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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长沙 10 月 30 日电(记

者高文成、袁汝婷)湖南省常德市近
日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
号，西洞庭湖的渔民们为此感到光
彩。这些原来电鱼、毒鸟的“破坏者”
很多都加入了民间环保组织，不仅
回归传统的“撒网打鱼”方式，还自
发捡拾垃圾、守护候鸟，成了湿地的
“保护者”。

汉寿县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
现有成员 380 多人，大多是当地渔
民。现在，会长刘克欢每天都起早到
湖边查看有无垃圾，每隔几天带人
驾船到湖中清理。

可几年前，周边渔民们忙的是
晚上用电打鱼，甚至有团伙毒杀候
鸟。他们还在湖里扎桩布网，广设
“迷魂阵”，让鱼群只能进不能出，
湖里的鱼越打越少，个头也越来越
小。

刘克欢等一批渔民还圈湖围
网，养殖螃蟹，大批螃蟹“吃垮”了湖
底的生态，投喂饲料也使得水质污
浊。

2010 年，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局长梅碧球决定着手整顿西
洞庭生态环境。整顿从拆除圈养螃
蟹的围网开始。

然而，当时刘克欢因不善营销，
养殖螃蟹亏损惨重，正想着多养几
年，赚钱回本。当梅碧球等人来宣传
“拆围还湖”时，刘克欢“心里接受不
了”，最冲动的时候甚至扬言，“谁敢
拆我的网，我就打谁！”

可日子久了，刘克欢数次目睹
梅碧球等人在拆除围网时被渔民推
搡、谩骂却毫不退缩，不舍昼夜地工
作。刘克欢逐渐被感动，认识到“如
果养育我们的西洞庭环境好了，不
仅对自己有好处，后代们的好处更
多”。

梅碧球说，过去渔民们采取灭
绝性的“电打鱼”方式，湖里面的鱼越来越少，渔民收入不
高。通过整治，鱼越来越多，体量越来越大，渔民收入也相应
提高。“他们还自发支持保护区工作，加入保护协会，投身公
益活动。”

刘克欢正是如此，他形容自己是“从对抗到接受，再到
主动加入保护队伍”。2015 年 7 月，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
成立，刘克欢带头加入。去年夏天，刘克欢姐夫布下了捕鱼
“迷魂阵”，想大赚一笔。刘克欢劝说无果，就自己雇人拆除。

一次，刘克欢和其他成员巡湖，由于夜深雾大，加上柴
油机故障，船被搁浅，他们顶着寒风光脚下水推船到值班
点；他们也曾在候鸟守护站值班的晚上，通过远程望远镜发
现在天鹅聚集区有人员活动，冒着雨夹雪，开船到对岸保护
天鹅，差点深陷沼泽……

“现在西洞庭水好了、鱼多了，候鸟都提前回来过冬了，
我工作的动力越来越足。”刘克欢告诉记者，今年他还当选
为首批洞庭湖民间湖长。

梅碧球介绍，近几年，西洞庭湖保护区内鸟类物种记录
新增了 12 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增加了 2 种，鱼类物种记
录新增 2 种，洄游性鱼类种群数量明显增多，去年在保护区
越冬的水鸟超过 3 万只。

新华社兰州 10 月 30 日电(记者任卫东、谭
飞、王博)10 月 29 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揭牌，长期困扰祁连山生态保护的跨地区、跨部
门体制性问题至此终结。

自 2015 年起，新华社记者持续关注祁连山
生态，目睹由乱到治，也见证了沿线干部群众努
力化生态之“危”为转型之“机”。新体制下，祁连
山生态有望真正打破“索取、保护、再索取”的循
环周期，锁定绿色发展之路。

生态步入深度修复期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炭山岭镇。
在千马龙煤矿曾经的厂区，新植的松柏整齐排
列，葱葱茏茏。天祝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赵明军
说，再经过半年的管护抚育和自然恢复，这里的
环境就基本能和周边生态融为一体。炭山岭，这
个祁连山中因产煤得名的地方，自此挥别“靠山
挖山”时代。

一年多前，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因生态环境问题被中央通报，上百人被问责。通
报问责高压之下，祁连山迎来半世纪未有之平
静，在中央支持下，多年来的生态欠账、旧账一
起还。

封堵探洞、回填矿坑、拆除建筑物、种草植
树……截至今年 10 月底，包括千马龙煤矿在
内，祁连山保护区 144 宗持证矿业权、111 宗历
史遗留无主矿业权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
本完成。祁连山保护区内人为破坏基本禁绝，受
损的生态系统得以休养生息。

过去的一年，沿线地区获得了祁连山生态
保护历史上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支持，许多累积多
年、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困难矛盾得以化解。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国土资源
局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办公室主任罗英文回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白泉门矿区大湾区段采金、
挖沙猖獗，河道被挖了个底朝天，“最多的时候达
到 2 万人”，隆畅河河道和两岸山体支离破碎。如
今，6 万余株青海云杉覆满河岸，满目苍翠。

整改触发监管机制变革

从现场整改到稳固成效，从山里到山外，祁
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整治也触发了一系列事
关长远的生态环境监管机制变革。

在张掖市环保局的监控大屏上，现在可以

调阅祁连山保护区张掖段各整改点位一个月
前的清晰卫星照片，与现场整治完成时的遥
感监测数据作比对，就可以及时发现保护区
内的生态环境问题。

张掖市目前已实现对境内祁连山及黑河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
趋势、污染源排放状况及潜在环境风险常态
化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治。

张掖市委书记杨维俊说，这套系统正扩展
应用至全市，通过建立健全“天地一体”、上下
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对全市
重点污染源、生态环境状况实施监测全覆盖。

挨了板子记住疼

2017 年，记者到张掖市巨龙铁合金有限
公司采访时，公司负责人闻斌刚结束 30 多天
的刑事拘留。“我当时特别委屈。巨龙是国企，
也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一分钱都没
装到自己口袋里，怎么说抓就抓呢？”刑拘期满
后，闻斌一度不愿见人。

这一年，巨龙铁合金公司花费 1300 多万
元，拆除了 8 根冒着浓烟的大烟囱，改造升级
了环保设施，布设数据和视频两套系统实时
监控。企业排污的画面和数据不仅当地环保
部门能看到，生态环境部也能随时监看。

闻斌告诉记者，过去企业环保长期欠账，
但总觉得效益不好，先凑合着。“一看到环保
部门的车辆驶往厂区方向就紧张，一听说有
检查督查就一晚上睡不好觉。”闻斌说，为应
付检查，企业时不时就要停工，冶炼企业停停
开开实际损失很大。“现在踏实了，谁去心里
都不犯怵。”

不仅如此，环保风暴之下，作为传统高污
染行业的铁合金企业纷纷关停之时，巨龙铁
合金却于“危”中见“机”，今年 7 月底就已基
本收回环保改造的全部投入。闻斌慨叹，现在
才真正理解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
刻内涵。

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

三年来，记者在祁连山中反复奔走，亲历
祁连山由乱到治，体会到沿线市县干部群众
被问责、抓整改的阵痛，也见证了他们改善生
态、转型发展的极大决心和信心。

奔走中，一种担忧也总在脑海中萦回：祁

连山沿线发展仍不充分，地方用于保障民生、
保护生态等发展重任的资本积累尚未完成，
破坏会不会卷土重来？

“如果说整改整治是当前的‘阵痛’，传统
的发展模式就是长期的‘隐忧’。”张掖市市长
黄泽元说。问责震荡之下，沿线干部群众形成
可贵共识：要把祁连山这道西部生态安全屏
障真正筑牢守好，就必须既忍得住“阵痛”，及
时整改“疗伤”，又必须在行动上实现生活方
式、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化解“隐忧”。

甘肃省正在全域布局和发展清洁生产、
节能环保、先进制造等十大类绿色生态产业，
并以此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入高质量
发展轨道，让绿色成为甘肃发展的“底色”。如
今，在祁连山沿线的张掖、武威、金昌三市，构
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崛起尤其成
为重要共识和发展新目标。

绿色，正更多地弥漫在祁连山间。绿色发
展的共鸣，正回响在祁连山间。(参与记者：黄
文新、范培珅、侯韶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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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版照片。上图为 2018 年 6 月 15 日拍摄的金昌市永昌县马营沟煤矿下泉沟
矿区生态恢复治理后景象(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下图为 2017 年 1 月 18 日拍摄的
该矿区整治前景象(由永昌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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