙尘起源地和风沙通道。

自 1962 年建场以来，靠着三代人的努力，塞罕坝的造

林面积超过 110 万亩，植树近 5 亿棵。这里建起了世界上

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如果把此处的树按一米的株距排开，

可以绕地球赤道 12圈。

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于士涛说：“与建场初期相比，林

场林地面积由 24 万亩增加到 115.1 万亩，林木蓄积量由

33.6 万 立 方 米 增 加 到 1036.8 万 立 方 米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11.4%提高到 82%，单位面积的林木蓄积量达到了全国人工

林平均水平的 2.76倍，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据了解，2012 年以来，塞罕坝累计完成攻坚造林 10.6

万亩。目前，林场内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林场森林面

积增加到 115.1万亩。

除了树，塞罕坝机械林场内还有草原、湿地交错带自

然生态系统及其天然植被群落。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

的物种资源，使塞罕坝成为天然的动植物物种基因库。打

开林场保护地管理科工作人员的电脑，赤狐、马鹿、豹猫、

黑琴鸡、白头鹤等一张张野生动物照片，描绘出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面。

经生物多样性调查统计，塞罕坝共有陆生野生脊椎动

物 261 种、鱼类 32 种、昆虫 660 种、大型真菌 179 种、植物

625种。“狍子、灰鹤、大天鹅、野猪……近几年，林场里的动

物种类越来越多，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动物画面也越来越丰

富。”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李永东说。

不仅如此，据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评估，塞罕坝每

年可为滦河、辽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淡水 2.84 亿

立方米；每年减少土壤流失量 513.55 万吨；每年可固定

二氧化碳 86.03 万吨，释放氧气 59.84 万吨。如今，塞罕

坝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着超过 100 亿元的生态服

务价值。

攻克技术难题

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有其自身发展演

化的客观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

力。治愈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首先要充分尊重和顺应自

然，给大自然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休养生息，依靠自然的力

量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而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对生态

受损严重、依靠自身难以恢复的区域，要充分发挥人的主

观能动性，采取科学适度的人工修复措施，为自然恢复创

造条件和环境，加速恢复进程、提升恢复效能。

坡陡栽植施工难、少土保墒难、贫瘠成活难……开展

攻坚造林，意味着塞罕坝人必须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题，应对一个又一个自然挑战。

育苗是造林的基础。建场初期，因缺乏在高寒、高海

拔干旱瘠薄沙地造林的成功经验，1962 年、1963 年塞罕坝

机械林场连续两年造林成活率仅有 8%。面对造林的失

败，塞罕坝人充分认识到使用乡土苗木造林的重要性，摸

索总结了高寒地区全光育苗技术，培育了优质壮苗，为全

场开展大规模造林绿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探索，塞罕坝总结出了包括客土回填、覆

膜保水、幼苗保墒、防寒越冬在内的一整套攻坚造林技

术规范，为国内其他地区开展人工林繁育提供了宝贵

经验。

“虽然塞罕坝绿了，但森林生态存在着树种单一、结构

简单、密度较高等问题，这使物种间的优胜劣汰难以实现，

也对防虫、防火、防病害等造成不利影响。”于士涛说，近年

来，林场通过引进白桦、稠李、柞树、水曲柳、五角枫等树

种，花楸、蓝靛果、小檗等灌木，营造针阔混交、色彩层次丰

富的异龄复层混交林，逐步使林分达到近自然状态。

2022 年，塞罕坝造林方向转为林冠下造林，并引进阔

叶林，采用针叶、阔叶等混交的方式，构建多树种、多层次、

复合式的森林结构。截至目前，塞罕坝新植混交林达

11500亩，进一步筑牢了京津生态屏障。

今年，塞罕坝机械林场 8000亩造林地将首次全部采用

混交造林模式。

“我们这两年大力营造了混交林，种植柞树、花楸、紫

叶稠李等阔叶树种，以此丰富树种的多样性，有效地调整

树种结构，让森林生态系统更加健康、更加稳定。到 2040

年，全场混交林面积预计新增 24.4 万亩，总面积达到 49 万

亩，混交林占比超过 40%，让森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更加

健康。”于士涛说。

用现代科技手段守护林场

从一开始采用拖拉机大规模造林，到如今引进“空天

地”一体化信息技术精细化管理森林，新技术为塞罕坝机

械林场发展提供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世荣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中，中国林科院关注科

技在落叶松高效培育技术、遥感技术监测、森林湿地资源

价值评估、林业有害生物技术防治等方面的应用，并通过

信息化管理技术为塞罕坝森林资源的智慧化经营提供有

力支撑。

林场最怕的是火灾。在林场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大屏

幕上排列着数十组图像，实时监测着全场情况。目前，塞

罕坝机械林场建立的“天空地”一体化森林草原防火预警

监测体系，已经实现卫星、直升机、无人机、探火雷达、视频

监控、高山瞭望、地面巡护有机结合，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防

火护林体系。

为了防治生物病害，塞罕坝机械林场根据不同种类的

有害生物，采用了飞机防治、物理防治、天敌防治、人工喷雾

防治等方法。目前，塞罕坝已初步建设了物联网野外监测系

统，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起人防、飞防、技防相结合

的管控防治体系，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和防治效果。

此外，塞罕坝机械林场还成为多个科研项目的示范基

地。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守攻主持的“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落叶松高效培育技术研究的一个重

要实验示范基地就选在此处。

据了解，项目团队在传统目标树定性化辨识指标的基

础上，利用机器学习和选择概率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构建

了目标树定量化选择模型，提出生产中便于操作的半亩小

样圆目标树作业法。应用该成果经营后的落叶松林分，40

年后每公顷蓄积量可达到 193 立方米，较传统对照经营提

高 16.2%，大径级目标材种比例达 50%以上，为大径材培育

提供了技术保障。在项目成果的支撑下，《塞罕坝机械林

场森林经营方案（2021—2030年）》编制完成。

从茫茫荒原到莽莽林海

人工修复缔造塞罕坝生态奇迹人工修复缔造塞罕坝生态奇迹

图为塞罕坝机械林场图为塞罕坝机械林场。。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公路废旧沥青材料是交通行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进程中的

“绊脚石”。记者 11月 28日获悉，宁夏公路管理中心今年以来坚持

生态优先，不断向绿色低碳、循环应用方向靠拢，将堆放多年的

13.88万方沥青路面铣刨料提前清零。

“十四五”期间，宁夏普通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产生再生沥青

混合料（RAP）超过 470 万吨，废旧公路所堆积的交通安全设施超

过 5000吨，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

今年以来，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全力以赴推进废旧沥青材料清

零，制定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及任务分解表，还在公路工程设计文件

中采用“双设计”原则，实现公路废旧材料绿色循环利用。

同时，宁夏公路管理中心还以“自身消化利用为主、市场化利

用为辅”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在贺兰山东麓旅游环线公路改造提升

工程、国道 338线红寺堡至恩河段等 9个公路建设项目中消化利用

铣刨料数万方；在灵武市、贺兰县农村公路建设中消化利用沥青铣

刨料 2.9万方；剩余铣刨料就近采取社会固定热再生拌合站市场化

消化利用。

加强科研攻关是实现绿色低碳的重要途径。该中心申报立项

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公路废旧材料再生循环利用技术研究

和应用——沥青路面及交安设施”，从废旧料循环利用政策体系、

沥青混合料厂拌热再生、交安设施循环再利用等方面开展技术研

究，攻克油石分离、温拌大比例再生等核心技术难题，为废旧沥青

铣刨料再生利用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这些技术不仅绿色环保、节约资源，还减少了砂石材料开采，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筑路材料短缺问题，为我区公路绿色养护低碳

发展提供了新途径。”宁夏公路管理中心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吴永祥表示。

应用厂拌热再生技术能够极大节省沥青等筑路材料。据估

算，每节省 1 吨沥青，可减少重油消耗 7 升；每节省 1 升燃料油，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27公斤；每节省 1万吨砂石料，可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约 20.5 吨；每减少 100 公里运距，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70公斤。

一年消化存量、两年完善体系、三年实现规模化循环利用，这

是宁夏公路管理中心努力的方向。“我们将紧紧围绕‘双碳’目标和

交通强国建设宁夏试点任务，继续加强科研攻关和工程实践，建立

健全自治区公路沥青路面废旧材料回收、运输、存储、再生利用全

过程管理体系。”该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宁夏实现公路废旧材料再利用

海南洋浦港地处西部陆海新通道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

汇点。记者近日了解到，自“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实施 3 年多

来，共有 42 艘国际船舶入籍“中国洋浦港”，总载重吨达 531 万吨，

这让海南省国际船舶总吨位跃居全国第二。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

时，海南洋浦港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

“三高”问题曾是港口生态环境建设的难点，过去船舶停靠期

间只能依靠燃烧柴油发电，造成有害气体排放高、发电费用高、运

行噪音高。而洋浦小铲滩港岸电项目建成后，靠岸船舶可以通过

岸前送电箱直接接电满足用电需求，无须通过重油发电供船舶使

用，有效降低了船舶靠港期间的污染排放和发电机的噪声污染，使

港口的空气环境和声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

记者了解到，海南省洋浦港口岸电工程主要包括国投洋浦、小

铲滩及海南逸盛 3个港口 15个泊位的岸电建设工作。岸电系统采

用高压变频方式及低压变频方式给靠港船舶供电，能够满足国内

频率 50赫兹及国外频率 60赫兹船舶使用需求。

研究数据显示，船舶使用岸电与正常船用燃油相比较，氮氧化

物、硫氧化物、悬浮物排放分别减少 97%、96%、96%；根据项目实际

运行统计，船舶靠洋浦港使用岸电，每年可替代燃油量为 7980.8

吨，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25830吨。

据悉，洋浦港岸电工程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持海

南建设“清洁岛”“智慧岛”“生态岛”的先导性项目，是海南洋浦港

口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蓝天工程”“大气清洁工程”具有重要

意义，是洋浦港口走向“绿色港口”“智慧港口”的重要配套工程。

岸电工程减少噪声和空气污染

洋浦港发展坚持生态优先

图为省道图为省道 201201线盐池花马寺至郝家台段线盐池花马寺至郝家台段，，这这段公路利用废段公路利用废
旧沥青铣刨料摊铺完成旧沥青铣刨料摊铺完成。。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图为海南洋浦港图为海南洋浦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程郭程摄摄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③推进生态保护修复③

◎本报记者 马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