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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践行““两山两山””理念理念
◎本报记者 李丽云 朱 虹

通 讯 员 于晓霞

环保时空环保时空

创建美丽河湖创建美丽河湖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 讯 员 刘志勇 陆 辉 梁春颖

“ 乌 苏 里 江 来 长 又 长 ，蓝 蓝 的 江 水

起 波 浪 ……”“ 五 一 ”假 期 ，黑 龙 江 省 乌

苏 里 江 虎 林 段 的 江 滨 广 场 热 闹 非 凡 。

江 畔 绿 树 成 荫 ，江 面 鸥 鸟 起 舞 ，江 中 群

鱼戏水。游客在岸边打卡拍照，充分感

受“生态活力城、美丽新虎林”的如画景

色和惬意氛围。

黑龙江省虎林市地处完达山南麓，

与俄罗斯隔乌苏里江相望。多年来，虎

林市依托优良生态和丰富资源，走出了

一条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金山银山

反哺绿水青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入选

全国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名单，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

打响保卫蓝天碧水净土
“团体战”

初夏时节，虎林城区及各个乡镇满眼

翠绿，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城市景观，得

益于虎林发起的“绿满虎林”三年行动。

2023年，虎林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2.4万

亩，年内投入资金达 5195 万元。今年 4 月

初起，虎林市各单位继续投入到“绿满虎

林”行动中。虎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

作政说：“虎林市以‘绿满虎林’三年行动为

载体，全力为虎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生

态屏障。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对全市造

林绿化工作进行再动员、再挖潜、再突破，

再次掀起造林绿化高潮。”

在虎林，保卫蓝天、碧水、净土的“团体

战”一直在路上。

在虎林市虎林镇义和村，村党支部书

记李忠魁正带领村民安装河湖长电子公示

牌。虎林是黑龙江省首个安装使用河湖长

电子公示牌的城市。虎林市河湖长办工作

人员介绍，河湖长电子公示牌设有河湖“电

子身份证”。群众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

可全面了解河湖长信息及河湖基本情况。

同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网络后台操作，实

时更新河湖长公示牌信息。目前，虎林市

共计为辖区内河流、湖泊、小微水体等更换

电子公示牌 2000余块。

记者了解到，为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合

力，虎林市对“大力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

略”“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深入打好

蓝天保卫战”等工作内容进行细化分工，

形成齐抓共管的大联动工作格局。虎林

市委常委、副市长、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

组常务副组长焉树栋说：“未来，虎林市将

围绕‘生态活力城、美丽新虎林’目标定

位，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增强生

态产品供给能力，最大限度用足用活‘绿

水青山’综合价值效益，为践行‘两山’理

念提供‘虎林样板’。”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效益

俗语称：“宁要五加一把，不要金玉满

车。”刺五加作为“龙九味”之首，具有极高

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虎林市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土地、湿

地、草原覆盖率达 70%以上。这为刺五加

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环境，也让生物制药企

业获得了以“绿”换“金”的底气。

“近几年，刺五加原材料供不应求。”黑

龙江乌苏里江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树贵

说，“虎林的优美生态为药材生产提供了绿

色保障。”走进虎林市七虎林野生刺五加药

材种植基地，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刺

五加苗木移栽的收尾工作。一排排刚刚扎

进林地的刺五加苗木正享受着适宜的林下

环境。

虎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杜维良介绍：

“近年来，虎林市以创建北疆医药强城为目

标，充分利用林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刺

五加为主要品种的中药材种植。2023 年，

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增长 37%，

今年，虎林市计划全年播种中药材 2.5 万

亩，现已播种 1.6万亩。”

在充分利用林下资源的同时，虎林不

忘为企业发展设置“绿色门槛”，为产业未

来注入“绿色含量”。

4月底，在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和除尘系统旁，黑龙

江省环保测评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测污

水、烟尘排放物等相关参数。类似这样的检

测场景每季度都会出现一次，6年来从不间

断。记者了解到，目前，虎林共有规上企业

54家，企业污染物排放全部达标。

除了医药产业外，虎林还积极打造

绿色食品名城，书写更多“绿”里生“金”

的故事。

森之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位于距虎林

市区 70 多公里的东方红镇，公司以蜂蜜起

家，相继推出成熟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

等 30 余种产品。“企业发展前景关键在于

延伸产业链条，因此我将目光锁定虎林的

另一种绿色食品——山野菜。”森之源绿色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永强说。

走进森之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满眼

都是青翠欲滴的绿色山野菜，例如薇菜、黄

瓜香、刺嫩芽等。不远处，工人们正在打包

山野菜，这些包裹将被发往全国各地。另

一边，工人们忙着包山野菜饺子。“我们去

年开发的山野菜饺子很受欢迎。今年，我

们将扩大产量，从去年的 20 吨增加到 100

吨，预计销售额 100 万元。”公司副总经理

高欣欣说。

绿色山野菜、虎林椴树蜜、珍宝岛大

米……虎林的绿色食品品牌愈发耀眼。“绿

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虎林人的心中。虎林要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

局。”虎林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黄志德说。

黑龙江虎林：以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芳草萋萋，鱼翔浅底。5 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那考河湿地公园水清岸绿，生态优美。

“曾经的那考河河水发黑，散发臭味，两旁杂草丛

生 ，垃 圾 遍 地 。”居 住 在 周 边 的 南 宁 市 民 李 先 生 回 忆

说。经过综合治理，那考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

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二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成为水环

境治理的标杆。

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南宁简称“邕”，因水而得名。全长 6.35 公里的那考

河，是南宁市内河竹排江的支流，担负排洪、景观等多重功

能，具有重要的城市水系生态价值。

在那考河湿地公园，河畔流水潺潺，鱼虾漂游；再力

花、美人蕉等水生植物争奇斗艳，竞相盛开；广场上，市民

随着欢快音乐跳着广场舞……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秀美画卷。而 2015年以前，那考河却是一条远近闻名的臭

水沟。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那考河

逐渐沦为排污沟，失去了昔日的清澈。“那时，那考河上游

城中村区域人口密集、养殖业发达，大量养殖废水及生活

污水直排河道，水质为劣Ⅴ类黑臭水体；河道底泥污染严

重，行洪断面狭窄，区域居民饱受内涝之苦，严重影响周边

区域人民的生活质量。”南宁北排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2015年，南宁市拉开黑臭水体治理序幕。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之一，南宁市大

胆创新，摸索治水新思路新办法，首次采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与北京排水集团合作建设南宁那考河流域综

合治理项目。

记者了解到，2017 年至 2023 年 5 月，那考河流域综

合 治 理 项 目 取 得 了 3 项 专 利 ，形 成 了 2 个 科 研 成 果 。

2023 年河道主要水质指标较 2017 年平均改善了 40%，主

要水质指标优于地表Ⅳ类水质标准，部分指标达到了

Ⅱ类和Ⅲ类。

那考河就这样在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重焕新生。

综合治理使流域生机重现

南宁北排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运行管理部副部长陆

辉介绍，作为南宁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项目，那考河流域

综合治理项目以“全流域治理”和“海绵城市”作为治水理

念，采用“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水质净化、清水补给、活水

循环、生态修复”的技术路线进行综合治理。

水环境好坏，关键看源头。为了控源截污，让河水清

起来，南宁市整治排污口，开展那考河清淤工作，对 53个入

河排污口实行“一口一策”整治。

接 下 来 ，为 了 使 那 考 河 绿 水 长 流 ，还 要 注 入 再 生

水，让河道活起来。“我们收集那考河流域内排污口的

污水，将其输送到再生水厂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水先

经潜流湿地生态净化，再实现除磷脱氮，最后排入河道

作为生态修复的补水水源，实现河道长效补水。”陆辉

向记者介绍。

恢复生态系统，重现流域生机，离不开技术支撑。

种植抗涝植物的净水梯田、让水自然净化的潜流湿

地、用于削减洪峰的岸内湿塘……记者在那考河湿地公园

看到，海绵设施遍布公园的各个角落。“我们脚下这条蓝色

步道，就是用‘海绵城市’建设材料——透水混凝土铺成

的。”陆辉说。

记者了解到，那考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采用“渗、滞、

蓄、净、用、排”海绵化技术，修复流域全岸线 90%的生态驳

岸，建设 16.72 万平方米的河道、浅滩、湿地，打造“水下森

林”，让物种多起来。

从“末端治理”“只治水里”，转向“全过程治理”“水陆

同治”，那考河项目开启南宁市内河生态治理新模式。

优美景观带动经济发展

通过水生态综合治理，那考河河道水生态得到逐年完

善，经过一步步蜕变，如今，那考河周边形成了一个面积近

千亩的滨水绿地景观带。

那考河湿地公园红色拱桥上，热情似火的三角梅迎风

怒放。站在桥上向远处看，水面辽阔，水草丰茂，碧水微

澜，呈现出一幅野趣悠然的生态画卷。

“天气好的时候，游客可以在那考河看到很多出来觅

食的白鹭、黑水鸡。”陆辉告诉记者。近年来，那考河流域

新增的水生动植物、飞禽鸟类共 38 种，流域物种多样性逐

步恢复，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陆辉介绍，那考河治理完成后，他们还持续对流域

内的 14 处错混接设施进行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同时

运用“厂网河源一体化”运营管理经验，使 2023 年那考

河 再 生 水 厂 的 污 水 进 水 生 化 需 氧 量 较 2017 年 提 升 了

119%。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那考河已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

打卡点，每年吸引 100余万人次前来参观游玩，有效带动了

片区经济发展，实现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南宁市民甘先生居住在那考河湿地公园旁边的居民

小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公园内 1.5 公里长的健身步

道上慢跑。

“每天多运动才能身体好。”甘先生告诉记者，“平时到

公园跑步的人很多，还有打太极的。到了周末，公园草坪

上都是来露营的家长和小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那考河流域水环境与

水景观的改善，许多市民在附近安家落户。据了解，经过

治理，那考河周边增加了 400 多家实体店，吸引了约 4.9 万

人工作生活。

从一条臭水沟蝶变为美丽河湖，那考河成为南宁市

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的一个样板。近年来，那考河项目荣获“中国人居环境

范例奖”等奖项，入选财政部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示范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典型

案例集。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那考河

流域治理理念和成效的带动下，南宁市先后在沙江河、心

圩江、水塘江、朝阳溪等内河综合治理项目中推广“那考河

模式”。条条内河重焕生机，邕江英姿绽放，成为广西首府

的靓丽名片。

碧水东流，水润邕城。水清岸绿生态美的河湖，正成

为南宁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广西那考河：昔时臭水沟 今日碧波流

市民在广西南宁那考河湿地公园里游玩。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曦 通讯员焦德芳）记者 5月 13日从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获悉，科技成果“陆海水域有害藻华与病原生物高效

绿色防控的新技术装备与工程应用”项目通过院士专家鉴定。

据介绍，上述项目由天津大学白敏冬教授团队牵头，揭示了羟

基自由基（·OH）高效生成、原位杀灭微小有害生物同时矿化有机

污染物的新原理。

团队研发了大气压强电离放电产生羟基自由基的系列新技术

装备，建立了羟基自由基高效绿色防控的工程技术体系，突破了陆

海水域有害藻华与病原生物暴发时生物量巨大、危害大、防控难度

大的国际性技术难题。

项目成果已经得到应用，有效保障了我国高藻水源地供水

卫生安全，使输入到台湾海峡、渤海海域的陆源营养物质大幅减

少。在近岸海域，项目成果从源头阻断了养殖动物寄生虫病的

发生。

鉴定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对“天津市陆海水域污染防控与碳汇

重点实验室”的未来发展建设进行了讨论。与会专家建议，实验室

应着眼“大成果、大人才、大项目、大场景、大应用、大突破”，通过团

队合作、学科交叉、凝练方向、突出重点，争取建成我国一流、有国

际影响力的天津市重点实验室。

防止陆海水域有害藻华暴发

有了“绿色方案”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记者 5 月 13 日获悉，首批 47 只藏羚

羊近日从三江源国家公园五道梁保护站（109 国道 3001 公里处）

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这标志着 2024 年藏羚羊“千里迁徙”拉开

帷幕。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地区，栖息

在海拔 3700米至 5500米的高山草原、草甸和高寒荒漠地带。藏羚

羊生存地区东西相距 1600公里，它们的迁徙被誉为全球最壮观的

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

每年 5 月至 8 月，来自青藏高原不同地区的母羚羊会集结成

群，前往上千里之外的卓乃湖、色吾雪山等地集中产仔。之后，它

们会带领小羊原路返回，完成生命的迁徙之旅。

为了让藏羚羊顺利迁徙，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托 109 国

道沿线各基层保护站，通过交通管制、开展巡护救助等措施，减少

迁徙途中的干扰因素，确保藏羚羊群安全通过。同时，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管理处还将对藏羚羊迁徙期间的各项动态情

况进行监测和统计。

据记载，青藏高原藏羚羊数量曾达到百万只。上世纪 90 年

代，因非法杀戮，藏羚羊一度面临灭绝。多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

藏羚羊和藏羚羊栖息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使可可西里地区藏

羚羊种群数量恢复到 7 万多只、青藏高原藏羚羊总数恢复至 30 余

万只。2016 年 9 月 4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藏羚羊受威胁

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4.5万平方公里，是目前我

国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被誉

为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2017 年 7 月 7 日，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51处世界遗产。

藏羚羊开启年度大迁徙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记者 5 月 12 日从山西省林业和草

原 局 获 悉 ，经 过 多 年 保 护 ，山 西 生 物 多 样 性“ 家 谱 ”进 一 步 丰

富 。 其 中 ，山 西 省 省 鸟 褐 马 鸡 从 吕 梁 山 扩 散 到 太 行 山 、中 条

山，足迹遍布全省；丹顶鹤、中华秋沙鸭等 19 种鸟类在山西有

了新记录；玉带海雕、大鸨、遗鸥等珍稀鸟类频频出现在民众

视野。

山西省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奎庆表示，候鸟是自然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结果显示，山西省共有野生动物 543

种，其中鸟类 428 种，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22 种，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鸟类 72种，省重点保护鸟类 133种。

“多年来，山西省致力野生动植物 保 护 ，构 建 了 野 生 动 植

物保护的技术支撑体系。”岳奎庆介绍，山西省林草局布设的

红外相机和固定样线样地逐年增加，网格化调查监测取得良

好成效。

同时，山西省积极与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山西大学

等科研院所加强合作，为珍稀濒危鸟类来山西省栖息、越冬、繁衍

提供更加适宜的生存环境。此外，山西省还针对性地采取就地保

护、生态修复等措施，恢复珍稀濒危鸟类野外种群，抢救性保护濒

危物种。

山西省林草局总工程师王弟表示，2023 年山西省启动了野生

动物保护数据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推动数字科技在鸟类保护中的

创新运用。今年山西省将新增鸟类环志、兽类项圈等现代化技术

手段，进一步提高野生动物调查监测的精准度和效率。

山西鸟类“家谱”进一步丰富

图为虎林市珍宝岛湿地。 受访单位供图

可可西里藏羚羊迁徙途中。 本报记者 张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