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叶做成豆腐、黄精帮助致富、民宿
促进乡村游……7月7日，记者跟随由全国
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公
园管理局）、全国关注森林活动执行委员
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办的“绿色中国
行”，走进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亲身感受这里深耕绿色发展，走深走实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之路。

黄精打开致富路

彭水位于渝东南武陵山区民俗风情生
态旅游示范区和乌江画廊旅游示范带的交
汇点上，是重庆市唯一以苗族为主、全国
苗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碧绿乌江两岸山路蜿蜒，高耸入云的
山峰连绵，平整宽阔的柏油路在峭壁和江
水间舒展，满眼的绿水青山间，一大片绽
放的荷花首先映入眼帘，绵延数里，望不
到边。

“这是我们善感乡农纲村的500亩荷花
池。”彭水县善感乡党委书记曾宪军指着荷
花池告诉记者，荷花产业是这个村的特色
集体产业，不仅开发有藕粉、莲心茶、莲

子等产品，还形成了以莲藕种植为核心，
多元化发展的农文旅融合全产业链条示范
基地。

善感乡文化站负责人焦鑫补充道，从
2021 年开始，农纲村在这里种了荷花之
后，又成立莲子加工厂。“待莲子成熟卖到
加工厂，收益相当不错。等秋天还可以挖
藕，又是一份收入。”

这仅仅是彭水县用实际行动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作为农纲村的另一特色产业，以黄精
为主的中药材加工基地，正规划建设中，
道路两边的大棚里，黄精苗茁壮成长。

“轮种的大棚，原先培育的是羊肚菌，
采收完成后，现在又种上了黄精苗。”焦鑫
介绍说，大棚运营采用“村集体+企业+农
户”模式，村集体以土地400亩入股经营公
司种植黄精，涉及农户41家138人。“这些
黄精一年半左右就可出苗，一个育苗周期
可实现销售收入500万元。黄精将成为村民
致富的‘黄金’，实实在在地打开了一条致
富通道。”

树叶“变身”美食豆腐

行驶在逶迤的山路上，记者感受到走
在致富路上的酣畅。来到乌江边周家寨村
的周家寨景区，这里现在正积极进行提档
升级，创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你知道这片叶子的前世今生吗？”焦
鑫随手从岸边树上摘下一片叶子问道。记
者拿起树叶闻了闻，淡淡的清香扑面而
来。焦鑫说：“这就是名小吃神仙豆腐的原
料。”

“啊！树叶都能做豆腐。”我们不由惊
呼。“这可是我们的当家菜，村里家家都会
做。”开农家院的董泽军告诉记者，先把叶
子洗净晾干再捣碎，然后加入一点红薯
粉，做成膏状的，最后切块装盘，放入调
料，非常美味。

曾以为是蕨根粉之类的食物，原来却
是树叶制成的豆腐，这也算是物尽其用的
典范，足见彭水生态环境优越。

“这里空气好，环境美，我们周末经常
来，正好暑假了，带着孩子一起来多住几
天。”在通往润溪乡樱桃井村的黄地峡巴渝民
宿路上，碰到几位游客正在拍照打卡。“必须
提早订房，晚了就没房了。”一位游客称。

黄地峡被青山环绕，泉水一年四季涓涓
细流，夏季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清爽宜
人。尤其是建在500多米长峡谷内的巴渝民
宿，犹如世外桃源，宁静清幽。但见砖墙瓦
顶、雕窗木梁、古朴典雅，尽显巴渝建筑风
貌。走进黄地峡，村在景中，人在画中。

“这里地处深山，以前散居的14家农户
一直住在破旧的木瓦房里，生活极不方
便。”樱桃井村支部书记王海霞称，2017
年，润溪乡引进重庆巴渝民宿公司，采取

“土地入股、以房联营、产权共享”的模
式，对黄地峡进行全新打造，经过两年多
的发展，村集体经济收入近20万元。

“除了这里，我们村还建成花千骨农业
观光园、盈隆客栈等景点，全村单日接待
能力可达1000人，村民们真正吃上了旅游

饭。”王海霞说。
从无人问津到一房难求，以黄地峡为

代表的民宿群带动了乡村旅游，成为润溪
乡的金字招牌。

绿色是最亮底色

在学好用好“两山论”的基础上，彭
水县勇于创新，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条
件，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为民族地区践行“两山论”提供了生动
实践。

记者了解到，彭水县连续4年入选“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年接待游客
达3000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达150亿元。文
旅融合的助推能力也实现着由“形”到

“势”的明显转变，2023年一季度全县生产
总值增速位列渝东南第二，全市第十。彭
水县正持续做优以文旅精品、农特产品、
健康食品为主的“三品”产品，大力发展
食养、药养、康养“三养”产业。

如今的彭水，县城洁净美丽，乡村秀
美如画，一个个村庄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苗乡大地上，绘就出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如何走好未来之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原副局长、全国关注森林活动执委会副主任
刘东生表示，彭水的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
38%，高出全国平均20个百分点，从发展战
略看无不体现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方向。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安黎哲说，彭水的
生态系统保护得非常好，这里是著名的苗
乡，苗族文化和生态环境在这里相得益
彰。他建议彭水构建自己的生态文化体
系、生态经济体系、生态制度体系、生态
目标责任体系和生态安全体系，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在发展产业方面，中国林业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张炳南认为，彭水的青山
绿水既是生态财富也是产业财富，可以考
虑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方式发挥
资源的最大优势。

重 庆 彭 水 ： 向 绿 而 行 打 造 “ 美 丽 经 济 ”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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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湿地代表
着开阔的湖面、奔腾的溪流、荒芜的沼
泽，没有苍翠挺拔的高大乔木，也缺少娇
艳怒放的鲜花，可这绝对不是真实的情
况。如果你有兴趣去探索湿地的奥秘，首
先被吸引的就是湿地中缤纷多样的植物。

湿地植物按生活类型可以分为挺水植
物、浮叶植物、漂浮植物和沉水植物。它
们或浮于水上，或扎根在泥里，或沉睡于
水底，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其中，挺水
植物的根和根茎生长在底泥之中，茎和叶
挺出水面。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中的“葭”，写的就是初生的
芦苇。作为挺水植物的代表之一，芦苇广
泛生长于各种湿地中，它们的地下茎繁殖
迅速，经常连成一片。

芦苇能过滤污染物，改善水质，当河
水带着污染物流经湿地时，芦苇会使水流
速度减缓，吸附部分污染物，并促进污染
物沉淀、分解与转化，此外，芦苇还为
鱼、虾等野生动物提供赖以为生的养分，
为候鸟提供匿藏之所。

浮叶植物是指叶浮于水面、茎在水
中、根长在底泥中的植物。睡莲是一种典
型的浮叶植物，世界各地皆可找到其踪
迹。由于睡莲常常白天开放，夜间闭合，
因而被誉为“花中睡美人”。在古埃及神
话里，它被奉为“神圣之花”，成为遍布
古埃及寺庙廊柱的图腾，象征着“只有开

始，不会幻灭”的祈福。在古希腊和古罗
马，睡莲同样被视为圣洁、美丽的化身，
常作为供奉女神的祭品。

与浮叶植物不同，漂浮植物的整个植
物体都漂浮在水面上。漂浮植物的根通常
不发达，体内却具有发达的通气组织，或
具有膨大的叶柄 （气囊），以保证植物与
大气进行气体交换。浮萍为最典型的漂浮
植物，其小小的叶片浮在水面，叶下长着
没有固定作用的须根，随水而动。因此，

也常常用“浮萍”比喻人行踪漂泊不定。
常见的浮萍有浮萍与紫萍两种。浮萍

小巧，背面绿色，根细长；而紫萍较大，
背面常为紫色，根较短。在水质清澈的水
面，常见浮萍与紫萍混杂生长，而水质较
差的区域，则只剩下紫萍。

沉水植物的根和根须固着在水下基质
里，其叶片也在水面下生长。有些沉水植
物会在开花时钻出水面，利用风或是昆虫
进行授粉；有些沉水植物终生都生活在水

面之下，即使在水位下降时，它们也不会
露出水面，而是通过弯曲身体来使自己藏
在水下。沉水植物的根部退化，叶片上也
没有气孔，取而代之的是完整的通气组
织，植株的各个部分都可以吸收水分和养
料，以适应水下氧气相对不足的环境。眼
子菜是十分常见的沉水植物，多生长在湖
泊、池塘中，对于锌、砷等污染物具有很
强的富集能力。

还有一种特殊的湿地植物——红树，
它是湿地植物中的“勇士”，生长在热
带、亚热带的港湾滩涂，长期与缺氧、高
盐环境作斗争，是坚定的“海岸卫士”，
在维护河口区的生态系统稳定、固滩护
岸、净化水体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常
见的红树包括秋茄、桐花树、木榄、海桑
和老鼠勒等。

红树具有出水通气的呼吸根及支柱
根，以帮助它们在湿地的缺氧环境中呼
吸。呼吸根深入土壤后又会长出地下根，
形成支持树身的支柱根，可将树固定，以
抗击猛烈的海浪。海边松软的泥土以及潮
水的涨落很容易把种子冲走，使种子失去
适宜的萌发环境和条件。所以，红树通过
胎生的独特方式，帮助种子顺利完成
发芽。

红树是世界上唯一的胎生植物。当
春、秋两季红树开花结果后，其果实并不
落地发芽，而是在母树上继续吸收大树的
营养，萌发长成幼苗。“胎儿”成熟后，
带着小枝叶的种子才会脱离大树，散落到
海滩中，随着海水到处漂流，遇到合适的
地方就扎根安家。

（作者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缤 纷 多 样 的 湿 地 植 物缤 纷 多 样 的 湿 地 植 物
□□ 崔丽娟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这里为民族地区践行“两山论”提供了生动实践——

在节能降碳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在以自
己的方式共同爱护着地球。当前，低碳新技
术不断推出，绿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政
府、企业、公众等共同发力，探索推广绿色
低碳发展的成功经验。

“我家储能”，实现环保经济双赢

走进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丁家湾
新村，入口处就可见风光储一体景观微风风
机徐徐转动。在村民别墅的屋顶上，一排排
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别墅旁边还配置
了户用储能设置，有电动汽车的家庭安装了
与储能装置相联通的充电桩，形成了光储充
一体化的新型电力系统。

作为国家电投浙江公司打造的和平镇丁
家湾户用储能示范基地，其一期项目能为电
网提供顶峰能力5万千瓦。国家电投浙江分
公司杭州公司副总工程师郭伟栋说，目前，
丁家湾户用储能示范基地投运的储能设备共
有42台，其中40台为铅炭电池，单台容量
11.5千瓦时，2台为磷酸铁锂电池，单台容
量10.5千瓦时。

“在储能系统的控制下，储能设备将白
天光伏发电的电能储存起来。到了晚上，当
家里需要用电时，储能设备就开始放电，为
家里的电器供电。”郭伟栋说，户用储能使
每家每户都成为一个个小的能源自供给聚合
体，助力能源保供。

丁家湾村民林炳江向记者展示了他手机
上的“我家储能”APP，通过APP随时可以
查看他家储能设备的详细电量分析、累计收
益等数据。

户用储能和光伏设备使村民用电更有保
障，还为村民节约了电费。据测算，丁家湾
村每户每年的光伏发电收入约600元，储能
节省电费支出达到 1000 元，实现了环保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生态发力，打造世界级氢能产业
“样板间”

当前，氢能等新能源使用场景日益广
泛。步入北京市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园区
内氢能交流中心的展品琳琅满目，加氢站模
型、氢燃料发动机、氢能自行车、氢能摩托

车、新氢动力氢能叉车……工作人员表示，
这些都是未来将要上市和目前已经投入使用
的产品。

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项目负责人、兴创
氢之泉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昆说，大兴国际氢
能示范区涵盖氢能研发、利用、制造、展
示、交流等方面。目前，示范区已形成建筑
规模约10万平方米设施，远期以2公里半径
辐射周边区域，将氢能产业与城市配套融合
规划。

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毗邻大兴机场高速
和京开高速，园区外侧的海珀尔加氢站，是
全球日加氢量最大的气氢加氢站，日加氢量
可达4.8吨。该加氢站于2021年建成并正式
投入运营，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期间，承
担了部分冬奥会氢燃料电池客车氢源保障工
作，如今也为燃料电池汽车大规模推广应用
提供了保障。

此外，大兴区重点在物流区周边和城市
主干线节点布局加氢站，新建成 3 座加氢
站，已投运 2 座。大兴区还协同天津滨海、
河北保定等城市，共同建设京津冀燃料电池

汽车运输示范廊道，争取高速路费、市区通
行等方面的市级政策支持，成功推广氢燃料
电池汽车604辆。今年5月，10辆氢燃料电
池公交专线正式投运，使大兴成为全市首批
运行区属氢能公交的区。

北京市大兴区常务副区长刘洋说，“我
们积极发挥核心技术攻坚主阵地作用，锚定
空间、政策、生态持续发力，加快打造世界
级氢能应用‘样板间’。”

引领示范，垃圾分类效果日益
明显

垃圾清运车装配了称重装置和摄像头，
全程记录垃圾收集、运输等情况；垃圾发电
厂区绿树成荫，垃圾焚烧烟囱边设置了观光
平台和咖啡厅，公众随时可以通过垃圾处理
企业网站等，申请入企业实地参观；智能化
平台实时显示各类环卫数据，助力城市精细
化管理……妥善解决好垃圾处理问题，不仅
对建设宜居城市而言至关重要，也是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随着垃圾分类工作逐步推广，

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效果日益明显。山东
省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局长许宗生给出了一组
数据：济南市共管辖 12 个区县和 3 个功能
区，加上流动人口全市约 1000 万人，每天
可回收物回收利用量、厨余垃圾收集处理
量、其他垃圾回收量分别达到3000吨、1300
吨、8000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持续稳定
在35%以上。

“我们深入推进行业联动、区域融合，以
技术共享、信息共享推动区域间协同合作，
打通了与泰安新泰市、肥城市、德州齐河
市、禹城市、滨州邹平市、淄博沂源县等6
个县市垃圾处理设施共建共享共用渠道，做
到了生活垃圾应急分流跨区协同处理，有效
实现了夏季高峰期生活垃圾及时安全处理，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许宗生说。

来 一 场 低 碳 与 环 保 的 “ 双 向 奔 赴 ”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禾

7月12日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图为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漂浮植物和沉水植物。 刘璐 绘

重庆市彭
水县善感乡农
纲村的500亩
荷花美丽绽放。

符超 摄

图为浙江省绍兴市滨海新城的“充电
桩+光伏”一体化充电站。

傅殷雷 摄

“热！热！热！”自 6 月
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极端高
温天气，大家直呼“热度爆
表堪比三伏”。而这样的热
度还在持续中，7 月 11 日，
我国正式入伏，从常年来
看，“三伏天”是一年中最
热的一段时期。

今年以来，我国极端高
温天气频发，很多人说是厄
尔尼诺开始“发威”了，真
是这样吗？

多个影响因子共同
作用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最 新 发
布，热带太平洋地区 7 年来
首次形成厄尔尼诺条件。

所谓厄尔尼诺，指的是
赤道附近的太平洋东部和中
部表层海水，每隔几年出现
异常升温的周期性气候现
象。其平均每 2 到 7 年发生
一 次 ， 通 常 持 续 9 到 12
个月。

“这是一种自然发生的
气候模式，但它发生在被人
类 活 动 改 变 的 气 候 背 景
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
报员高辉告诉科普时报记
者，虽然全球目前已进入厄
尔尼诺状态，但近期北方高
温的影响因子复杂，不能简
单归咎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从极端温度的统计结果
来看，以往的厄尔尼诺年，
北京没有明显的高温异常，
比如之前的 1982—1983 年、
1997—1998 年、2015—2016
年都是厄尔尼诺年，但北京
这些年份的 6 月份极端高
温，也就是35℃以上的天气
接近正常。

高辉举例说，比如去年
6 月中下旬，北方地区高温
其实更为极端，但去年是

“拉尼娜”年份；已有的科
研成果也表明，初夏北方高
温更容易受北大西洋海温以
及中高纬度大气环流影响。

“不过，厄尔尼诺的确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气
候。”高辉表示，如果厄尔
尼诺的强度不断发展增强，
那么它在今年、明年创造最
暖气温纪录的概率会增加。

三大成因导致近期
北方高温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我国气候年际变化最
主要的影响因子。高辉称，国家气候中心进行
预测时，不会把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当作唯一
的参考因子，而是综合考虑多个因子共同影响。

“近期北方高温主要有三个原因。”高辉解
释道：一是高温主要在华北雨季前，为干热型
高温；二是气候变暖、人类活动等多因素，导
致华北高温日数显著增多；三是厄尔尼诺快速
发展和中高纬度地区海温协同影响。

面对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未来一段时
期，极端天气是否会更加频繁？

高辉表示，厄尔尼诺对气候的影响通常会
在冬季达到峰值，因此，可能会对今年冬季及
明年的气候产生影响。“现在还难以预料厄尔
尼诺在冬季时候，其峰值强度能达到多强。”

未来南方或将气温偏高

据统计，今年夏季以来，全国平均气温
16.2℃，较常年同期偏高 0.2℃。气温大致呈
西低东高分布，北京气温为1961年以来历史
同期最高，云南、贵州均为第二高。华北、黄
淮、西南、华南部分地区高温极端性强，全国
有372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极端事件
监测标准。

“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
态，并快速增暖。”高辉表示，根据国家气候
中心多模式预测，预计后期，暖海温异常仍将
持续发展加强，并将形成一次至少中等强度的
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

中部型和东部型的厄尔尼诺事件，对我国
南方地区的降水或气温的影响不同。高辉介
绍，中部型的厄尔尼诺事件会使南方降水偏
多，而东部型的厄尔尼诺事件对于我国南方地
区来说，往往降水不会那么多，可能会出现气
温偏高或者干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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