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 菊 开 出“ 致 富 花 ”
□ 白文军 吕金宝

9 月 19 日是第九个“北京湿地日”，今
年湿地日的主题是“强化湿地保护修复，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年来，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通过政策保障、科技支撑和工程
建设等措施，加大湿地恢复与建设力度，特
别是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重生态
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宜湿则湿，全市湿地生态质量逐步改
善，湿地面积在逐年提高。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
保护处处长张志明介绍，目前全市400平米
以上湿地总面积5.87 万公顷，湿地保护管
理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十四五”时期，全市

还将再添小微湿地50处。
根据湿地资源调查和监测结果显示，

北京市400平米以上湿地总面积5.87万公
顷，占全市总面积的3.6%，万亩以上大尺度
森林湿地有10余处。

为更好地保护北京湿地资源，近日，北
京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委员会、市生态环境局和市科委联合印
发了《北京市湿地保护发展规划（2021—
2035年）》。

该《规划》明确，到2025年，湿地生态功
能得到改善，湿地保护率不低于70%，小微湿

地修复数量不少于50个；到2035年，湿地生
态功能进一步改善，湿地保护率不低于80%，
小微湿地修复数量不少于100个。

张志明称，近年来，小微湿地逐步走
进市民身边，成为新时期全市湿地建设的
特色，“恢复建设小微湿地，不仅有助于提
升区域景观和生物多样性，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同时，还可以增加市民亲水、体验
自然的休闲空间和场所，提升首都城市的
宜居水平，增强市民的绿色获得感和幸福
感。”

据了解，2019 年建成的北辰中心花园
小微湿地，是北京市首个小微湿地保护修

复示范项目，其不但为周边居民营造了林
水相依的休闲游憩环境，也为野生动物提
供了停歇和栖息地场地，已经成为了绿色
网红打卡地。

“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将
进一步保护、修复大湿地生态空间，全面提
升湿地生态质量与生态功能，促进全市湿
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张志明透露，北京市计划在郊区结合
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每个区建设至
少 3 处小微湿地，累计建设小微湿地 50 处
以上，总面积50公顷，持续发挥湿地净化水
质、美化环境的示范作用。

小 微 湿 地小 微 湿 地 ：：体 验 自 然 的 休 闲 场 所体 验 自 然 的 休 闲 场 所
□□ 通讯员 马 蕴

前山村，北京延庆区四海镇一个静谧
的小山村。这里四面环山，绿树成荫，梯田
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平整出来的一块块土
地，或开满了一朵朵黄白色的菊花，或竖立
着一片片绿色的玉米，或长满了沉甸甸低
着头的金黄谷穗……金秋九月，走进这里
如同置身于水墨画中的风景。

前山村以前是低收入村，近年来，在北
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技术人员的帮助
下，利用绿色土肥技术促进产业落地，依托
大自然赋予的独特山区生态资源，大力发
展茶菊种植，2018年因“京水源菊花茶”，前
山村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一村一品”示范
村，好土种好菊，好菊制好茶，以茶菊为代
表的这一高山特色农产品，走出了大山、销
往了茶城，村民的收入也逐年增多。

前山村副书记王爱国介绍说，前山村
有100多户人家，是名副其实的低收入村，
原有低收入农户40户，占全村农户总数的
56%，近年来，村里建设茶菊种植基地，大力
发展茶菊产业，使农户们增收致富。

王爱国给农户们算了一笔账：茶菊采
摘期在9月份，共30天，一亩地就可以赚到
2000—3000 元，此外，还有租地费 1000 元

和锄地劳务几百元，因为茶菊产业，前山村
人靠着自己的辛苦劳作，钱袋子也越来越
鼓。

茶菊虽然耐旱、耐瘠薄，抗病抗虫和适
应性也强，但是，种植时间一长，菊花产生
的次生代谢物，会引起部分土壤连作障碍，
导致减产。

针对这一现象，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
中心邀请土肥、生物技术、花卉等行业专
家，前来指导茶菊育苗田间管理，持续开展
茶菊栽培与科学施肥指导，全程护航茶菊
生产。他们平均每周2-3天来查看茶菊生
长情况，就像医生一样“把脉问诊”，提出科
学合理的土肥技术措施，助力茶菊产业可
持续发展。李萍就是其中之一。

高个子、衣着朴素，在一片盛开的茶菊
田里，带着山东人特有的直爽和干练的北
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科长李萍，正在忙
着查看菊花长势。

一提起茶菊的种植、土肥管理等，她如
数家珍。“四海镇前山村的海拔在800米左
右，无污染，属冷凉地区，昼夜温差大，光照
充足，9月空气干燥，几乎无病虫害，非常适
合茶菊的生长，露地栽培 5 月底前定植，8

月底9月初开花、中旬盛花，这里的茶菊食
品安全性好，营养保健成分含量高，品质极
佳。

李萍说，尤其是其中的主要药用保健
成分：异绿原酸A含量是药典规定标准的
4.69倍，绿原酸含量是药典规定标准的4.05
倍，木犀草苷含量是药典规定标准的 6.17
倍。目前，前山村茶菊种植面积200多亩，
均为科学施肥管理。

每年九月，是前山村最忙时。茶农对
将开未开的菊花进行人工采摘，并制成花
茶，既能清心明目，又可以袪风除热。

在北京市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院子
里，一股略带苦涩味的清香扑鼻而来，进到
车间里，只见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科
技宣传科的王艳平，正把采摘下来、用于试
验检测用的菊花，进行分类标码，之后放到
托盘上，准备杀青带回去检测这些菊花的
品质。

据合作社技术人员介绍，以前，合作
社自己摸索出来的茶菊制作工艺比较简
单，只有杀青和烘干两道工序。杀青后进
行 4-6 个小时的烘干，经过人工挑拣，剔
除那些没有回潮的菊花，就可以装瓶送入

冷库进行销售。在种苗方面，也是头一年
菊花采下来，留下种苗就可以。现在，经
过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行业专家、技
术人员的指导，合作社从种苗、种植、管
理、采摘、制茶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产业
链自主管控。由于采用的是土壤绿色生
态调节和生物菌剂防治病虫害技术，所以
生产出来的菊花，不仅品相好，而且香气
清新，品质更优。

如今在前山村，除了茶菊外，北京市耕
地建设保护中心的专家、技术人员，还对鲜
食玉米、蔬菜、小杂粮等品种，进行引进、绿
色种植技术的指导，助民增收的同时，还逐
步壮大集体经济。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开
展培肥地力、科学施肥等工作，不仅增加当
地农民的环保意识，还提升农产品的产量
与品质，对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
产生了积极影响。

“动物王国你最喜欢谁”网络投票活动近日结束，
绿孔雀以4342票摘得桂冠，成为“最受欢迎的云南野生
动物”。

此次活动由云南省关注森林活动执行委员会指
导，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
会、昆明动物园共同发起，来自国内外的9727名网友参
与投票，从云南最具有代表性的兽类、鸟类、两栖爬行
类、昆虫类四大类40种野生动物中选出自己最喜欢的
野生动物，网络投票总浏览量达 32701 人次。滇金丝
猴、绿孔雀、云南闭壳龟、三尾褐凤蝶分别以3215票、
4342票、3211票、2664票当选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
昆虫类人气第一物种。

云南生态区位重要、生物多样丰富，是全球生物多
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不仅有亚洲象、绿孔雀等明星物
种，还分布着占全国51.4%、2242种脊椎动物。近年来，
云南不断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方式方法，推动
全民参与保护。 （佳纯）

绿孔雀成云南最受欢迎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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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轿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昆明市东川区与禄劝彝
族苗族自治县的交界，是昆明地区的生态屏障。秋日的保护区内

云雾缭绕，景色迷人。图为云雾缭绕的轿子山（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在东北地区常住人口显著减少
的大背景下，吉林省梅河口市城区人
口却大幅增长，已由原来的30万增加
到现在的超42万。

在东北三省人口整体净流出时，
为何一座至今还没有高铁的县级市
却成了吸引人才流入的宝地？

9 月 17 日，记者跟随“绿色中国
行”活动走进梅河口，探寻究竟。

位置特殊，交通枢纽商埠重镇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梅河口，是
东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埠重镇，
吉林省中部和东部的重要节点城市、
东南部区域中心城市。

2013 年 9 月，梅河口被吉林省
委、省政府确定为扩权强县改革试
点，成为省辖市。2020 年 1 月，又被
赋予为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
打造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新定位，全
面赋予地级市管理权限。

今年 9 月 8 日，梅河口又站在了
发展新起点、开启了发展新征程，由
吉林省委、省政府批复设立，中编办
正式批复，荣升为正厅级开发区的梅
河新区揭牌，此举对于东北老工业基
地振兴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
重要意义。

改革促进发展。“十三五”以来，

梅河口主要经济指标保持 15%以上
速度增长，连续7年获得吉林省县域
经济综合实力考评第1位。经济总量
和财政收入均翻一番；城市建成区面
积扩大一倍，达到60平方公里，相当
于再建了一座梅河口新城。

据《2021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
告》调查显示，在2021年度全国县域
百强榜单中，梅河口成为东北地区仅
有的两座上榜城市之一。

梅河口的发展速度令人赞叹，梅
河口现象令人沉思。据统计，2019和
2020 年，梅河口吸引了国内 14 省的
149个市县的近万人前来考察学习。

市民乐园，绿色城市宜居宜业

宽阔的大街，干净清洁；道路两
侧，绿树成荫；天空蔚蓝，空气清新，
清晨朝霞的绚丽甚至可以让久居大
城市的人流下眼泪。

“居住在这里就像生活在一个大
花园里，舒适惬意。”来梅河口探寻商
机的浙江省磊邦地产创始人严宏说。

作为一座北方水城，梅河口自然
环境本来优美，辉发河与梅河在这里
交汇，并蜿蜒穿城而出。城市依水而
建，人工开凿的沟渠又把河水引进城
区，或细流，或汇聚成湖，从横交错，

“编织”出遍布全市大小公园、休闲广

场有上百个。
“尤其是海龙湖，这是为了改善

城市生态而打造的免费市民公园，对
标西湖而建。”梅河口市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相当于六分之一西湖大小的
海龙湖，湖畔有白色的沙滩，现已成
为市民的乐园，并且这里良好的环境
又推动周边的地产增值。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梅河口市
中心有一块地，开发商曾出价3亿，但
梅河口市没有卖，而是选择建成了人
民公园。

秉持“绿色城市”理念，近年来，
梅河口市已累计投资30亿元，建设海
龙湖公园、人民公园、山水公园等8个
主题公园，以及36个城市花园，并全
部免费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梅河口城市绿化率提高
6.43个百分点，达到44.7%。并投资2.3
亿元建设城区“三纵三横”河湖连通生
态水网，使整个城市呈现出林水相间、
河湖相连、森林环抱的优美画卷。

梅河口市委宣传部部长汪晓梅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家住哈尔滨
的老夫妇南下游玩，路过梅河口住了
一晚，第二天早起他们发现街区整
洁，海龙湖公园风景迤逦；公园里的
保洁人员在仔细地擦洗垃圾筒，市区
里坐旅游线路公交车竟然不要钱

……惊喜之余，两人决定不再南下，
就在梅河口买房养老。

营商环境，“最多跑一次”

“投资可过山海关，梅河口就是
例证。”一家山东迁来的地产公司总
经理李根伟告诉记者。

原来李根伟所在的公司只是承
包梅河口市的环卫清洁，后来发现里
对企业的服务精神让人惊叹。

为不断提升服务企业的能力和
标准，梅河口市委、市政府以1号文件
的形式，落实包保责任制，一企一策，
用心真情服务企业发展，形成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发展氛围。同时，优化
服务举措，发展线上“数字政府”与线
下“办事窗口大厅”建设相结合，彻底
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最多跑一
次”，推进审批简化、证明减少、环节
压缩，把该下放的权力下放到离企业
最近的地方。

以电子商贸产业为例，梅河口市
抢抓“互联网+”发展机遇，投资3.2亿
元，打造电商产业园，以“搭建平台、
整合资源、培育产业、合作共赢”为宗
旨，集电商培训、创业孵化、线上交
易、线下展示、物流服务为一体，并以
网红直播促进电商扶贫。

据工作人员介绍，梅河口市先后

招募三批、150名大学生创业工作者，
经过系统培训，为市乡村三级电商服
务网点提供人才68人，为本地电商企
业输送20人，自主创业45人，入驻园
区创业17人，帮助年轻人圆了自己的
创业梦。

大学生夏吉泽就是其中之一。
夏吉泽说，自己是第三期电子商务学
员，培训结束后开始创业，主要经营
进口家电，首月就实现销售9万元。

“仅 2020 年，销售收入超过 100
万元，这离不开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支
持。”夏吉泽称，在创业初期，电商产

业园区除了提供技术指导外，还连续
10个月提供了每月3000元的创业资
助，并提供免费办公场地、设备和70
平米的仓储空间。

从投资200亿元的工业新城，到
投资105亿元的现代服务业示范区，
再到投资100亿元的梅河口生态小镇
……百亿元项目从无到有，形成叠代
并生。

如今的梅河口，已从原来的大
米、松子等食品加工业，走向生物医
药、电子商贸等产业，齐头并进发展
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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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高铁的梅河口未通高铁的梅河口，，为何频频引来为何频频引来““金凤凰金凤凰””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秋 至 轿 子 山

减碳环保开创建筑节能新格局
近年来，建筑节能已然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在建筑中，门窗、外墙、屋面和地面为建
筑主要能耗的四大部位，其中门窗的绝热性较差。

为积极推动建材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9月22日，
特殊化学品公司亨斯迈集团下属上海亨斯迈聚氨酯有
限公司与上海集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以玻璃纤维为增强材料，展开新一代环保
节能门窗型材的联合开发与升级换新。

“与传统材料相比，创新型聚氨酯复合材料的应用
及其自身的原料生产更具备可持续发展优势，今后将
通过创新产品和技术，在赋能下游客户绿色转型的同
时，也为消费者提供打造更健康生活环境的绿色建
材。”亨斯迈聚氨酯中国区商务总监、总经理张骏表示，
此次战略合作，将会把绿色科技低碳发展的理念投入
到生产研发之中。

据了解，今年6月，亨斯迈与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
研究院合作，开展了基于聚氨酯产品生产和下游应用
的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价，其中也包括聚氨酯复合材料
门窗型材的碳测算，这为实现碳减排的可测、可行和可
控，实现门窗型材从生产原料到流程工艺的绿色升级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助力建材行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以低碳环保重新定义行业新风向。 （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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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草，又名碱草，禾本科赖草属植物，是欧亚草原东部中国北方半干旱草原优势
种之一。羊草分布范围广，生态适应性强，在黑钙土、栗钙土、黑土、盐碱化土壤等不
同类型土壤上都能够正常生长，在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气候区，平原、高原、丘陵和
山地等不同地形区均有大面积分布。羊草是如何有效适应不同地理和气候条件，广
泛分布的呢？

羊草分有性和无性混合繁殖，以无性繁殖为主，有性繁殖为辅，在强烈竞争和严
酷环境条件下，克隆繁殖优势凸显。快速根茎克隆繁殖使羊草能够适应不同地理和
气候条件，这是羊草适应性强、分布范围广的主要原因。另外，快速根茎克隆繁殖还
是羊草扩大种群规模和生存空间，进而成为草地群落优势种的关键。

为进一步研究揭示羊草强适应性和广泛分布的机制，山西农业大学草业学院侯
向阳团队通过对不同地理来源羊草种质的研究发现，羊草对生境气候和地理长期适
应过程中，发生了丰富的种内变异，尤其在根茎繁殖力方面，并且这些变异是基于遗
传的，即使克隆后代被输出到新环境中也能表现出这种遗传。

种内性状变异程度决定物种的适应能力，通常种内性状变异程度大的物种，对
各种非生物环境因子的生态幅更宽，故分布范围更广。

那么，羊草对不同生境气候和地理因素的适应是否有规律可循？研究发现，气温+
降水量综合因子和纬度是导致羊草种内分化的最重要因素。单株产量高、根茎克隆繁
殖力强的优良羊草种质，主要来源于年均温和年均降水量相对较高的低纬度、高经度
和低海拔地区，黑龙江省西部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就是优良羊草主要分布地。

生境气候和地理又是如何影响羊草根茎克隆繁殖的？研究表明，羊草营养生长
和根茎克隆繁殖之间存在正反馈调节关系，生境气候和地理因素不仅直接影响羊草
根茎克隆繁殖，而且通过营养生长和根茎克隆繁殖之间的正反馈调节关系，间接影
响根茎克隆繁殖。而相对较高的年均温和年均降水量，既促进营养生长，又有利于
根茎克隆繁殖，对于羊草草原生产力和羊草优势地位的维持具有正向影响。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羊草依靠其强大的根茎繁殖能力种内变异，根据不同环
境条件，选择最佳的生长繁殖策略，展现出很强的生态适应性。在我国北方草原区

暖干化气候变化背景下，探索羊草与非生物环境因子
间作用机理，揭示羊草生态适应机制，可为以羊草为
优势种或建群种的草地系统的适应性管理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