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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时空环保时空

◎刘 侠 本报记者 滕继濮

◎本报记者 王禹涵
10 月 27 日，记者在内蒙古积葭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芦芯板生

产线上，一根根来自乌梁素海湖区的芦苇

经过一系列工艺处理后，变成一张张无醛

环保板材。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受市场行情低迷、

加工工艺落后等因素影响，乌梁素海湖区

内生长的大量芦苇难以得到有效利用，自

然腐烂后严重影响了湖区水质。

如今，这些野生芦苇摇身一变，成为

了 环 保 无 醛 芦 苇 刨 花 板 ，走 向 千 家 万

户。而这得益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十

三五”第三批乌梁素海流域山水工程项

目——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处理项目的

实施。日前，该项目入选全国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第二批典

型案例，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案

例。

统筹推进全流域
生态修复

初冬之际，漫步在乌梁素海岸边，天空

百鸟翔集，湖中芦苇苍翠、鱼儿游弋，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

内蒙古乌梁素海实业有限公司海区

管理大队队长刘文斌告诉记者：“乌梁素

海是世界鸟类迁徙通道上的节点，现在

生态环境好了，每年有很多鸟类来到这

里繁衍生息。”

作为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乌梁

素海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凌

防汛等重要功能。20世纪 90年代初，乌梁

素海自然补给水量减少，生态环境一度恶

化，水质下降为劣Ⅴ类。影响水质的因素

除了城市污水、工业废水排放外，还有湖中

腐烂的芦苇。

“乌梁素海的芦苇，一眼望不到边……”

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的这首民歌，真实记

录了乌梁素海芦苇茂盛繁荣的景象。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乌拉特前旗

分局负责人王璞介绍，乌梁素海的芦苇属

一年生植物，大面积的芦苇如果未经及时

处理收割，就会腐烂在湖里，产生二氧化

碳等气体，增加大气中的碳排放，还会加

剧水体富营养化，影响乌梁素海乃至黄河

水质。

为了让乌梁素海重焕光彩，巴彦淖尔

市改变过去“就山治山、就水治水”的传统

做法，将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作

为生命共同体，统筹推进全流域生态修

复、综合治理和保护开发。2018 年，乌梁

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

试点工程启动，总投资 50.86 亿元。水生

植物资源化综合处理项目就是该工程中

乌梁素海湖体水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的

子项目之一。

鼓励民间资本
参与治理

乌梁素海湖区面积 293 平方公里，每

年可出产芦苇近 10 万吨。如何将芦苇资

源化利用是当地一直研究的课题。

经过努力，当地开创了以财政为杠杆

撬动民间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新

模式，探索出“用活政策、增强项目自身造

血机能、创新金融服务”助力生态修复与产

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治理路径。

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处理项目由内

蒙古乌梁素海流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

内蒙古积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

设。其中，财政资金投入 1.3 亿元，引进

社会资本 1.3 亿元。

同时，内蒙古积葭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 司 按 照 市 场 价 收 购 内 蒙 古 乌 梁 素 海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及 周 边 渔 民 清 理 收 割 的

湖区芦苇，助力乌梁素海地区当年所产

全部芦苇的资源化利用。

据了解，该项目实现了乌梁素海流域

芦苇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在有效缓

解当年芦苇秆和芦苇花腐化后对湖区造成

污染的同时，也保证了第二年芦苇的正常

生长。这种资源化利用有效降低了湖区水

质的治理成本。

“经过一系列治理，如今乌梁素海流域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多种鸟类在乌梁素海

繁衍栖息，乌梁素海流域成为候鸟天堂。

除了鸟类，这里的鱼类种类也在逐年增

加。”乌梁素海保护中心生态保护科科长刘

雄说。

“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处理项目的

实施，在抑制芦苇等水生植物继续蔓延、

减缓沼泽化进程、减轻内源性污染的同

时，实现了资 源 循 环 利 用 、强 化 了 湖 泊

水流条件和净化功能、改善了湖体水质

和 富 营 养 化 状 态 ，进一步提升了乌梁素

海入黄水质，保护了黄河水生态安全。”

刘雄说，“目前，湖区整体水质已达到地

表水Ⅴ类标准，局部区域水质达到Ⅳ类

标准。2023 年 12 月，乌梁素海入选国家

重要湿地名录，成为内蒙古唯一入选的

湿地。”

推动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双赢

记者了解到，通过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

处理项目，由芦苇制作的无醛环保板材与相

关产品将陆续发往新疆、辽宁、山东等地。

据内蒙古积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丙坤介绍，公司每年可生产 15 万立方米

无醛芦芯板，消耗乌梁素海芦苇8万吨。

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处理项目的实施，

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还

提高了经济效益。据了解，今年 1—7月，内

蒙古积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累计生产无醛

芦芯板52898立方米，消耗芦苇63337吨，产

值达7808.92万元，带动就业148人，纳税80

万元。“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处理项目每年可

以减少30万到50万立方米的森林采伐，减少

使用煤炭 3000吨，减少碳排放量 24万吨左

右，直接解决150人就业。”张丙坤说，项目还

将增加当地芦苇销售收入6000万元以上，带

动当地交通运输、化工、包装、服务等行业发

展，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野生芦苇变废为宝 乌梁素海重焕生机

日前，四川省人民政府、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正式印发《建设“天府森林四库”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四

川将聚焦森林的“水库”“粮库”“钱库”

“ 碳 库 ”功 能 ，在 全 国 率 先 开 展“ 森 林 四

库”建设，高水平打造全国“森林四库”建

设示范省。

建设“森林四库”，四川有何潜力？具

体如何做到“蓄水于山”“藏粮于林”“摇钱

于树”“固碳于木”？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四

川多地寻找答案。

涵水为库 固碳于木

站在四川省广安市柏木山之巅，漫山

遍野的油樟树郁郁葱葱，织就一幅生机勃

勃的绿色画卷。

“十几年前，这里石漠化现象较为严

重，还是一座荒山。”广安市林业局科技与

产业科科长贾红伟介绍，自 2010 年起，柏

木山成功引种油樟树，这片土地从此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油樟树四季常绿、抗

旱能力强，能帮助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是

石漠化治理和生态绿化的理想树种。”贾红

伟说。

四川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长江、黄河

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推进“森林水库”

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林草固土保水的作

用，涵水为库、滋润河山。

“要打造‘森林水库’，我们将聚焦实施

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和精准提升森林质量两

大任务。”四川省林草局规划财务处处长陈

本林说，具体而言，四川将实施长江上游干

支流生态修复工程以及四川盆周山区生态

修复工程。此外，还要加强退化天然林修

复，到 2030 年，实现保护修复退化天然林

2000万亩。

如今，在四川的崇山峻岭间，一个个生

态修复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通过人工

造林、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等措施，四川

不断提升森林的蓄水保土能力。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碳库”和最经济

的“吸碳器”，而四川林草碳汇潜力巨大。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四川通过增加

森林面积、扩大森林碳容量、加强森林资

源保护管理等措施，不断提升森林的固碳

增汇能力，积极推进“固碳于木”，建设“森

林碳库”。

四川省在多地启动林草碳汇项目开

发 试 点 ，预 计 到 2025 年 底 ，四 川 林 草 碳

汇试点单位将开发碳汇项目 30 个，开发

规 模 约 960 万 亩 。 根 据《实 施 方 案》，四

川在增加森林面积，扩大森林碳容量的

同时，还要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和灾

害防控，减少森林碳损失和碳排放，巩固

森林碳存量。

点绿成金 藏粮于林

“森林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除了作

为‘水库’和‘碳库’外，还能成为‘粮库’和

‘钱库’。”四川省林草局产业处副处长姜

贵腾说。

走进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经济开

发区的四川竹元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

车间内板材生产线上，一根根竹子经过疏

解、浸胶、烘干、热压成型等一系列工艺，变

成一种名为重组竹的高密度、高强度的新

型环保材料。

“不久前，我们顺利完成了世界首例重

组竹框架—剪力墙结构振动台的试验，验

证了重组竹建筑结构体系抗震性能优越，

将对推进重组竹在竹结构建筑的大规模应

用提供有力支持。”该公司技术研发部主任

周建名说。

近年来，洪雅县依托丰富森林资源，

推进竹产业创新发展，在环保产业新赛

道上持续发力，是四川建设“森林钱库”

的成功实践典型。目前，洪雅县竹林面

积 44 万亩，2023 年实现竹产业综合产值

18.3 亿元。

“木竹产业是四川打造‘森林钱库’的

优势之一。”四川省林草局产业处副处长李

大明介绍，根据《实施方案》，四川将推进木

材资源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经营，鼓励

发展集成材、科技木、高性能木质重组材等

新型木材产业。

在建造“森林钱库”的同时，四川也持

续构建多元化森林食物供给体系，大力发

展经济林果和林下食物产业，实现“藏粮于

林”。据了解，为打造“森林粮库”，四川积

极发展特色经济林。

广元昭化的林下中药材种植、泸州

叙永的林下食用菌产业示范建设项目、

达 州 万 源 旧 院 黑 鸡 林 下 养 殖 产 业 ……

一批批项目落地开花，“森林粮库”越建

越好。

据了解，《实施方案》针对核桃、油橄

榄、竹笋、油茶等特色品种给出开发重点，

提出以川产道地药材分布区为重点，调整

优化杜仲、黄柏、厚朴、乌梅等木本药材布

局。同时，四川将科学发展林下经济，包括

大力发展林下种植，适度发展林禽、林畜、

林蜂等林下养殖等。

下一步，四川将出台一批务实管用的

政策措施和技术指南，进一步推动落实《实

施方案》，建好“森林四库”，充分发挥森林

的多种功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树立“森林

四库”建设的典范标杆。

四川：建设“森林四库”实现绿富同兴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韦秋莹）记者 11 月

10日获悉，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入选“自

然城市”平台，再添世界级新名片。

“自然城市”平台由宜可城-地方可持

续发展协会、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大自然

保护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及联合国环境

署等组织合作建立，是全球最大的城市和

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与案例分享平

台，旨在表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

杰出城市和地区。

“入选‘自然城市’平台是对我们长期以

来坚持绿色发展、致力于打造生态宜居城市

的最佳肯定。”桂林市副市长龙杏华说。

龙杏华介绍，近年来，桂林市坚持以

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统揽，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生态产品

与价值实现、生态修复与全域治理，全面

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实现生产空间集

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

清水秀。

记者了解到，桂林市优先保护漓江

和桂林山水，加强保护生物多样性顶层

设计，将生态保护融入政策规划，持续保

护、连接和恢复自然环境；成立跨部门工

作专班，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顺利

实施；推动可持续发展示范建设，广泛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

同时，桂林市结合自然解决方案和传

统植被修复，建立了漓江全流域保护和治

理体系。该市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的保护和修复工程，重点保护和修复漓

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

会和经济效益；通过完善排水管网和规范

排污行为，成功消除了城市黑臭水体。通

过实施石漠化治理和退耕还林等项目，使

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55.04%，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桂林市还全力推动生物资源保护。

目前，桂林市共拥有 32 处自然保护地，面

积 62.41 万 公 顷 ，覆 盖 面 积 占 全 市 的

22.45%。该市有 3120 种维管束植物，包括

多种特有物种。近年来，桂林市还持续发

现了桂北琴蛙、风筝果等新物种，生物多

样性日益丰富。

广西桂林入选“自然城市”平台

日前，罕见物种秦岭缺翅螳现身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刮风时它会随风摇摆，就像被风吹动的苔藓一样，如此高超的

拟态能力让它能完美地与环境融合。”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官庙保护站巡护员张恒向记者讲述自己亲眼见到秦岭缺翅螳的

瞬间。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秦岭腹地中段南坡。不久前，

张恒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巡护时，被一块巨石上的褐

绿色“苔藓”吸引。他发现，这块“苔藓”和平日里见到的不太一样，好

奇心驱使他用手戳了一下“苔藓”。突然，“苔藓”收缩，倏地“躲”开了

他的手指。随后他意识到，这应该是一只罕见的螳螂。通过比对文

献资料，张恒发现，那块“苔藓”是秦岭缺翅螳的雌若虫。

“秦岭缺翅螳的发现，说明了秦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显示出

秦岭生态长廊的厚重价值，说明秦岭还有诸多未知有待进一步研

究。”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开峰表示。

秦岭是全球 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也是中国 14个生物多

样性关键地区之一。其中，秦巴山区跨越陕西省内商洛、安康、汉

中、宝鸡等地，素有“南北生物物种库”之美誉。

近年来，研究人员先后在秦岭发现了秦皇锦蛇、横斑锦蛇、纹

尾斜鳞蛇、小鸦鹃、乌鹃、白斑军舰鸟、白斑尾柳莺、黄颈拟蜡嘴雀、

大足鼠耳蝠、西南鼠耳蝠等十余种新物种或新记录物种。

随着《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的修订，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和监管工作逐步完善，秦岭区域内的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

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秦岭朱鹮种群数量由最初的 7 只发展到

7700 余只，金丝猴种群数量 6000 余只，秦岭羚牛种群数量 5000 余

头，林麝存栏数量近 5万只。

陕西秦岭：

生态长廊孕育“动植物宝库”

科技日报讯（记者雍黎 通讯员陈瑶 李培烈）记者 11月 10日

获悉，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调查队日前在开展本地资源调

查时，于巫溪西部红池坝镇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野生崖柏。

崖柏也叫四川侧柏、崖柏树，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崖柏被植

物学家称为世界上最珍稀的裸子植物，属于极度濒危树种，大多分

布在悬崖峭壁、陡峭山坡等人迹罕至之处。崖柏生存环境苛刻，驯

化种植难度较大。此次发现的崖柏生长于海拔 1900 米高的崖壁

上，共有二十余棵。据科考人员介绍，早在 2022 年，巫溪县兰英乡

就首次发现了野生崖柏的存在，他们推测巫溪的其他区域可能也

存在野生崖柏，而此次在红池坝镇的发现证明了之前的推断。

据初步估算，巫溪现存野生崖柏数量在 1000 株以上，整体状

态较好。近年来，巫溪县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打击非法采伐

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为野生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

境。此次在巫溪的红池坝镇、尖山镇等多地发现的崖柏，不仅丰

富了当地的植物区系，也为研究崖柏的地理分布、演化及生态适

应性提供了新素材。

重庆巫溪发现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野生崖柏

日前，记者从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

二航局”）获悉，经过 4年多的建设，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辽宁省大

连市金州老城区雨污水分流改造主体工程已建成投运。

金州区是大连老城区，城市污水、雨水曾经混杂排入地下管网。

随着工业发展、城市人口增加，用水、排水增多，原有管线较陈旧，已

无法满足排污需求。为缓解既有管线排污压力，大连市亟须通过“雨

污分流”，减缓城市内涝，根治污水直排、明沟明渠恶臭水体。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交二航局工程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据

介绍，此次工程累计建成雨、污水管网 116.5公里。未来，金州区将

实现雨水、污水分离收集、清洁入海。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实现全过程“智慧运营”。雨污分流项目

运营负责人李坤说：“通过与污水处理厂贯通协同，组建雨水、污水

管理网络，大连市金州老城区实现了污水、雨水分流采集、运输、管

控、净化和再利用的一体化自动管理。”

据了解，金州老城区雨污水分流改造主体工程覆盖城区所有

小区、学校、医院、工厂、广场等的排水系统，工程总量大、作业面

小，涉及电力、自来水、通信、供热等联合作业。随着雨污水分流体

系投入使用，金州老城区 52 平方公里污废水将实现“零污染”入

海，“更新”后的地下管线将减少城市内涝、提升城市韧性，惠及约

160万金州市民。

大连金州老城区

实现污废水“零污染”入海

◎本报记者 张 蕴 通讯员 曲天骏

科考人员正在查看野生崖柏。 巫溪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一只苍鹭在乌梁素海停歇。 新华社记者 贝赫摄

广西阳朔县的漓江风光。 新华社发（黄勇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