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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玉 70 多年的生态文明实践，为荒

漠化地区的生态修复与可持续发展探索

出一条可行的路子。”日前，在 2024 全球

人居环境论坛年会上，山西省朔州市右

玉县申报的“70 多年治沙造林与生态修

复的生动实践”荣获“新可持续城市与人

居环境奖”，右玉县委书记马占文发表了

如上获奖感言。

右玉县为何能获此殊荣？马占文坦

言，秘诀在于几代人的生态接力。

以绿为底
建设生态基础工程

右玉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新中国成

立初期，全县仅有残林 8000 亩，林木绿化

率不足 0.3%，土地沙化面积达 76%。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

灯，黑夜土堵门。风起黄沙飞，雨落洪成

灾。”提起 70 年前右玉的生态环境状况，马

占文说，当时国际环境专家把右玉列入“最

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建议举县搬迁。

面对恶劣的生态条件，右玉把植树治沙当

作头等大事来抓。

1949 年，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来到

右玉，他和县长江永济一致认为，“人要在

右玉生存，就得先让树在这里扎根。”于是，

他们开始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植树。

“在右玉，栽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娃

还难！”这句话在当地广为流传。

为了提高树木存活率，人们先要挑着

河泥盖在沙土上，之后再进行栽种。右玉

县右卫镇头水泉村党支部书记王明花参与

了右玉县最初的植树造林计划。她回忆，

当时，在右玉县风沙危害最严重的黄沙洼，

大家第一年种下了 9 万多棵树苗，可到了

第二年春天，树苗就被一场持续 9天 9夜的

大风连根拔起。

“一次不行就再种一次，一年不行就来

年再种。现在看到的每一棵树，都是至少

经过五六次补栽才种成的。”王明花说。

为了求生存、谋发展，70 多年来，右玉

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把防风治沙、植树造

林、改善生态作为改善人民生存、生产、生

活条件的基础工程来抓。右玉县坚持规划

引领，五年一个整体规划、每年一个实施方

案，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

在代代接力下，右玉县成功实现了“让

局部绿起来”“把风沙锁起来”“把窟窿补起

来”“把三松引进来”“让山川遍地靓起来”

等阶段性目标，右玉也从最初的不毛之地

转变为塞上绿洲。

数据显示，目前右玉县林地面积近 170

万亩，林木绿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

足 0.3%提高到 57%。右玉县地表径流和河

水 含 沙 量 减 少 60%，全 县 水 土 保 持 率 达

73.6%，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有效

改善。

借绿生金
打造特色旅游产业

秋季的右玉县，漫山遍野都是挂满枝

头的沙棘果。右玉县的沙棘颗颗饱满、汁

水丰盈。

“作为一种重要经济作物，沙棘是右

玉县的‘大功臣’。它不仅为农户开辟了

一条增收致富的道路，还具有防风固沙和

保持水土的作用。”右玉县林业局局长沈

强告诉记者。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右玉

走上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

沈强介绍，近年来右玉县大力推进以

沙棘为主、其他鲜干果为辅的特色经济林

建设，改造低产低效沙棘林 12.5万亩，全县

沙棘林总面积达到 28.5 万亩，年采摘沙棘

果 8000 多吨，发展沙棘加工、销售企业 12

家，产值达 3亿元以上。

不仅如此，持续改善的生态环境还成

为右玉发展文旅康养的底气。右玉县李

达窑乡马头山村村民李云生说，从 2002 年

开始，他用 16 年时间植树 300 万棵。“生态

环境好了，我又做起了生态养殖，效益好

时一年有 20 多万元收入。”李云生在自家

承包的林地内指着一个水塘说，“我计划

着做生态旅游生意，想在这里开展垂钓项

目。”

近年来，右玉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优

势，通过高效整合资源，紧扣休闲度假、自

然康养、森林氧吧等业态，打造了系列森林

康养休闲基地，形成了三条特色生态旅游

线路。在着力打造“绿肺”和“氧吧”的同

时，持续提升生态家底对文旅康养产业发

展的核心支撑力量。数据显示，今年 1 月

至 9 月，右玉县旅游人数达 454.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9.06%，旅游收入 29.2亿元。

从不适宜人类生存到获得全球人居环境奖

山西右玉：生态接力“扮靓”山川

冬日的西藏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碧波

荡漾，红嘴鸥翩翩起舞，斑嘴鸭悠然嬉戏，

绿翅鸭低声吟唱，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里鸟类繁多，生态环境优美，每次

来都能拍摄到好看的照片。”近日，在雅尼

国家湿地公园北部尼洋河畔采风的摄影爱

好者旺堆兴奋地说。

雅尼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西藏林芝市中

南部、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处。这里

高山林立，湿地公园及周边动植物种类丰

富，是青藏高原重要的鸟类越冬栖息地，具

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生态修复显成效

曾经，受多种因素影响，雅尼国家湿地

公园所在地植被持续减少、沙化越来越严

重，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自 2009 年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

设以来，特别是 2016 年雅尼国家湿地公园

管理局（以下简称“湿地公园管理局”）成立

后，此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多年来，湿地公园管理局累计投入超

3000万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与修复工程，

让湿地重焕生机。周边村民也积极参与其

中，防沙造林成为日常。1300 余亩土地上

新绿成荫，既防风固沙又美化环境，实现了

生态与民生的双赢。

42岁的拉巴次仁是雅尼国家湿地公园

的一名普通管护员，他的工作日常就是穿

梭于湿地间，清理垃圾、救助野生动物、防

止非法行为。“鸟类多了，生态好了，我心里

也乐呵。”他笑着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湿地公园管理局

采取“管理局+乡镇+村居”的管理模式，将

日常督导与群众巡护相结合，保护网越织越

密，为湿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随着科技进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治

理也迈入了智慧化新阶段。2021 年起，林

芝市生态环境部门与高校合作，对雅尼国家

湿地公园展开全面调查监测，摸清了生态家

底。2022年1月，国家林草局批复同意建设

西藏雅尼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

站。当地采购了土壤、水质、大气、动植物等

各类监测仪器和设备，建立了完善的湿地监

测体系，能对湿地的水质、土壤、生物多样性

等进行定期监测，及时掌握湿地的生态变化

情况。2022年7月，西藏雅尼湿地生态系统

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挂牌成立，标志着科研

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

尼洋河位于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北部，

是林芝市的“母亲河”，其河畔的生态环境对

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修复意义重大。

回望过去，尼洋河畔曾是一片荒滩，裸

露于河床上的黄沙随风飞扬。如今，河滩

种植了绿草和桃树，在春夏之际绿意盎然。

除了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外，当地还通

过完善环保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污染

治理、推广生态农业和绿色生活方式，使尼

洋河的水质得到显著改善。

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雅尼国家湿地公

园绿意更浓，生态更优。截至目前，雅尼国家湿

地公园已记录鸟类57种、植物64种、昆虫154种。

科技治理提水质

湿地与水，相互依存。保护湿地，离不

开河湖治理。近年来，林芝市不断推进河

湖治理，水生态修复迈出坚实步伐。

“智慧化河湖治理平台，让我们的工作

事半功倍。”林芝市水利局工作人员边巴感

慨万分。据了解，为推进河湖治理，当地实

施了智慧河湖项目，搭建了智慧化河湖治

理平台。

通过平台，河湖的水质、流域信息一目

了然。河湖治理更加精准，守护绿水青山

有了科学支撑。目前，智慧河湖项目的一

期工程稳定运行，二期工程正在紧锣密鼓

推进中。

记者了解到，目前，林芝市河湖治理

体系不断完善，系统集成、云端管治成为

常态。不同层级数据互通，河湖管护无缝

衔接。“西藏河长制”App 的推广，让河湖

保护工作可视化、高效化。2023 年，林芝

市江河湖水质持续提升，地表水、水功能

区水质达标率均达到百分之百，生态画卷

更加绚丽。

西藏林芝：守护湿地河湖 绘就高原美景

广告

从老城复兴到时尚消费商圈，从特色精致

餐饮到各类品牌秀场，从丰富商圈业态到营造

消费氛围……今年以来，青岛市市南区消费市

场汇聚商气、人气，燃旺消费经济“烟火气”。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

来，青岛市市南区围绕万商云集的消费供给，建

设闻名遐迩的消费商圈，创新丰富多彩的消费

模式，打造近悦远来的消费环境，落实“完善扩

大消费长效机制”要求，全面提升消费繁荣度、

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核心区。

引潮流之先 打造时尚消费新地标

最近，青岛绿城 GT PLAZA开业。

开业前三天客流量超 19 万人次，销售额突

破 1250 万元……这一组数字，生动展示了市南

区以新业态、新场景，持续引领消费升级新潮向。

作为绿城中国在青岛打造的 TOD 超高层

商业综合体，青岛 GT PLAZA 打造八大业态消

费场景，定位“精致美好生活新场域”，项目总体

量约 7 万平方米，八大业态组合中体验、餐饮、

文娱、生活类业态占比 80%，带来消费新体验，

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

青岛 GT PLAZA 坐落于浮山湾商圈。作

为青岛时尚坐标，浮山湾商圈集聚了海信广场、

万象城、海天 MALL 等十余家大型购物中心。

始终保持敏锐商业嗅觉，捕捉时尚热点，浮山湾

商圈通过强化商业核心动能，厚植消费引领优

势，走在山东省时尚消费前沿，引领潮流消费

“风向标”。

茑屋书店面朝大海，自带“流量”，是时下的

“网红”。书店所在的海天 MALL 将健康、时尚

的海滨城市特色融入项目，打造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消费新体验。

近年来，市南区聚焦商业载体建设，促进城

市时尚消费扩容升级，打造了一大批城市时尚

新地标。这些高端商业载体在区域内产生强辐

射作用，具有引领时尚潮流、催生新消费热点、

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助力市南加快高标准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

历史城区业态更新“助燃”烟火气

如今，去历史城区来一场 citywalk，成为当

下年轻人的新时尚。

以上街里·银鱼巷为例，银鱼巷长约 200

米，集聚多家潮牌和原创主理人商户，咖啡、古

着、手作、音乐、市集等业态占据一半以上，进一

步彰显年轻力潮流街区活力。

经过持续保护更新，市南历史城区越来

越出圈，成为新晋流量聚集地。今年以来，

市南历史城区加快实施业态焕新，持续导入

时尚消费和休闲体验业态，丰富游客消费体

验。奇幻海世界、古巴文化交流中心、巧克

力博物馆、海天荣里、东方早茶等 78 个特色

商 文 旅 项 目 开 放 运 营 。 太 兴 里 新 开 业 青 麦

精酿、camella 咖啡、大波浪等特色商户，打造

“日咖夜酒”微醺主题艺术街区；劈柴院进一

步提升特色美食和民宿文化影响力；新开放

同仁堂茶饮等老字号品牌店，改造升级老字

号展览馆，彰显青岛百年老字号品牌文化底

蕴；升级精酿市集、“一带一路”市集、夏日集

市等近百家市集商户；丰富艺术展览、畅饮

青岛、品牌快闪等体验业态等 ，不断培育特

色消费场景。

未来，市南区积极推进扩大消费供给侧改

革，开拓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巧妙融合

“文旅+消费”“体验+内容”，多元化、差异化、特

色化、品质化的新型消费业态迅猛发展，给市民

和游客带来更多创意十足、独具特色的消费体

验，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和消费需求，促进消费

市场繁荣活跃。

数据来源：青岛市市南区委宣传部

青岛市南：新业态、新模式 激荡消费市场蓬勃活力

夏日时节，山西省右玉县处处绿意盎然，森林、村落、农田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图为车辆在山西省右玉县新城镇道路上行驶。 新华社记者 詹彦摄

图为雅尼国家湿地公园。 谢宛颖摄

科技日报讯 （刘侠 记者滕继濮）
记者 12月 14日从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获悉，经过绵阳师范学院石红

艳教授团队一年多的深入调查核实，发

现该保护区内的翼手目动物物种数量

从 2015 年科考报告记载的 6 种增至 17

种。其中，菲氏管鼻蝠是四川省翼手目

分布的新记录，标志着四川省首次发现

该物种。

据悉，菲氏管鼻蝠是一种小体型的

动物，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翼

手目蝙蝠科管鼻蝠属，主要分布于我国

广西、贵州、广东、江西、云南及福建。

此前，四川省还未见该动物分布记录的

公开消息。该团队此前仅在四川千佛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到 1 号标本，

但未发表数据。

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四川省屏山县，总面积达 3500 公顷，

是我国第一个以四川山鹧鸪等雉科鸟

类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森林和野生动物

类自然保护区。区内有已知哺乳类 53

种、鸟类 276种、维管植物 1400余种，其

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55

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51种，中国特有脊椎动物 41种。

“菲氏管鼻蝠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保

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也标志着屏山县在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四

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中心科

研监测人员何松说。老君山不仅是四川

山鹧鸪、大熊猫以及珙桐、红豆杉、桢楠

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庇护所，还拥

有地球同纬度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山地

阔叶林生态系统，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上有着极高的科研价值。

近年来，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新发现 5 种兽类、9 种鸟类。2024 年 7

月，该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昆

虫阳彩臂金龟。

据 了 解 ，屏 山 县 积 极 探 索“ 保 护

区+N”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在四川老君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布设了 20 余

条、总长度超过 100 公里的野外巡护线

路，并设立了 4 个片区保护站，在野外

布设了 70 台红外相机，对线路周边的

野生动植物资源现状进行持续监测。

“‘保护区+N’的‘N’，不仅体现在生态保护上，更体现在科学

研究、自然教育等多个方面。”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负责

人陈本平介绍，下一步，该保护区将以本次调查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科普宣传教育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力度，守护好这片野生动

物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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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三峡工程迎来开工建设 30周年。水利部数据显示，三
峡电站累计发电量超 1.7 万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5.5 亿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9亿吨。库区新增污水日处理规模158
万吨，干流水质稳定在Ⅱ类；重点片区林草覆盖面积增加 447万
亩，森林覆盖率超过 50%，保土保水能力进一步增强；实施岸线环
境综合整治 687公里，消落区生态功能不断改善。图为船舶有序
通过三峡双线五级船闸。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