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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金桥村湿地

公园内，游客三三两两地漫步在蜿蜒的林

间小道上，惬意地欣赏优美景色，享受冬日

暖阳。

日前，财政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公布了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第二批典型案

例名单。于都金桥崩岗片区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名列其中，成为江西省唯一入选的典

型案例。

从“流沙岗”到“后花园”

走进赣州市于都县金桥村，满眼尽是

葱郁。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崩岗侵蚀

区，山体破碎，流沙四溢，河道淤塞，土壤贫

瘠，植物难以生长，生态环境恶劣，被村民

们称为“流沙岗”。

崩岗是一种在水力和重力相互作用

下，山坡土体受破坏而崩塌的一类侵蚀地

貌，是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被形象地

称为“生态溃疡”。

崩岗侵蚀区治理一直是于都县一个难

啃的“硬骨头”。为修复“生态溃疡”，近年

来，于都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理念，大力实施“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态保护与修复”“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等系列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全面清

理县域内土地资源破坏、地质灾害、水土流

失等系列危及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生态

包袱”。

此外，于都县还实施了金桥崩岗片

区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于都县自然资源

局分管领导曾斌华介绍说，项目通过“养

水 — 理 水 — 宜 水 — 净 水 ”和“ 固 土 — 肥

土 — 净 土 ”等 系 统 措 施 ，治 理 崩 岗 312

座 ，治 理 面 积 1150 亩 ，封 山 育 林 4255

亩。项目成功入选国家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 态 保 护 与 修 复 试 点 工 程 ，总 概 算 1.78

亿 元 ，其 中 中 央 补 助 资 金 8242 万 元 ，地

方配套 9612 万元。

如今，经过生态修复治理，于都金桥崩

岗片区步道蜿蜒，林木环抱，绿影相随，游

客畅行其间，如同置身天然氧吧。这里距

县 城 路 程 不 远 ，已 成 为 于 都 县 的“ 后 花

园”。2021 年 12 月，金桥村荣获第二批江

西省森林乡村称号。

“经过这几年的治理，我们村变得山清

水秀，群众生活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变。周

围的山体不会像以前一样容易发生泥石

流，附近的河道也不会总出现涨水。现在，

来我们村的游客络绎不绝。”金桥村村民何

德君说。

从贫困村到“五美”乡

走进金桥村，道路干净、小河清澈，

村 居 白 墙 黛 瓦 、错 落 有 致 ，孩 子 们 在 沙

地上玩耍嬉戏，老人们凑在一起晒着太

阳 聊 家 常 。 幸 福 生 活 与 绿 水 青 山 相 融

合，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画卷。

“我以前在外务工。现在我们村生态

好了，人气旺、游客多，所以我决定回家乡

开农家餐馆。这几年客源不少，收入也不

错。而且，我们村现在已经成了产业兴、环

境美、村民富的体育新村、生态旅游村、崩

岗科普新村、五美乡村……”金桥村农家餐

馆老板邱小燕笑眯眯地与记者聊起这些年

村里的变化。

于都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金

桥村原属“十三五”贫困村。近年来，于都

县委县政府不断加大金桥村的资金投入力

度和建设力度，借助全县第三批五美乡村

示范点的有利契机，完善了体育、休闲、观

赛、游玩等基础设施，建设了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 30 千瓦，蔬菜大棚 10.46 亩，发动村民

以入股合作社的模式发展肉鸡、肉鸽等多

种产业。

“我们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使植被覆盖率大幅度提高，整个生

态链得到重塑。”金桥村党支部书记何书慧

说，同时村里还修建了自行车道、木栈道、

景观亭等，并以建设“五美”乡村示范点为

契机，打造了江西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

训练基地，着力构建“体育小镇”。

如今的金桥村已蜕变成市民休闲娱乐

的“城市后花园”，体教融合发展的“青训基

地”，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示范点”，成为

江西的又一张靓丽名片。

于都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王峰表示，目

前，于都县正在积极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

山生态治理第二批次项目，旨在彻底全面

解决于都县历史遗留生态问题。全县上下

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守护好、

开发好、利用好县域自然资源，着力建设幸

福美丽于都。

江西于都：清理“生态包袱”实现绿色发展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宇航）记者 11 月 15 日获悉，大批黑颈鹤

日前飞抵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黑颈鹤保护区，拉开了它们一

年一度“越冬之旅”的序幕。为了确保黑颈鹤的越冬安全，林周县

黑颈鹤保护区已全面进入严管阶段。

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它们体态

优美、身姿挺拔，拥有黑白相间的羽毛。每年 10月中下旬开始，黑

颈鹤都会跨越千里，前往西藏的湿地、草原和农田。这里水源丰

富，食物充足，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栖息条件。

林周县黑颈鹤保护区巡护员顿珠次仁说，保护区将加强值班

值守，劝返徒步打卡游玩人员，减少对黑颈鹤等野生动物的惊扰及

其栖息地的损害；同时加大巡护力度，为黑颈鹤营造良好的栖息越

冬环境。此外，保护区还将加强监测，密切观察黑颈鹤种群状况及

生长活动情况，确保它们能够安全健康地完成冬旅生活。

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黑颈鹤在西藏的越冬种群数量逐

渐稳定并有所增加。这是保护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也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

西藏林周

守护黑颈鹤平安越冬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记者 11 月 15 日获悉，山西省第二批

观鸟地图已发布。本批观鸟地图共新增 10处观鸟打卡地，涵盖了

湿地公园、自然景区和水库湖泊等不同生态环境，且多个地点记录

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山西省属华北、蒙新两大动物区系，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

鸟迁飞通道，是我国中部重要的鸟类迁飞和越冬地省份，野生动植

物资源比较丰富。

山西省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奎庆介绍，近年来，山西省

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大力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造林种草、保护湿地多措并举，鸟类生境明显改善、鸟种数量明

显增加，吸引了大量游客和观鸟、摄影爱好者。经各地申报、专家

审核，省林草局从众多申报地中选定第二批适宜观鸟的线路，编制

了第二批山西省观鸟地图。

据悉，本批观鸟地图新增的 10 处观鸟打卡地分别为：山西怀

仁口泉河国家湿地公园、山西山阴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河曲县黄

河省级湿地公园、庞泉沟景区、山西左权清漳河国家湿地公园、山

西洪洞汾河国家湿地公园、长治漳泽水库、运城盐湖、永济伍姓湖、

山西泽州丹河国家湿地公园。

山西发布

第二批观鸟地图

渭水自西来，蜿蜒穿城下。近日，记者

来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看到清冽的渭

河水正从鸟鼠山流出，缓缓向东流去。以

渭河为核心，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片片

绿化带功能区多姿多彩。俯瞰渭源县城

区，一幅“城河共生”的画卷徐徐展开。

近年来，渭源县立足渭河源头水资源

和水生态优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统筹推进上游生态系统治理，全力打造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美丽幸

福河湖。

水质提升 河岸整洁

黄河流域渭源县水生态综合治理及生

态廊道建设、渭源县渭河沿线生态修复、渭

源县城东区生态绿地提升、城市重点道路

绿化提升改造……近年来，渭源县共建成

沿河观光旅游长廊 23 公里、文化展示节点

5 个、生态公园 4 处。目前，渭源县城区绿

地面积 214.26公顷，绿化覆盖率 38.34%，县

城“一路一景、一街一品”的绿化长廊已经

形成。2023年，渭河渭源段成功创建为“省

级美丽幸福河湖”。渭源县域内重要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 100%。

“渭源县这几年建设得越来越好了。

县内河道改造后，河岸边整洁美观，不仅

有花花草草，还有健身器材。县城真是太

美了。”市民王彤彤和同伴们对县城变化

很感慨。

同时，随着渭河水生态综合治理及生

态廊道建设等工程的实施，渭源县城观赏游

憩、自然科普、临水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展。

“我喜欢渭河沿岸的规划设计。天气暖和

时，这里绿草如茵，树木葱郁，非常适合亲子

游玩，很高兴家门口能有这样一个休闲好去

处。”市民朱丽华说，渭河流域优美的生态环

境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依水而兴 以水定产

走进渭源县路园镇高原夏菜核心区示

范基地，气调库中一排排辣椒、番瓜等各类

高原夏菜“整装待发”；经晒干处理后的玉

皇菇即将发往青岛等地；大棚内反季育苗

郁郁葱葱……

依托水资源优势，渭源县合理谋划布

局，大力发展高原夏菜产业，引进渭源县裕

兴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龙头企业，在

路园镇带动群众统一开展集约化育苗、标

准化种植，全镇建成设施蔬菜大棚 800 余

座，全产业链产值达 2亿元。

在渭源县，美丽河湖串联起城镇、乡

村、景区，为全县发展“一核七星”乡村旅游

注入了生机活力。

记者了解到，每逢节假日，渭源县渭河

源景区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八方来

客在群山环抱间欣赏自然美景、体验舒适

民宿、参与精彩民俗活动。

近年来，渭源县形成了“连乡成片”“跨

乡成带”“集群成链”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打

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快速

通道，实现了让群众“掬水而用、临水而憩、

依水而兴”的目标。

甘肃渭源：描绘“城河共生”新画卷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 讯 员 乔彩凤 王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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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有关部门公布 2024 年智慧农

业建设典型案例，以内乡牧原肉食产业综合

体建设项目为样本的《河南省内乡县智能化

生猪养殖解决方案》被评定为全国 85 个典型

案例之一，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典

型代表。

攻克技术难关 提升猪肉
品质

在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余关镇大花岭村

的开阔地带，放眼望去，一排排现代高楼拔地

而起，1 栋、2 栋…… 21 栋，每栋 6 层的楼房猪

舍连排成片、整齐划一；走进猪舍，不同时期、

不同种类的猪正在进食、休息；机器人正在轨

道上自动化运行，将猪舍的数据实时传输到管

理平台……这里是内乡县牧原现代农业综合

体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牧 原 综 合

体”）。在这里，猪住上了楼房，机器人

成了管家，养猪这一“脏活

累活”成了“智慧活儿”。

“时代不同了，传统养猪模式早已被现代

化养猪所颠覆，而现代化养猪靠的是智能化

技术……”说起现代化养猪，牧原综合体总

经理张龙飞侃侃而谈：“在温湿度传感器研

发过程中，我们曾把国外先进的买回来，但

是发现不适用，决定依靠自己团队进行研发，

以适用于猪舍内温湿度的监控。如今难题已

经攻克。”

张龙飞介绍说，如今的猪舍用上了牧原集

团自研的“新风过滤系统”。该系统可进行 4

层过滤，从源头保障猪舍的空气质量，过滤系

统第 4 层的黑色隔板能隔离约 0.3 微米的粒

子，实现对各种病毒的隔绝。

猪舍内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同样出于牧原

集团的自主研发。这些“猪舍管家”集成可见

光摄像头、3D 摄像头、红外热像仪、拾音器、气

体检测仪等各类传感器于一身，实时传送着温

度、湿度、风机转速、异常声音等指标，后方平

台通过云监控、大数据分析和自动化设备运

行，实现生猪养殖的智慧管理。

过去，饲养员很难及时发现猪只的异常状

况，容易错失治疗时机。而现在，巡检机器人

24小时不间断运作，发现猪只异常状况会立即

将信息推送给饲养员。“当猪只有异常状况时，

就算是下班的时间，饲养员也会及时过来处

理。”张龙飞表示，“这样一来，生猪整体的存活

率就会上升，猪健康，用药少，猪肉品质得到提

升。”“养重于防，防重于治”是牧原综合体长期

秉持的生产管理理念。

“内乡速度”+“科技创新”
打造养猪新业态

土地和人力成本的上涨倒逼现代猪企向

规模要效益，向科技要潜力，牧原综合体的意

义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彰显牧原

龙头猪企的高质量优势。

2019 年底，牧原集团确定在内乡县东大

岗 建 设 年 出 栏 超 210 万 头 的 楼 房 式 现 代 化

养猪场后，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牧原综

合 体 于 2020 年 2 月 选 址 成 功 并 开 工 建 设 。

同年 9 月，第 1 栋楼投产使用，2022 年 3 月，

21 栋 楼 房 猪 舍 已 全 部 投 产 ，跑 出 科 技 兴 农

的“内乡速度”。

张龙飞说，牧原综合体实现生猪单层养殖

到多层养殖，大大节省土地资源，是将近传统

养猪用地的五分之一。该项目年出栏生猪 210

万头；同时配套年屠宰生猪 210 万头的肉食品

加工生产线，年产值可达 70亿元。

据介绍，牧原综合体整合生猪产业链上的

所有资源，搭建全国全球互联网平台，利用数

字化、智能化技术，挑战了养殖密度、物流成

本、产出效率三个极限，极大地提升了整个产

业链的生产经营效率。

牧原综合体“粮进肉出”的工业化、流水线

式养猪模式，使牧原在成本控制、疾病防控等

方面具备更加显著的优势。公司平均一个饲

养员就可以同时饲养 2700—3600 头生猪，这

个效率凸显了现代养猪业智能化、集约化等先

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从而使企业在应对残酷的

“猪周期”和“非瘟”时更加游刃有余。

“未来，我们将用系统思维，建立行业模

型，通过产业互联平台，与养猪场户、研发机

构、国内外市场、政府数据、高校等领域开放共

享，共建生态，为中国从养殖大国向养殖强国

转型升级贡献牧原的力量。”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秦英林说。

图① 牧原综合体内，正在协同作业的牧
原智能化巡检机器人。

图② 牧原综合体内，正在工作的智能饲
喂设备。

图③ 牧原综合体智能化猪舍。
图文及数据来源：牧原食品股份有限责任

公司

为 养 猪 配 备“ 智 慧 大 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