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态
E C O L O G Y

8 2024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苏菁菁 邮箱 sujj@stdaily.com

环保时空环保时空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翟 岩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讯员 何 琪

滔滔黄河水来到“几字弯”西侧，收起澎湃汹涌，变得温柔

缠绵，润泽着两岸的千里沃野。“天下黄河富宁夏”便由此而来。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推动高质量

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宁夏专场。宁夏回族自治区主

席张雨浦介绍称，宁夏“一半是繁华，一半是沙漠”。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地处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片区

和“三北”工程区域的省区。以水清岸绿守护“母亲河”岁

岁安澜，成为宁夏儿女的共同责任和担当。

系统治理护绿洲

在我国西北边陲，乌兰布和、腾格里、毛乌素三大沙漠

“握手”的地方有一片绿洲。这片绿洲就是宁夏。

黄河宁夏段共 397公里。虽然仅占全河总长的 7.26%，

生态卡位却异常关键。

宁夏既是“三屏四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黄河重点

生态区和北方防沙带的交会地，又是青藏高原高寒区、西

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三大气候过渡带，对调节我国气候

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河之治，宁夏先行。近年来，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堤防建设、河道整治、滩区治理、生

态修复等重大工程。“我们紧扣‘一带三区’总体布局，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123456’计

划。”宁夏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徐忠说。

“123456”计划是指，围绕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这一目标，着力打造腾格里锁边固沙和毛乌素流动沙地

系统治理两大示范性工程，以贺兰山东麓水源涵养和生

态治理、南部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库布

其沙漠—毛乌素沙地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三大国家项目

为载体，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实施和美城乡绿化美

化提升、沙产业高质量发展、禁牧封育、河湖湿地生态保

护修复“四大行动”；打好腾格里锁边固沙阻击战、毛乌

素流动沙地歼灭战、北部巩固提升整体战、中部扩面增

绿阵地战、南部护绿涵水系统战“五大战役”；落实人工

造林、未成林补植补造、退化林分改造、草原生态修复、

封禁封育、湿地修复六项措施。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2023 年到 2030 年，宁夏计划完成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任务 820万亩。其

中，林草部门实施的营造林和草原生态修复 720万亩，农业

农村部门实施的盐碱耕地改良 100万亩。

“经过分析研判，我们计划提前完成任务，在五年内实

现这一目标。2023 年，宁夏森林覆盖率为 11.35%，预计

2027年将提高至 12.40%。”徐忠说。

技术创新助防沙

近日，王有德治沙团队受邀到石嘴山市平罗县陶乐镇

流动沙丘区域踏查治沙情况。现场，他亲自指导当地干部

村民草方格的扎设方法。

在宁夏，“人民楷模”王有德的故事妇孺皆知。治黄百难，

唯沙为首。治沙，是镌刻在这位七旬老人心头永远的记忆。

首次将苗木培育从以沙生灌木为主转向常青树、阔叶

乔木、花灌木等多个品种；创造性地把小麦秸秆作为草方

格固沙实验材料……1985年以来，王有德带领宁夏灵武白

芨滩林场职工和当地群众累计营造防风固沙林 60多万亩，

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构筑起一道南北长约 60 公里、东西宽

约 40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遏制了毛乌素沙地扩张。

通过几十年的实践，白芨滩的治沙造林技术日趋成

熟。进入新时期，为了能在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中走在

前、做示范，宁夏重点在“新”字上下功夫。

对于每个乘坐包兰铁路列车的乘客而言，最难忘的莫

过于在宁夏中卫市境内 6次穿越腾格里沙漠。从车窗向外

眺望，两侧绿色林带郁郁葱葱，不远处的麦草方格整齐划

一，向沙漠深处延伸。

“麦草方格”固沙法被誉为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

所谓“麦草方格”固沙法，就是把废弃麦草一束束呈方

格状铺在沙上，再用铁锹轧进沙中，留麦草的三分之一或

一半竖立在四边，然后将方格中心的沙子拨向四周麦草根

部，使麦草牢牢立在沙地上。“寸草遮丈风”。经过艰苦的

探索、试验，“麦草方格”固沙法终于挡住了流沙进攻的脚

步。沙面得到固定，动物和植物得以在沙漠中繁衍。

除了“麦草方格”固沙法外，为防沙治沙，宁夏科研团

队还探索出许多新技术、新模式。

例如，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推出“草方

格+沙结皮”新技术。这一技术是把荒漠蓝藻喷洒在沙子

表面，以此缩短沙土黏合时间、快速形成土壤结皮。土壤

结皮的自然形成需要 10—20年，利用这种新技术可缩短至

2年左右。宁夏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成功研发一种新型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障及生产装

置。刷状网绳式草方格经久耐用，能够有效提高防沙效

率。记者了解到，目前，相关装置已经实现自动化和规模

化生产，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沙漠地区白天气温高，昼夜温差大，风沙危害强，普通

的草方格沙障通常一到两年就坏了，没法发挥固沙作用。

所以，我们全力支持科研人员创新，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

智慧。”宁夏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张磊告诉记者。

荒山荒沟“穿新衣”

黄河治理，根在流域。宁夏地处黄河上游，长期干旱

少雨，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

多年来，宁夏按照“南部治理、中部修复、全面预防、重

点监督”的思路，采取小流域综合治理、坡改梯、淤地坝建设

等措施，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综合治理。

游客若在春日来到固原市彭阳县金鸡坪，一定会陶醉

于这里的梯田花海。放眼望去，层层梯田宛如一条条曼妙

的五线谱，山桃、山杏、红梅杏等各色山花就像一个个音

符，把山川大地点缀得格外妩媚。自 1983 年建县起，彭阳

全流域推进坡改梯，将山地修整为百万余亩梯田，有效减

少了彭阳县每年向黄河的排沙量。

如今，彭阳县森林覆盖率已经从建县之初的 3%提升

至 36.87%。金鸡坪梯田公园也成功入选“中国美丽田

园”。今年以来，公园已吸引 30余万游客前来打卡。

为了让“荒山荒沟穿绿衣”，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

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进军，带领团队在彭阳县奋斗了 20多

年。“这些年，我们对半干旱黄土丘陵区退化生态系统恢

复、黄河‘几字弯’生态脆弱区林草植被多功能协同提升等

技术展开了科研攻关。”蔡进军说。

在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方面，蔡进军团队集成退化荒山

植被恢复、退耕地人工林草建设、退化耕地“减—增—提”

地力恢复、侵蚀沟立体综合治理、小流域防护林体系空间

配置 5 种模式，建成 2.2 万亩的试验示范区，使彭阳县林草

植被覆盖度由 17%提高到 60%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

一番。

彭阳县的变化只是宁夏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

缩影。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宁夏年均入黄泥沙量由 20世纪

80 年代的 1 亿吨减少到如今的 2000 万吨，水土流失面积、

流失强度实现“双下降”。

目前，宁夏水土保持率达到 77.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高于黄河流域 9 个百分点。宁夏水利厅副厅

长麦山表示：“未来，我们将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

产品供给能力，全力推进我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高质量

发展。”

护佑“母亲河”，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环境更优

美，宁夏有信心，更有决心。

宁夏：以水清岸绿守护大河安澜
——守护母亲河，攻坚“几字弯”②

净水厂上建公园，河道边上绿如茵，降

雨天气不积涝，污水脏水没踪影……在湖

北武汉，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二

期 PPP项目（以下简称黄孝河二期项目）已

稳定运行近两年，越来越多市民享受到这

项生态工程带来的绿色福利。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这里实地探

访，解码城市水体环境修复的“黄孝河模

式”。在武汉江岸区金桥大道旁，记者看到

黄孝河箱涵与明渠衔接处，清澈的活水从

地下净水厂出水口不断涌入河道。依净水

厂屋顶而建的清廉公园绿意盎然，在此游

玩休憩的市民络绎不绝。

“绿色管家”精准施策

“以前可不是这样，夏天都不敢开窗，臭

得很。”黄孝河附近的小区居民李明辉说，后

来听说要建净水厂，大家还担心污水汇集后

会更臭，没想到家附近变成了小公园，河水没

有异味，来这边锻炼散步的人也多起来了。

黄孝河、机场河横跨武汉汉口，承担着

126 平方公里主城区的行洪排涝功能。随

着城市发展，河道逐渐变成臭水沟。

为还百姓水清岸绿、鸟语花香，武汉下决

心交出一份高分的流域水环境治理答卷。

2019年，在武汉市水务局统筹下，中建三局绿

投公司牵头实施黄孝河二期项目建设。项目

涉及4个行政区，覆盖总人口256万人。汉口

片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在每年汛期，长江

水位都超过路面高程，流域面积内每一滴降

雨均要从黄孝河、机场河强排进入湖北府河，

最终汇入长江。在这样的地理特征下，汉口

排涝任务和水环境压力较大。

为此，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组建院士工

作站，科学指导施工。在尽量不影响周边

运转、居民生活的前提下，项目团队开启了

为期 3年的全流域治理工作。

中建三局绿投公司发挥投建运一体能

力，创新性提出“绿色管家”流域系统治理

思路。依托黄孝河二期项目，打造全国首

个在线模型模拟智慧水务平台，为流域的

动态化决策、精细化调度提供指导。

平台通过物联感知，集成了流域 4 个

行政区内 63 个厂站设施的 2000 余个运行

数据，并在筛选后进行优化展示，使工作人

员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流域整体情况。平台

内还设置模拟软件，可根据天气预报预测

未来 2 小时内可能发生的水环境及水安全

风险。此外，平台还可以对收集到的信息

进行快速分析、自动计算，生成最优调度策

略，将相应的调度指令下发到各个厂站中，

有效提升调度效率及精准度。

“污涝同治”效益显著

黄孝河二期项目运营负责人李进告

诉记者：“项目新建了 3 个共计 45 万立方

米的地下调蓄池，相当于 214 个标准游泳

池。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地下调蓄池群，

可显著提升雨季溢流污染控制能力。”

记者了解到，黄孝河二期项目建设了

合流制溢流污染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当

雨季到来时，无法及时排出的渍水会自动

进入调蓄池。晴天时，调蓄池内的水经过

强化处理设施净化，可以再排入河网。

李进说，为同步实现项目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他们通过“地下厂站+地上公

园”建设模式，促进人居环境提升。

如今，黄孝河二期项目已成为武汉

市生态环保宣教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

民间河湖长实践基地。投入运营以来，

项 目 累 计 完 成 接 待 调 研 超 150 场 ，社 会

效益显著。

黄孝河二期项目从系统性角度出发，

结合污涝同治、河岸同治、水城同治理念，

从根源上解决了黄孝河、机场河黑臭问题，

提升河道排涝能力、恢复明渠自净能力，打

造生态廊道，还给城市居民“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河道好风光，实现了水环境治

理的“多快好省”。2023 年，项目治理案例

作为湖北省唯一正面典型案例入选当年国

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

数据显示，今年 1至 4月，黄孝河、机场

河水质均达到Ⅳ类标准。经武汉市水务局

统筹调度，黄孝河排涝能力从 20 年一遇提

升至 50 年一遇。黄孝河、机场河治理实

践，为城市水环境流域治理探索出一条可

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管治并举打造景观河
——解码城市水体环境修复“黄孝河模式”

治沙工人在宁夏中卫市境内的腾格里沙漠铺设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障。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新安江贯穿皖浙两省 359 公里。为守护一江碧水东流，皖浙

两省共同建设了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元荡湖地

处沪苏浙交界处，碧波荡漾、水天一色。从严重污染到重焕新生，

元荡湖的变化离不开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的推进实施。

长三角，山水相连、河湖相通、生态相依。近年来，长三角三省

一市聚焦生态绿色一体化，协商共治、协同共进，让绿色成为长三

角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近日，2024 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浙江省温州市

举行。其间，沪苏浙皖四地联合签署《和衷共济 勇立潮头——携

手推动高水平建设绿色美丽长三角宣言》，将共同加强大气、水、土

壤污染综合防治。

2021 年 5 月，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正式成立。

沪苏浙皖对原有的区域大气、水污染领域的合作进行整合扩容，纳

入土壤固废、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等工作。

2023年以来，沪苏浙皖通过同步落实轻型车和重型车国六b排

放标准、共同开展长江口—杭州湾综合治理攻坚、制定长三角湿地

保护修复实施方案、建立长三角联合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区域警务合

作机制等举措，推动区域共保联治不断深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023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3.7%，

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 32微克，连续四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治水

方 面 ，594 个 地 表 水 国 考 断 面 水 质 优 良（Ⅰ —Ⅲ 类）比 例 达 到

93.4%。

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沪

苏浙皖将联合相关部门，精准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联动措施，协同应

对夏季臭氧和秋冬季 PM2.5污染，推进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

污染治理，修订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联动方案，开展区域

PM2.5和臭氧协同治理关键问题联合攻关。

该负责人表示，在跨界水体共保联治方面，要落实淀山湖、元荡、

太浦河等重点跨界水体专项治理方案，深入推进长江口—杭州湾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和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在固废危废跨省协同治

理和联动管理方面，要高标准推进“无废城市”区域共建，推动崇明、南

通等跨界毗邻地区固废危废设施共享，健全固废跨省转移信息共享机

制，加强区域性建筑垃圾消纳利用、执法监管等方面合作。

沪苏浙皖共建美丽长三角

科技日报讯 （记者宋迎迎 通讯员王敏）记者 6 月 17 日获悉，

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山东胶州湾站（海洋）揭牌仪式近日

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举行。

山东胶州湾站（海洋）以胶州湾为中心，在该湾及邻近海域，重

点针对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演变、生物多样性变化特征等核心

生态问题开展综合监测。该站还围绕气候变化、生态灾害等生态

质量高风险因素进行专项监测，并结合遥感监测验证，展开生态系

统演变、生态系统健康、生态质量等专题研究。

胶州湾古称少海，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境内，数千年以来始终是

重要的渔盐之乡、“黄金海湾”。作为我国最早、最全面、最系统开

展海洋生态调查的海湾，胶州湾环湾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海湾

生态环境受城市建设、陆源物质排放、国际航运、大型工程、海水养

殖等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是我国温带近海典型海湾。有专家认

为，胶州湾生态系统的长期变化是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

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是全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在全国生态质量监督监测与评价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2023 年，生态环境部会同中国科学院组织开展国家生态质量

综合监测站（以下简称综合站）遴选工作。首批入选的 55 个综合

站，涵盖森林、湿地、草地、荒漠、海洋、城市、农田等主要生态系统

类型，覆盖了我国 44 个生态保护监管重点区域，以及其他重要生

态区域和人类活动强度大的城市群。这标志着国家生态质量监测

网络建设迈出坚实一步。

山东胶州湾站（海洋）是我国首批综合站之一，也是 5 个海洋

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之一。山东胶州湾站（海洋）站长孙晓霞说：

“我们将通过科学综合观测，进一步提升海洋生态质量监测能力与

水平，为建设国家生态质量监测网络提供重要支持，为健康海洋与

可持续发展、美丽中国建设等提供科技支撑。”

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

山东胶州湾站（海洋）揭牌

图为跨越元荡湖，连接上海、江苏两地的元荡慢行桥。
新华社发（沈逸清摄）

图为山东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的日出图为山东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的日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摄摄图为武汉机场河。 翟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