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治理 视点视点

时事体育部 责任编辑/吴志润
电话：0596-2523695
E-mail:vip3344007@163.com6 2020年9月25日 星期五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生态

记 者 手 记

据新华社电 记者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局 长 江 源 园 区 可 可 西
里管理处获悉，可可西
里 藏 羚 羊 目 前 进 入 回
迁高峰期。

青 海“ 生 态 之 窗 ”
远 程 网 络 视 频 观 测 系
统 8 月 7 日观测的画面
显 示 ，300 多 只 藏 羚 羊
当日 13 时 20 分左右陆
续 通 过 青 藏 公 路 3002
公里处。

“截至发稿时大约
有 2100 只 雌 性 藏 羚 羊
携幼仔陆续通过青藏公
路 3002 公里处、青藏铁
路五道梁北大桥。”三江
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
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
五道梁保护站副站长尕
玛英培介绍，目前仍有
大批藏羚羊在青藏公路
旁等待时机“过公路”。

根据三江源国家公
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
可西里管理处统计，藏羚羊回
迁数量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
2019 年通过青藏公路 3002 公
里 处 回 迁 的 藏 羚 羊 数 量 为
4860 只 ，比 2018 年 增 加 338
只。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副研究员连新
明说：“回迁藏羚羊数
量近期仍会继续增加，
回迁季预计一个月后
结束。”

为 保 证 藏 羚 羊 顺
利回迁，可可西里管理
处五道梁保护站的工
作人员在大批藏羚羊
陆续经过辖区时加强
巡逻，同时对藏羚羊的
回迁数量、时间及相关
细节进行统计。如发现
有藏羚羊群试图穿越
公路，工作人员会及时
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藏 羚 羊 属 国 家 一
级保护动物。每年 5 月
至 7 月，来自青海三江
源、西藏羌塘、新疆阿
尔金山等地的藏羚羊，
陆续迁徙到被称为“藏
羚羊产房”的可可西里
卓乃湖产羔。从 7 月下
旬开始，产仔结束的藏
羚 羊 携 幼 仔 陆 续 返 回

原栖息地。
可可西里相关部门呼吁，

正值藏羚羊回迁季，过往车辆
和游客应听从巡山队员指挥，
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
入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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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绿水青山间的“龙鳞坝”成了市民追捧的
清凉之所。这里地处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湖源乡。经
过多年的产业转型和环境整治，富有创意的“龙鳞
坝”成为市民暑期“打卡点”，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

“网红地”。
每到周末，成千上万的游客给这里带来人气，也

带来了生意。游客们甩掉鞋子，把脚探进溪流，远处
民居白墙黛瓦，两侧青山环绕，抬眼看长桥卧波，低
头是清澈的壶源溪水。

最吸引人的，是溪流中央的一道水坝。水坝由一
个个扇形层层相连，水流随阶梯状的堤坝流下，激起
白色水花，宛如“龙鳞”闪烁。

“清澈的溪水来之不易。”湖源乡党委书记凌涛
说，多年前壶源溪沿岸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化工厂、养
殖场，导致水体污浊，村民下水往往浑身发痒，群众
意见很大。顺应百姓呼声，湖源乡大力推进“五水共
治”，部分河段属劣五类水质的壶源溪被列入整治目
标。当地投入近十亿元治水，关停了壶源溪沿岸 64
家污染企业。通过几年努力，水质发生了根本改变。

随着绿水青山逐渐恢复，湖源乡开始寻找向“金
山银山”的转化路径。经过干部群众充分讨论，当地
提出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亲水平台”的创意。由此，
水中“龙鳞坝”建了起来。

“龙鳞坝”边上，许多村民正在售卖泳衣、水枪，
农家豆腐、龙门油面筋等当地小吃随处可见。溪渡民
宿负责人吴芝英说，“网红地”引来大批游客，客房已
经订到了一个月以后。

在“龙鳞坝”所处的新一村，村干部洪婷华说，
旺季时，这里每天接待游客超 1 万人次，农家乐从
原来的 3 家增加到 24 家，新增精品民宿 15 家，可以
满足 2000 名游客的接待量，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增收致富。

“村民们深有体会，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洪婷华表示，持续保护好生态环境，山区群众就有了

“聚宝盆”，“网红”就能“长红”。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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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艺溯家生态农场工作人员在池
塘采摘香水莲花（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区八里店
镇移沿山村的艺溯家生态农场，在约 45亩
的传统水产养殖池塘上规模化种植香水莲
花，既净化水质，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农场
还设计出种植、采摘和加工香水莲花的工
艺流程，以面向更多农户推广。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香水莲花香水莲花
““盘活盘活””水产池塘水产池塘

太湖美景，引人入胜。苏州太湖岸
边的标准化生态池塘内,“资深”蟹农
宋永康乘船喂蟹。22年来,这是他头一
次“上岸”养蟹。

此前,宋永康与吴中区东山镇众
多养殖户一样,在东太湖围网养蟹。“污染湖水,产量
也不高；一旦碰上自然灾害,更是损失惨重。”宋永
康说。

2008年开始,为改善太湖水环境,当地缩减太湖
围网面积。到 2019年底,拆除全部完成。

围网拆了,“失业”的蟹农怎么办？
东山镇在沿太湖岸边 3 公里建设标准化池塘,

引进科研机构,组织就业培训,打造 6000 亩生态养
殖区,延续太湖大闸蟹产业链。

宋永康承租了 216亩池塘,干起老本行。
以前在太湖里风吹日晒,如今车子可以开到池

塘边,尾水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经过一段时间的
养殖实践,宋永康发现，内塘放养的大闸蟹质量并
不比以前差。“如果养得好,100 亩水面能赚个二三
十万元。”他说。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农林服务中心主任李浩
宇介绍,大闸蟹生态养殖预计亩产 200 斤到 250 斤,
品质和产量较围网养殖均有所提升。

越来越美的太湖,激活了旅游
“一潭春水”。眼下，太湖岸边的农
家乐生意火爆,古村落人头攒动,当
地农村人均纯收入超过 4万元。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副镇长
杨忠星说,东山月月有花、季季有果、天天有鱼虾,全
镇 400 多家农家乐从事农业旅游,还带动了农产品
销售。

“天堂”之美,美在太湖。苏州拥有太湖 3/4左右
的水域面积,从以前遍布湖区的围网,到如今的烟波
浩渺,这里将生态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打通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勾勒出动人的生态
富民图谱。

(据新华社电)

太湖蟹农太湖蟹农““上岸上岸””记记

进入秋季后，即便三伏天，六盘山脚下的气温有
时也会降至 10摄氏度左右。和往年一样，65岁的邓得
录如今要生炉子“御寒”，但不同的是，今年屋里已闻
不到那股柴火混着牛粪的“烟熏味”了。

“这个炉子升级了，不烧牛粪，烧的是‘洁净煤’，
屋里更暖和了，也没味儿了。”邓得录说。

邓得录家住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何堡村，
这里地处六盘山脚下，年平均气温不到 6 摄氏度，且
湿度较大，每年常规采暖季超过 5 个月。对于邓得录
等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他们的采暖季更长。

在像何堡村这样的北方农村，用牛粪、废柴等生
火做饭、取暖
并不稀奇。邓
得 录 养 了 12
头牛，虽然烧
牛粪能节省些
煤，但牛粪味
却让他发愁。“牛粪多了，做肥料用不完，但一烧就总
带股臭味儿，每次进城我都得换身衣服。”他说。

肉牛养殖是泾源县的一大主导产业，目前全县
年肉牛饲养量保持在 16 万头左右，70%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都靠养牛脱贫致富，但牛粪也让不少村民

“头疼”。
何堡村副支书赵陆军告诉记者，何堡村户均肉

牛存栏在 5头左右，堆积如山的牛粪是个大麻烦。“村
组道路、房前屋后一度晒的都是牛粪，没下脚的地
方。特别是夏天，村里臭烘烘的，苍蝇蚊子多得很。”
他说。

为解决包括牛粪在内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让
农民也能享受低成本的清洁取暖、清洁炊事、清洁如

厕，从去年 10月起，泾源县开始在何堡村试点低碳环
保、高效安全的清洁煤炉、水暖炕、电焰灶、生物牛床
等新设备。

“牛粪、柴火烧炕有异味，还忽冷忽热，经常不小
心把褥子烧出洞来。”邓得录说，“我去年冬天用水暖
炕，只用了三瓶矿泉水，花了 100多块钱的电费，还能
调温度，热得也均匀，干净、方便又实惠。”

借助清洁能源设备，村民基本告别了烧炕、做饭
时的烟熏火燎。牛粪等废弃物也没有浪费，而是摇身
一变成为环保燃料——“洁净煤”。

据何堡村清洁能源试点项目技术负责人马迅介
绍，以牛粪、农
林废弃物等为
原料生产出的
新型清洁燃料
燃烧更充分，
且低硫低碳，

添加到洁净煤炉具后，炉子可根据温度自动添料。
“我们测算过，农户一个取暖季烧‘洁净煤’，用

量要比烧散煤少一半。”马迅说，村里的“洁净煤”生
产车间很快就要投产了，预计半个月就能解决掉村
里一年的鲜牛粪。“洁净煤”一吨卖 1200 元，这样一
来，牛粪不但没味了，还增值了。

泾源县科技服务中心主任常志福说，泾源县是
肉牛养殖和苗木生产大县，牛粪和农林废弃物资源
丰富，新型洁净煤炉贴近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很受农
民欢迎，今年全县准备推广 4000套。

“不仅要让农民脱贫，还要把农村变得更加生态
宜居，让农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常志福说。

（据新华社电）

养牛村为何没了牛粪味养牛村为何没了牛粪味

杭州临安杭州临安：：生态有机农业好收益生态有机农业好收益

据新华社电 有“ 中
国铜城”之称的甘肃省白
银市是我国重要的有色
金属工业基地之一。近年
来，这个一度“白天与晚
上一个样、晴天与阴天一
个样”的城市，如今城市
绿肺不断扩容，一幅美丽
的生态画卷正在黄河白
银段徐徐展开。

黄河白银段全长 258
公里。这几年，一座座鲜
花遍地、树木成荫的城市
公园将白银市城区的不
同区域串联起来。不断长
大 的 城 市 绿 肺 ，让 市 民

“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
近健身”的美好梦想得以
实现。

每 天 早 晨 的 规 律 健
步走，让 70 岁的退休工人
张元寿看起来精神抖擞，

他家就住在金岭公园附近。老人回忆，年轻的
时候，干旱少雨的白银市是“山上没有草，风吹
沙石跑。”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从人拉肩扛到精
准滴灌、喷灌，金岭公园已从最初的 40 亩荒坡
发展为面积近 900亩的城市公园。”金岭公园主
任滕汉武说。

最近 3 年，从“素面朝天”到“颜值爆表”，
白银市的城市公园建设从未止步。“白银人在

‘种树比养娃娃难’的情况下，仍不断努力增加
城市公园数量。”白银市园林管理局局长刘弘
说。

目前，白银市城区已建成 10座城市公园、7
座游园和 5 个广场，市民步行几分钟，就能进
入这些公共休闲空间。白银市城区的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近 10平方米。

随着多项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
实施，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白银
市正持续推动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从 2017年开始，白银市启动了金沟河生态
综合治理工程，从截污、护岸和创造景观等方
面进行生态修复。如今，落日熔金洒向水面，金
沟河成了当地有名的景观河，每天傍晚，来这
里健身、休闲的居民络绎不绝。

生态修复、沿线植绿和湿地公园建设，让
白银市的黄河两岸增添美景。顾家善、大川渡
等不同风格的 30多个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和田
园综合体，成为网红打卡地。“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的成果正在转化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兰
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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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可西里，全球生态版图
中一处熠熠生辉的坐标，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藏
羚羊，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今年藏羚羊
迁徙产仔季，记者跟随可可西里巡山队员前往

“藏羚羊大产房”卓乃湖巡山，感受他们守护“人
间净土”的坚守与奉献。

暴 雨 、烈 日 、冰 雹 、泥 泞 …… 通 向“ 藏 羚
羊大产房”卓乃湖的 14 个半小时经历，令人
难忘。

160160米米，，66小时小时

可可西里在蒙语中意为“美丽的少女”，平
均海拔 4600 米以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
羚羊重要的栖息地。每年 5 月至 7 月，待产雌性
藏羚羊会来到可可西里卓乃湖区域，诞下新的
生命。

“夏天到卓乃湖的路特别难走，到处都是烂
泥坑，陷车的话不分男女都要推车，你别喊累。”
出发前，卓乃湖保护站站长秋培扎西戴好帽子，
笑着对记者说。

海拔近 4800 米的卓乃湖保护站是可可西
里的五个保护站之一，一批巡山队员常年在这
里巡护。早上 7点 30分左右，我们两辆车从索南
达杰保护站出发，沿青藏公路南行 20 公里后，
进入泥泞，驶向卓乃湖。

行走在可可西里，路两旁一步一景。雪山草
地、蓝天白云，“看，那边有藏羚羊。”秋培扎西指
向远处，几只藏羚羊在草原上欢快地奔跑。

夏季的可可西里雨水偏多、冻土消融，道路
极为泥泞，坐车像坐在风浪中的船一样，飘来飘
去。每次碰到坑洼地时，巡山队员更松多杰都会
握紧方向盘快速摆动，“在可可西里开车就像是
参加越野车比赛一样刺激”。

走了 40 多公里后，我们遇到第一次陷车。
秋培扎西脱掉外套，跪在泥里，手拿工具开始拾
掇绞盘准备拖车。“在可可西里巡山必须是两辆
车一起，陷车后互相还有个照应。”秋培扎西用
力拉出牵引绳。

离卓乃湖越近，道路越泥泞，越容易陷车。
有一段 160 米的路，我们甚至走了 6 个小时。迎
着飞溅的泥点推车，躺在泥巴地里修车，一路走
来，车和人已经与烂泥地融为一体。

高原的天高原的天，，孩子的脸孩子的脸

修车、挖泥、拉牵引绳……在海拔 4600 米以上的可可西里，
巡山队员们喘着粗气重复看似“简单”的工作。“在巡山中，经常
需要站在没过大腿的泥坑里长时间修车。”巡山队员白玛东周接
过秋培扎西递过来的牵引绳，扣在另一辆车的保险杠上，两条裤
腿沾满泥巴。

高原的天气跟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突如其来的大雨催促巡山队员们加快拖车节奏。“雨越下越

大，不抓紧时间，车就更难拖出来了。”巡山队员更松多杰手拿绞盘
遥控器，收紧牵引绳，开始拖车。

半个多小时后，被陷车辆终于脱“泥”而出，我们继续向卓乃湖
出发。更松多杰坐回车里，用衣服擦了擦手上的泥巴，水滴顺着帽
檐滴下来，“每次巡山几乎都要经历这样的陷车，有时候挖出的泥
巴快赶上我高了”。

“在无人区，车辆就是保障。无论路多难走，我们都要与车一起
‘挪’向终点。”更松多杰握好方向盘，眼里透着韧劲。

无人区无人区，，有人守有人守

天色渐暗，月色渐明。白天，坑洼不平的泥淖是巡山的障碍；夜
晚，月光映照下的泥坑成了指引方向的“路标”。

“看，那就是卓乃湖。”顺着秋培扎西手指的方向，山脚下一道
月光勾勒出的银色丝带映入眼帘。

晚上 10 点左右，经过 14 个半小时的风雨兼程，我们终于“挪”
到了卓乃湖保护站。“今天运气好，一路上还算顺利，没被困在路上
过夜。”更松多杰说话间擦了擦脸上的泥巴。

常年在可可西里巡山，皮肤黝黑、双手粗糙、嘴唇青紫已成为
队员们的“标配”，而更多老队员在多年巡山后，都不同程度地患上
了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职业病。

秋培扎西指着自己的胸口说：“虽然这里没有一块儿是健康
的，但我放不下可可西里，我愿意为可可西里付出生命。”

生命禁区，有人坚守。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们，用自己的热忱、
青春甚至是生命，捍卫这“美丽的少女”的宁静与和美！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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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3日，种植户在
太阳镇的生态稻米种植
基地内展示稻田内套养
的鸭子。

近年来，为建设美丽
农业、打造美丽河湖，浙
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
镇积极治理水环境，打造
生态有机农业，减少农药
及化肥的使用，不仅缓解
了水体富营养化现象，还
大幅提升山村稻田的生态
农旅附加值及经济效益。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