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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新天

津生态城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

案（2024—2035年）》，明确中新天津生态城

（以下简称“生态城”）绿色发展主要指标到

2035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生态城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

重大合作项目。近年来，生态城修复恶劣

生态，大幅提升绿化率，缓解热岛效应，实

现城市绿色“蝶变”。

修复恶劣生态

生态城建在环境恶劣的盐碱荒滩上，

那时这里环境脆弱、植被稀少。自 2008 年

开发以来，生态城建设者不断探索环境修

复方面的新技术、新路径，通过科技创新让

这片土地绿意盎然。

“对重度盐碱地，我们采用‘盲管排盐、

淋层隔盐、客土种植’技术，优先使用经过

改良的本地轻度盐碱地土壤作为客土，以

减少对其他区域的生态破坏；对中度、轻度

盐碱地，通过洗盐、隔盐、阻盐、加肥、种植

耐盐碱植物等措施，构建原生植物群落。”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局副局长付鹏说。同

时，他们还利用雨水收蓄和雨水洗盐关键

技术，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在水体改造中，当地充分发挥海滨城

市的自然禀赋，最大限度扩大区域内水体，

增强水循环、改善水生态。

被评为天津市“最美河湖”的静湖是生

态城内最大的景观湖，与紧邻的蓟运河相

汇入海。很难想象，如今风景如画的静湖，

曾经是一处占地 2.56 平方公里、积存 40 年

的污水库。

“面对水体污染顽疾，我们采用环保疏

浚结合大型土工管袋脱水减容施工工法，

对污染底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对水库水

体进行生态化修复。”生态城生态环境局监

察科科长张昕宇介绍。

湿地被喻为“生态之肾”。自然湿地

“零损失”是中新两国政府为天津生态城制

定的生态指标之一。生态城将自然湿地保

护纳入总体规划，完整保留和修复故道河、

蓟运河入海口等自然湿地和生态岸线，还

打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人工湿地，开发了

东堤公园、观澜角等多功能亲海生态廊道

等。监测显示，蓟运河入海水质 2022 年达

到Ⅳ类，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从 2016 年

的 33%提升到 2022 年的 100%，实现突破性

改善。

此外，为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生

态城制定了本地植物指数不小于 70%的

指标。

生态城以国槐、白蜡、刺槐等既适应本

地气候又反映地方风格的乡土植物为骨干

树种。同时，当地还引入法桐、银杏、绚丽

海棠等适生树种，并适当点缀观花、观叶、

观果植物，打造了层次分明、季相显著、丰

富多彩的生态景观植物群落。

春季锦带花明艳美丽，夏季鼠尾草充

满朝气，秋季碱蓬草热烈张扬，冬季金银忍

冬顽强生长……目前，生态城的绿化率已

达到 50%以上，区域内植物 137 种，绿化面

积达 1100万平方米。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野生动

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调查显示，生态城内

共有动物 332 种，其中约占全球总量 80%

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遗鸥在此

栖息越冬。

构建降温“绿脉”

今年夏天，全国多地气温突破纪录，而

生态城中的温度却舒适宜人。根据天津市

滨海新区气象局的数据，2023 年 6—8 月生

态 城 热 岛 效 应 强 度 为 -0.2℃ ，今 年 6 月

为-0.5℃。

“热岛效应”是指城市温度较周围郊区

温度明显升高的现象。城市与郊野的温差

越大，热岛效应越强。

据了解，生态城通过提高植被覆盖率、

构建降温“绿脉”、推广绿色建筑等措施，缓

解热岛效应，将“凉”策融入城市开发建设

的各个细节。

付鹏说，通过连通绿地廊道、滨河景

观带、生态谷，生态城建成 65.5 公里的通

风廊道，构建降温“绿脉”，让自然风可以

在城市中自由出入，从而达到夏天降温

的作用。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也

是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强度的有效途径。

2022 年，生态城发布了全国首套零碳示范

单元标准体系，在社区、工厂、产业园区探

索“低碳—超低—近零—净零”减碳路径，

持续打造“零碳小屋”、第四社区中心、季景

峰阁社区等低碳零碳示范项目。目前，生

态城的绿色建筑比例达到 100%，建立了太

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

体系。

盐碱荒滩“长”出绿色新城

建设项目落实“照单准入”、环评审批提质增效、“智慧大脑”为

企业选址提供研判参考……一段时间以来，福建省厦门市连续出

台多份生态环境制度改革文件，完善多维立体的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体系和生态环境准入管理机制，以高水平保护扎实推进可持续

发展。

出台生态准入清单

企业扩建项目临近学校和村庄，环评不过关，怎么办？福建省

厦门市茂晶光电有限公司的 VR 光学镜头扩建项目不久前在推进

过程中遇到了麻烦。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给出的分区分类管控解决方案，使企业的

难题迎刃而解。该公司行政处经理张云魁介绍，根据政府给出的

准入清单，公司项目部按要求改造车间，并对工艺流程进行了调

整。环保达标了，项目得以顺利投产。

张云魁所说的准入清单，是厦门市率全国之先出台的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自 2019年以来，该清单已进行了两次动态更新。

“我们依据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差异，将厦门市划分出 134个生

态环境管控单元，按照‘一单元一策略’制定了差异化、精细化的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胡军介绍，这样可以

清晰地告诉决策者和企业投资者，哪些区域可以重点发展，哪些地

方要避让和重点保护。

2019年起，厦门启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构建工作，将生态

环境功能区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系列管控要求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在“一张图”上统筹生态保

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等的管理要求，逐步形成以

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以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为手段，以信息平

台为支撑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目前，厦门市 134 个管控单元中包含 92 个陆域管控单元和 42

个近岸海域管控单元，优先管控 47个单元、重点管控 79个单元、一

般管控 8个单元，涵盖大气、水、生态、土壤、海洋等环境要素。

胡军表示，为适应新规定、新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厦

门一步步优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最新修订的准入清单在科学分

类、产业细化方面更为精细，并专门制定配套文件《厦门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实施细则》，方便企业和招商部门查阅。

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厦门的环境质量和生态效益不

断提升。2020 年以来，厦门共指导上万个项目优化布局或工艺调

整，推进企业减污降碳，提升绿色低碳核心竞争力，壮大产业集

群。近三年来，厦门的环保投诉显著减少，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

列，地表水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打好政策“组合拳”

“环评审批进度比预期快了整整一个月，为我们开工建设争取

了宝贵的时间。”说起不久前刚通过环评审批的公司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林世超为厦门

市政府的工作效率点赞。

“通过自动建模、矢量提取技术，我们搭建了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应用系统。”厦门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处长

詹源介绍。

在工作人员演示下，记者看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用系统犹

如一个“智慧大脑”，汇集所有生态管控单元的基本信息和准入条

件。该系统面向公众及企业开放，企业登录后可进行选址查询、在

线编辑、提交环评文件等操作；审批人员可在线审查审批，实现办

理工程建设项目环评“足不出户、一趟不跑”。

近年来，在“多规合一”基础上，厦门率先在全国开展环评审

批、排污权交易等 5 项制度融合改革，不断推动环境资源优化配

置，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今年 7 月，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印发《厦门市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综合管理名录》，这也是全国首部环评与排

污许可综合管理名录。该名录全面梳理了 149 类建设项目，实

现对生态影响类和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的差异化管理，并将 22

个可能产生较大环境影响的行业列入不予审批范畴，在守牢生

态环境质量底线的同时，对 56 类建设项目进行环评豁免，进一

步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中的基础

性作用。

詹源介绍，通过这些措施，厦门不断优化环境准入管理。接下

来，厦门还将探索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进行地方立法，为生态环境

准入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厦门推进环保精细化管理

不久前出台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国 家 绿 色 发 展 示 范 区 实 施 方 案（2024—

2035年）》（以下简称《方案》）为生态城绘制

了绿色发展施工图，对探索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方案》提出了 3方面 20项主要指标、

6方面 29项具体工作任务。”中新天津生态

城自贸联动创新局局长闫栩说，“下一步，

我们将全力推动生态城建设国家绿色发展

示范区升级版。”

在绿色发展方面，《方案》确立了生

态城的三项示范任务：一是要在绿色低

碳产业效益上发挥先导带动作用；二是

在绿色低碳创新能力上发挥先行引领作

用；三是在绿色低碳开放合作上发挥重

要牵引作用。

怎样才能如期完成这些任务呢？

闫栩说，首先，要加强协调联动。生态

城将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导下，发挥好中

新协调机制作用，加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

雄安新区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协调联

动，推进京津冀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打造区

域绿色低碳协同发展示范样板。

其次，要细化责任分工，健全工作机

制。按照《方案》确定的任务目标，制定

任务清单和年度重点项目安排，以清单

化、事项化推进任务完成，定期开展实施

情况评估，确保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

到实处。

最后，要及时总结生态城在绿色产业

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领域的经验做法。适

时开展经验交流活动，宣传推广生态城绿

色低碳发展创新模式和典型经验，不断提

升生态城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国内国际影

响力，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提供示范。

生态城建设有了低碳发展施工图

图为中新天津生态城一角。 受访单位供图

近年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的库布其沙漠经过多
年治理，自然环境持续好转，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
历史性转变，吸引游客前来赏景游玩。图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
锦旗库布其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秋日风光。

新华社记者 贝赫摄

库布其沙漠增绿引游人

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月牙泉被誉为

“沙漠第一泉”。它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国内外的游

客。走进月牙泉景区，记者发现曾经面临

消失危险的月牙泉，如今水位线稳步上

升，泉水月牙形状日渐“丰满”。月牙泉

“胖了”！

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服务中心主任李

瑛介绍，近年来月牙泉平均观测水位稳步

回升，近两年稳定在 3.2 米左右。目前，月

牙泉水域面积稳定在 27 亩。

在上世纪末，受上游水源截流、人口

激增、耕地面积扩张、地下水过度开采等

影响，月牙泉日渐“消瘦”，曾面临消失的

危险。20 世纪 90 年代末，月牙泉一度露

出湖底。

月牙泉是怎么“胖”的？李瑛介绍，当

地曾于 2006 年在距离月牙泉 5 公里的地

方，实施了生态补水工程，通过远距离修

建堤坝回灌工程，在泉上游加大地表水的

入渗补给，同时限制泉上游水源地的地下

水开采，抬升泉上游重点地带的地下水

位，缓解周边地下水位下降趋势。

月牙泉是由敦煌绿洲地下水补给形

成，加上三组风向交互发力，把山坡下的

流沙往上刮，造成沙不掩泉的奇观。“因

此，恢复月牙泉水域面积不仅要补水，还

需要保持自然条件下风的动态平衡。”李

瑛说。

为监测周边风沙对月牙泉造成的影

响，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敦煌戈壁荒漠生态与环境研究

站与景区管理部门协作，先后建立了多

个定位观测站点，最终找到了风沙问题

的根本原因，解除了泉水被沙山掩埋的

危险。

“在多方努力下，月牙泉周边区域环

境持续改善，地下水位不断提升。目前，

月牙泉完全是靠径流范围内的地下水位

自然抬升形成现有水域面积。”李瑛说，如

今，每年 8 月至 10 月，随着日照时间缩短，

蒸发量减少，在风力的作用下，月牙泉东

西两侧都会因为水位抬升而有水外溢。

此外，甘肃还加强沙漠地区的生态保

护与修复工作，通过植树造林、恢复植被等

方式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减少水土流失和

蒸发损失，增加沙漠地区的水资源量。同

时，甘肃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水资源管理

和保护的政策与法规，加强水资源监管和

执法力度，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

续利用。这些措施不仅保护了月牙泉这一

自然奇观，也为整个西北地区的生态保护、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宝贵经验。

生态补水“喂胖”月牙泉

图为月牙泉。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摄

链接

科技日报讯 （记者洪敬谱 通讯员刘
冠琪）记者 10 月 11 日从安徽师范大学获

悉，该校生命科学学院黄松教授团队在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专项科考中，

发现了隶属于两栖纲有尾目蝾螈科滇螈

属的脊椎动物新物种——黄岗山蝾螈。

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动物园

钥匙》上。

现生蝾螈在国内主要栖息于南部的山

地丘陵中。2023 年 7 月，黄松团队在江西

省上饶市铅山县进行野外科学考察时，在

黄岗山区域发现 9 个形态特殊的蝾螈个

体。该团队联合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和国内外蝾螈研究学者，结合

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数据，经过一年的讨

论分析，证明这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基于四差异原则，即形态差异、地理

和生态差异、线粒体基因差异、核基因差

异，我们在黄岗山区域发现了蝾螈新物

种。”黄松说，“这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

片区设立以来发现的第 11 个新物种，也

是第 2 个脊椎动物新物种。我们以武夷

山最高峰‘黄岗山’为它命名。”

此次科考发现的黄岗山蝾螈成体全长

约 8 厘米，背部棕褐色，腹部亮橘红色，皆

有界线分明的黑色圆斑。黄岗山蝾螈保留

了滇螈属共同的特征，如体小、头部扁平、

腹部橘红色、四肢纤细等。与同属其他物

种相比，黄岗山蝾螈具有独特的色泽斑纹

以及头部比例更长、背脊不明显等多种体

表特征。

据了解，我国每年发现的脊椎动物新

物种不超过 20 种。而在武夷山地区能够

不断发现新物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更容易在其原有

的基因资源中演化出新的物种。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发现脊椎动物新物种

图为黄岗山蝾螈。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