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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

的艾西曼湖碧波荡漾，湖区四周的人工林树

叶泛黄，一块块湿地成为飞鸟嬉戏的乐园。

多年来，受到水资源过度利用和流动

沙漠侵袭等因素影响，艾西曼湖面积逐渐

萎缩，周边土地荒漠化日益加剧。这里也

成为整个新疆阿克苏地区唯一的荒漠区。

2021 年起，阿克苏地区启动第五个百

万亩生态治理工程——艾西曼区域生态修

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作为阿克苏地区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工程采取人工造林、封沙育林、

湿地修复、乔木造林、退化林修复等综合性

措施，力争通过5年时间让荒漠变绿洲。

目前，这一工程已完成生态修复面积

53.3 万亩，其中人工林面积达到 11.25 万

亩。栽种近三年的杨树、胡杨像一个个笔挺

的“绿色卫士”，守护着这片由沙变绿的土

地。不久前，“艾西曼湖区域生态修复及荒

漠化治理项目”成功入选第二批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典型案例。

湖区面积逐步恢复

艾西曼湖是阿克苏地区境内最大的淡

水湖，也是阿克苏河流域中最大的湖泊。

随着近几十年高强度的水土资源开发利

用，湖泊及其周边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地表水过量引用，植被难以生长。

要把丢失的水补回来！

在保障塔里木河干流用水的前提下，从

2017年开始，当地首次利用阿克苏河水对艾

西曼湖实施生态补水，湖区面积逐步恢复。

然而，用水矛盾依然存在。湖区要补

水，种树要用水。当地必须要寻找新的灌

溉水源。

阿克苏地区林业和草原局中心高级工

程师张志军介绍，当地将阿克苏地区阿克

苏市、温宿县的城市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

理后，每年可形成 7700 万立方米的再生水

资源。通过新建的输水渠、防渗渠和输水

管道，这些再生水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艾

西曼区域进行人工林灌溉。

此外，当地还实施农业高效节水和防

渗渠道改建连通工程。这一工程对老灌区

内的多条防渗渠进行了改建，显著减少了

水资源的损耗和蒸发，每年节水量达 299.5

万立方米。

张志军介绍，节约下来的阿克苏河水，

作为生态用水进一步补充进入艾西曼湖。

自 2021 年艾西曼区域生态修复及荒漠化

治理工程实施以来，艾西曼湖水位平均上

涨了 30 厘米，可溶性总盐含量平均下降率

达 61%，流域内地下水水位在补水后平均

抬升 60 厘米，恢复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

增强了湖泊调节地表径流，提高了湖泊防

洪灌溉等生态功能。

技术支撑人工造林

10 月底，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开展了

秋季植树造林活动。全县干部职工和群众

代表分批来到艾西曼区域，在这里种下一

棵棵小树苗。

阿瓦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蒋丽丽

介绍，自 2021 年艾西曼区域生态修复及荒

漠化治理工程启动以来，每年春秋两季，县

里都会组织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极大

推进了工程进度。目前，该工程已经完成

人工造林面积 11.25万亩。

在荒漠里种树，并不是浇水就能活，还

需要技术支撑。

蒋丽丽介绍，在巩固现有绿洲的基础

上，工程坚持修复和绿化结合，以“自然恢

复为主，人工助力为辅”为总体思路，坚持

“封育保护、人工造林”相结合。一方面，最

大程度地减少封禁区的人类活动，促进荒

漠植被的恢复和生长；另一方面，按照“抚、

补、替、疏”为主的技术路线建设防护林，加

强对林草的抚育管护和病虫害防治。

当地在树种选择上坚持因地制宜、适

地适树的原则，选用耐干旱、耐贫瘠、抗风

蚀、抗沙埋，具有较好稳定性、较强抗病虫

害能力的树种，并将耐盐碱、耐干旱的刺

槐、沙枣分别与新疆杨进行混交后造林，大

大提高了防护林成活率。

“在艾西曼区域种植的人工林中，有的

树木三年多时间就长到了碗口般粗壮，树

高可达 3 米多。”蒋丽丽说，人工林长势喜

人，一方面因为灌溉用的可再生水富含营

养元素，另一方面得益于好的种植技术。

在大力进行人工造林的同时，阿瓦提县

通过封沙育林、光伏治沙、人工种草等方式

进行沙漠植被恢复。截至目前，该县生态修

复及荒漠化治理面积达到了53.3万多亩。

多种生物现身湿地

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巴格央塔克

村村民阿布都热依木·努肉孜的家就在艾

西曼湖区周边。他告诉记者，以前春天经

常刮大风，一刮风就起沙尘暴，种在地里的

庄稼嫩苗会被风连根拔起，一年补种两三

次是常有的事。

“这两年变化很大，农田周围的沙地里

种上了树，挡住了大风沙尘，我们的收成一

年比一年好。”阿布都热依木·努肉孜说。

阿克苏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修复项目专班高级工程师艾斯卡尔·努尔

介绍，曾经，艾西曼区域一年中几乎有 100

天都是沙尘天气，周边城镇也受到波及。随

着工程的实施，混交林、固定沙包的芦苇和

梭梭形成了绿色屏障，能够降低风速、拦截

沙尘。艾西曼区域沙尘天气由年均 100 天

降至年均 30天。天气情况也由频繁的大范

围沙尘暴，转变为小范围的浮尘天气。

随着艾西曼湖区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

与功能的加强，连片生长的芦苇为多种多样

的生物提供了舒适的栖息环境。鸟类或结

伴飞翔或成群游曳，过去难觅踪迹的塔里木

兔、狐狸等野生动物，也会不时现身湿地。

如今的艾西曼区域，已形成集河流、湖

泊、沼泽、草甸、草原、荒漠等多种生态景观

类型于一身的复合生态系统，成为当地旅

游业的发力点。

艾斯卡尔·努尔介绍，依托艾西曼区域

良好的生态环境，阿瓦提县引入社会资本，

建设了塔宝沙漠游园生态旅游景区，打造

集特色林果、水生植物、园艺产品种植、特

色畜禽和水产养殖、餐饮住宿和休闲观光

于一体的沙漠游园，以“景区带村”“能人带

户”“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等形式，持续拓

展生态价值的转化路径。

用好水资源 荒漠变绿洲
——艾西曼区域生态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显成效

日前，宁夏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固

体废物环境监管 提升固体废物利用处置

水平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正式施行。

这是宁夏为贯彻《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的首个

政策措施文件。该文件旨在通过15项措施，

加强政策支持帮扶、资金项目激励和科技创

新支撑，进一步优化固体废物环境监管。

破解固废利用难题

固体废物指人类在生产、消费、生活和

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固态及半固态废弃物

质，一般分为工业废物、农业废物和生活废

物三大类。

大量固体废物堆放，既会占用土地资

源，又会污染水环境，还会影响土壤、大气

及环境卫生。目前，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

物累计堆存量约 600 亿吨，亟待拓展规模

化利用的有效途径。而在宁夏，这种情况

更是不容乐观。2021 年，全区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总量达到 7800 万吨，产废强度

处于全国前列，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只

有约 43.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痛定思痛。2022 年以来，宁夏安排生

态环保专项资金 4300 万元，重点支持银

川、石嘴山 9 个“无废城市”典型示范项目

建设。2023 年，全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率升至 63.5%。

此次宁夏生态环境厅出台《若干措施》，

就是要进一步有效引领工业固体废物利用

高值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拓展固体废物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路径，在工业固体废

物污染治理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出政策“组合拳”

“大力推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

利用”是《若干措施》的第一条。记者了解

到，宁夏将着力推动实施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支持实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

建材制造、公路建设、矿山生态修复、土壤

盐碱化改良等资源化利用项目；支持引进

工业固体废物高附加值利用项目落户区内

重点产废园区，实现“以用促治”。

在提高新型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能

力方面，宁夏将积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鼓励各地因地

制宜超前布局废动力电池、废光伏组件、废

风机叶片等新型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项

目，有效防范新型工业固体废物和废旧物

资拆解带来的环境污染风险。

记者注意到，宁夏强调科技赋能环境污

染防治能力，推出政策“组合拳”，以改革创

新引领绿色发展。加大固体废物污染治理

项目资金补助支持、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监管

改革试点、支持涉危险废物高值化利用处置

产业发展、统筹调控重金属排放总量指标、

支持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技术创新。

同时，宁夏生态环境厅还配套制定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收集利用处置单位能

力或资格核实指引》《自治区危险废物“点

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试点工作方案》

《自治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利用“白名单”

管理实施方案》3个制度文件。

勇当行业“先行者”

近年来，宁夏通过不断实践，在固体

废物规模化利用与处置方面蹚出了一条

新路。

不久前，宁夏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魏力就科技示范工程引领交通绿色转

型的成效与经验进行分享。

我国在建工程中利用固体废物种类最

多、结构层位应用最全、利用规模最大的高

速公路建设项目，就是宁夏境内的科技示

范工程——乌海至玛沁公路惠农（蒙宁界）

至石嘴山段。这段全长 57.3 公里的线路，

实现了多类工业固体废物集中利用，包括

煤矸石、粉煤灰、钢渣、炉渣、脱硫石膏等。

“在项目中，我们聚焦工业固废资源化

综合利用，开展了废旧橡塑改性沥青路用技

术研究与应用、粉煤灰及煤矸石路基填筑技

术推广应用等4项专题技术研究。”魏力说。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的固体废物利用

规模大，掺量比例高。在不断技术创新中，

固废基小型预制构件 100%替代传统的水

泥混凝土小型预制构件，胶凝材料的固废

掺量达到 95%，路面基层和路面面层中的

固废掺量占比突破 50%。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资源化利用工

业固体废物 295 余万吨，减少碳排放量约

7500吨，实现了工业固体废物全路段、全断

面、全层位利用。

“未来，我们将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团

队、建立行业级科研平台、完善标准体系，

将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应用技术做强、做

精、做细，推动相关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

展。”魏力说。

宁夏：科技创新让固废“生金”

科技日报讯 （记者赵汉斌）记者 11 月

30 日从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云南省

首个野生动物及栖息地保护网络——滇金

丝猴全境保护网络成立 5 年来，持续推动

滇金丝猴及其栖息地整体保护，在网络平

台建设、科学监测、栖息地管理、廊道修复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仅分布

在滇西北和藏东南一带的高寒原始森林，被

誉为“雪山精灵”，是世界上海拔分布最高的

灵长类动物，也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物种之

一。目前，滇金丝猴总数已增至3800余只。

据介绍，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成员

单位已从 2019 年成立之初的 13 家，增至目

前的 38家，所实施的两期小额增款项目，支

持了 14个保护项目。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

络所开发的“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巡护

员管理平台”App（保护地版），实现了滇金

丝猴的数字化保护和管理；投入 6600 余万

元公益资金，造林 2.96万亩，促进了滇金丝

猴、蜂猴、倭蜂猴、西黑冠长臂猿的栖息地

修复；5 年来，累计投入 1800 余万元公益资

金，支持网络秘书处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

基金会建设 6 个公益保护地，让滇金丝猴

栖息地保护范围从云南省最南端的云龙天

池，延伸到最北端的德钦片区。

此外，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期间，该网络被

纳入自然资源部《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集》，并被正式编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年）》。

据悉，未来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将

建设一个参与度更高、运行更有效的合作

平台，吸引更多力量加入，助力以滇金丝猴

为代表的云南灵长类动物保护与栖息地修

复，持续推进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

滇金丝猴总数已增至3800余只

图为滇金丝猴。 肖林摄

十年如一日，河清水碧，一泓任河水，永续向北去。日前，在重

庆市城口县举行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10周年座谈会上，城

口县县长董奕锋介绍，作为汉江上游最大支流，城口县“母亲河”任河

每年有近20亿立方米的水流入丹江口水库，通过南水北调工程送往

北京，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入库水量的5.4%。

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属国家级

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源

涵养生态建设区。城口县以生态保护、污染治理为重点，深入开展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以“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

保供水、抓节水）护好源头碧水。

“城口大小溪河 779 条，水库 9 座。全县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28.4 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量 22.9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5.5 亿

立方米。”城口县水利局局长冯跃介绍，近年来，城口县高度重视生

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作，投入资金 41.5 亿元，完成任河生态景观

坝、防洪护岸综合治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任河综合治理等重点

工程 10 余个，以“五水共治”全力保障入库水质优良。截至目前，

城口县国考断面水质稳定在国家Ⅱ类标准及以上，地表水、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 100%，每一滴水都让人放心。

任河发源于城口县东安镇老鸦铺七星洞，沿着大巴山南麓，由

东偏南流向西偏北，由城口经四川万源、陕西紫阳，注入汉水。

一河跨三省，城口与四川万源、陕西紫阳等地区共同推进跨界

河流一体规划、一体治理、一体调度、一体管护，联合印发《任河跨

省河流联防联控机制工作方案》。同时，三地还联合开展跨区域巡

河行动、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

为守护城口的 779 条溪河，全县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监护

人”，316名河长常态化开展巡河，在河岸湖边、溪塘沟涧，随处可见

河长身影。

同时，“城口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巴山守护人生态环境保护

志愿服务队”“河小青”志愿服务队等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河流守

护。目前，25 支队伍共计动员青年志愿者 1000 余人次，开展“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等系列生态文明实践活动 200余场次。青年

志愿者已成为城口服务生态保护、保护美丽河流的“生力军”。

重庆城口：

“五水共治”护好源头碧水

近日，大批东方白鹳飞抵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湿地休憩觅
食。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鸟类大熊猫”之称。近年
来，唐山市持续加大曹妃甸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鸟类栖息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吸引大量迁徙的东方白鹳等鸟类在此停歇觅食。图
为东方白鹳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湿地飞舞。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鸟类大熊猫”湿地舞翩跹

图为艾西曼区域。 麦吾兰江·莫明摄

日前，记者从湖南省娄底冷水江市科工信局获悉，该市联合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持续攻关，经过多轮技术迭代，成功实现

了砷碱渣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冷水江市被誉为“世界锑都”，锑矿资源现保有储量达 30 万

吨，占全球比重的 30%。锑矿冶炼会产生含有多重毒性的砷碱渣，

严重威胁资江下游、洞庭湖流域的用水和生态安全。

为解决砷碱渣处理难题，冷水江市委市政府组织中南大学、湖

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湖南矿产资源集团等高校科研院所及

企业，对当地砷碱渣处理生产线进行技术攻关和提质升级。经多

次技术迭代后，冷水江市形成了处理砷碱渣的“中性中温连续盐析

工艺”，实现了原料适应性强、系统连续稳定、正常生产无废水、废

气外排及低成本的目标。

除无害化处理，当地还着力解决废渣中砷和锑的再利用问

题。据悉，当地组织科技团队与湖南振宏冶金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联合攻关，实现了低砷渣的近零填埋，以及生产制备和提

纯高纯度单质砷的相关工艺。提纯后的废渣，甚至还被作为一

般固废广泛应用于建筑原材料上，真正实现了无害化、资源化，

变“渣”为宝。

记者了解到，冷水江市“砷碱渣短流程制备高纯金属砷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在去年被列入湖南省重大科研“揭榜挂帅”项目。

这一项目的启动，为冷水江市锑产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

路。该市建立针对含锑和含砷二次资源的综合回收利用中心，同

时新建专门的砷碱渣处理线，确保有害物质妥善处理，减少环境污

染。此外，该市建设高纯材料生产线，以单质砷作为高纯材料的起

点，不断扩展更多材料的高纯化。

湖南冷水江市实现

砷碱渣无害处理和资源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