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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12 月 26 日电
(记者王井怀、马晓媛)冬日的
塞北，站在平朔安太堡煤矿复
垦区的高处，举目四望，仍然能
看到片片青绿的小油松，矗立
于朔风中。从煤田到绿海，作为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
田”，平朔安太堡煤矿走出一条
绿色发展之路。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
资的一个重要项目，平朔安太
堡煤矿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
可以追溯到 1979 年。1984 年，
中美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共
同开发安太堡露天煤矿协议》，
一个现代化煤矿在塞北拔地而
起。

今年 68 岁的吕宝禄是当
年第一批到岗的工人，见证了
这座煤矿挖下第一铲煤的场
景。他回忆说，那时人们的发展
愿望迫切，采煤作业经常“三班
倒”，歇人不歇机器。截至 2017
年底，安太堡露天矿已经开采
原煤 5 . 3 亿吨，煤炭源源不断
从塞北输向全国。

剥离表层的黄土，挖掉浅
层的煤炭，从山坡到煤田，平朔
安太堡煤矿在支持全国经济建
设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面积的
开采区。

“改革开放初期，从外国学来的环保理念便在这里扎
根，平朔煤矿开辟了我国‘将复垦治理费用纳入生产成本’理
念的先河。”中煤平朔集团节能环保部主任贺振伟说。

在煤炭开采的同时，平朔集团开始大力推行绿化复垦。
平朔集团先后与山西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单
位合作，针对矿区高寒、干旱、水蚀、风蚀并重的情况，总结
出适宜于半干旱黄土区采煤废弃地生态重建的理论与方
法。

中煤平朔集团宣传部副部长崔培桃介绍，多年来平朔
集团累计投资 20 多亿元，摸索出草灌乔木复垦种植立体模
式，完成土地复垦总面积 4 万亩，矿区复垦绿化覆盖率
95% 以上，排土场可复垦面积 90% 以上，生态环境建设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

如今，在安太堡煤矿第一铲煤挖下的地方，一株株蝴蝶
兰开得鲜艳。贺振伟介绍，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重点建设的矿
区生态示范园中，平朔集团建了 300 个日光温室，1 . 6 万平
方米智能温室，年产蔬菜 600余万斤，培养蝴蝶兰 30 多万
株。

来自太原的李瑞平夫妇在这里承包了 30 多亩地种植
番茄，一人每个月有 4000 多元的收入。李瑞平说：“在挖过
煤的矿坑上，真没想到能靠种番茄赚这么多钱。”

现在，在平朔矿区，几千亩平整连片的耕地、一望无际
的茂密森林与工业化大矿区交相辉映。中煤平朔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王祥生说，煤炭企业要走出一条绿色发
展的新路子，实现资源与环境同步、人与自然和谐的良性循
环，绿色发展是企业永恒的生命力。

眼前是历经千余载、重见天日的古城遗迹，
掌中是流淌一甲子、恒温 17℃的新安江水，时
间仿佛在此凝固。然而，骤然鸣起的杭黄高铁汽
笛、飞越千岛湖面的滑翔跳伞，又时时提醒我
们：这是一个动感十足的时尚之城。

浙江西部江畔之城建德，随着 12 月 25 日
杭州至黄山的杭黄高铁正式通车，这座古诗中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静谧之地，加持了
激情与速度的魅影，与长三角主要城市的心理
距离快速拉近。“动静皆宜”“时尚古城”“杭黄黄
金分割点”，或将成为这座滨水城市的新标签。

38 分钟时代：杭黄的黄金分割点

距黄山一小时，距杭州 38 分钟——— 新开通
的杭黄高铁线上，建德恰处于 0 . 618 比例的“黄
金分割点”上。

“御风而行”，杭黄铁路带给百姓的最大利
好，就是出行更方便。据介绍，每天将有 54 趟列
车停靠建德站，通达北京、武汉、上海等全国各
大主要城市。建德到杭州 38 分钟，到黄山 1 小
时，到上海只要 98 分钟。建德市委书记童定干
认为，这条铁路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提升了
建德参与长三角区域协作发展的能力。

杭黄铁路串联起了“名城”“名山”“名江”“名
湖”，撬动了沿线巨大的旅游市场，建德有望成
为浙西最大的旅游集散中心。据介绍，建德是首
批 44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之一，2017 年，全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53 天。今年 5 月，建德被
国家气候中心授予全国首个“气候宜居城市”。

“建德有绝佳的生态、秀美的风光，以及悠久
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童定干认为，在高铁时代
大背景下，二者构成了建德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深巷之中的建德，被高铁旋起的风掠开了
面纱。绿皮火车内，乡愁装满背包；航空小镇里，
梦想飞向白云——— 怀旧与尝新，都能在这里找
到乐土。在建德航空小镇，大批航空爱好者把这
里当作挑战自我的冒险乐园，年龄最大的有 70
多岁。这里拥有华东地区首个高空跳伞项目，可
挑战 4000 米高空急速飞向地面的惊险刺激；也
可以乘坐飞机，俯瞰建德和千岛湖的秀丽风光。
此外，飞拉达攀岩、丛林飞跃、玻璃悬道等项目，
都让到访者大呼过瘾。

为迎接高铁时代，建德发布了“免费旅游”的
大礼包，杭黄高铁开通之日(含)起三个月内，凭
高铁票，游览大慈岩、灵栖洞、七里扬帆等八大景
区免门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以上八大景区以
及航空小镇温泉，门票均为半价。童定干表示，当
前建德要抢抓杭州拥江发展和“38 分钟时代”到
来的历史性机遇，构筑内外联通的交通网络，形
成功能完善、衔接顺畅、安全绿色的现代化综合
交通体系，加快绿色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

17℃新安江：恒温之水，诗意生活

建德主城区，17℃的新安江水穿城东流，
两岸青山连绵起伏，造就了新安江城冬暖夏凉
的小气候。

“观奇景，来建德。”在建德市副市长何亦星

看来，建德的奇景有很多，比如地下艺术宫
殿——— 灵栖洞，江南罕有的冰雪溶洞——— 江
南大冰洞，中国最美绿道——— 建德绿道穿越
的 300 公里无人区等，“但我认为，最奇的还
是‘水清、风凉、雾奇’的新安江。”

上世纪 50 年代，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
造就了一条常年保持 17℃恒温的新安江。若
是夏天，江水非常清冽，平常人很难在江中站
立超过 5 分钟，如果在江中游泳，就可以称为
耐寒勇士了。但建德却有“一苇渡江”的奇人，
脚踏一根毛竹，就能在江面上自如行动。

不少游客在攻略中由衷赞叹，新安江雾
更是奇观！清晨或傍晚的时候，皑皑雾气、缥
缈荡漾，乘船或行走在岸边，就像是走入了一
片仙境，如梦如幻，随手一拍，都是美景。

探究一下，17℃恒温江水的形成，源于
新安江水电站大坝 70 米的落差。新安江水从
大坝深处喷涌而出，给下游注入了表面平静
实则汹涌的水流。江水的流量通过大坝调节，
每一次补充的江水，都是 17℃的。

建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萍英说，这是
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颇具诗意的美好。很
多人喜欢来新安江边拍婚纱照，请这一江恒
温的清水作爱情永恒的见证。“17”还是“一
起”的谐音，意即呼朋唤友、结伴同游。

静水流深，以“建功立德”为核心的“德”
文化，也逐渐渗入建德人的基因。以此为基

准，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近日发布了“德文化
系列标准”，涵盖了“德文化”村、“德文化”学
校、“德文化”志愿服务和美德家庭四大领域
的县域地方标准。

1300 年古城：听青石板讲述历史

江水穿城，高铁拥江——— 水网与路网像
秋千的两条丝带，将这座小城高高荡起，又悠
悠放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孤舟下建德，江水入新安”“五岳归来不看
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杭黄高铁穿越千年
“诗路”，满载欢笑飞驰向前。

高速铁路、高空跳伞、运动赛车等元素的
刺激，让建德变得充满矛盾：时动时静，古老
又新潮。然而回归平静，最让人心动的依然是
这里厚重的文化。

远在数万年前，浙江大地就已经出现了
“建德人”的足迹。1700 多年的置县史和 1300
多年的州府史，造就了灿烂悠久的严州文化、
传统村落文化以及浙西唐诗之路等文化资源。

记者在建德下辖的梅城镇老影剧院看
到，成百上千块出土的牌坊碎块和其他石构
件摆得满满当当。据介绍，这里曾经埋下了梅
城镇大大小小 19 座牌坊的遗存。文物专家们
正对石构件进行整理，争取通过拼接等方式，
获得较完整的牌坊和其他文物资料。

“天下梅花两朵半，北京一朵，南京一朵，
严州半朵”，梅城镇党委书记何瑞洪说，梅城
以“梅花城”而得名，是长三角地区唯一一座
州府规制清晰、街巷肌理完整、历史文脉可
寻、历史遗存丰富的古城。在这里，每一块墙
砖古瓦、每一条小巷里弄、每一座古宅老屋，
都有道不尽的故事传说。

公元 221 年，吴王孙权赐孙韶为建德侯，
寓“建功立德”之意。公元 225 年置建德县，县
城在今梅城，自此已有近 1800 年历史。自唐
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 697 年)睦州州治迁至
梅城直至 1959 年，梅城一直为州、府、路、专
署所在地，是南宋的“京畿三辅”，也是宋代的
“潜龙之地”，至今已有 1300余年历史。

鼎盛时期的梅城，城市肌理如鱼骨般展
开，一座座深宅庭院择地而踞，一幢幢徽派建
筑鳞次栉比。幽深的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满街
青石板光亮如漆。大小客栈遍地，各地会馆满
城。城内、城外，城墙、城楼，书院、寺庙、古井、
祠堂等古建筑举目皆是。

“梅开二度”今可期。如今的梅城，严州古
城、梅城新城、高铁新城的“三城”格局初步形
成，正围绕“建设新时代美丽城镇，再现‘千年
古府’新面貌”的目标，将千年古府打造成为
杭州历史文化展示的新窗口、浙江美丽城镇
建设的新样本、世界级滨水区域的新地标。

(本报记者何玲玲、王俊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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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只叉尾太阳鸟在红苞花
枝头采蜜。

虽是冬日，福建省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的红苞花却竞
相绽放，吸引了大批叉尾太阳鸟前来采蜜。叉尾太阳鸟又名
亚洲蜂鸟，是福州特有的“明星鸟”。 新华社记者梅永存摄

蜂鸟戏花

上海在杭州湾新增出海口

提升区域水生态品质

新华社广州 12 月 26 日电(记者周颖、高
敬)岭南水乡广州，一条珠江穿城而过，上百条
河涌交汇其中。这些曾见证这座城市崛起蜕变
的河流，如今也见证着一场事关自身命运的战
役——— 告别黑臭。

景泰涌是其中之一。
从黑如墨汁到重回河清水美，景泰涌蜕变

的背后是广州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下
大气力整治黑臭水体，努力还群众家门口一股
清清“涓流”。

“生病”的河流

一条河流可以有多美？
时间拉回到三十年前。广州北部，白云山脚

下，清冽的汩汩山泉往低处汇聚，形成景泰涌的
源头。河流继续流淌 8.5公里，与其他河涌相汇。

“那时河里有鱼，河涌旁边就是成片的农
田，很美的一派自然风光。”在白云山脚下居住
生活了一辈子的娇姨说。

一条河流能病得多重？
冯敬滔居住的大金钟社区 38号大院楼房，

距离景泰涌不到 3 米。自从 1995 年搬入大院 2

楼，他家面向河涌的厨房窗户便很少打开。
“气味太臭了，开窗户受不了。又黑又脏

的河流上漂浮着各种垃圾、树叶，看着也糟
心。”冯敬滔说。

原来，娇姨、冯敬滔居住的社区位于景泰
涌白云区河段污染最为严重的 1 . 3 公里。这
短短 1 . 3 公里河段，83 股生活污水通过排污
口直排河涌，造成污染。

事实上，在广州，像景泰涌这样的黑臭水
体不在少数。目前，广州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明确认定的黑臭水体达 147 条，成为全国整
治任务最重的城市之一。

“问诊”景泰涌

景泰涌还治吗，能治吗？
“要让水环境质量与广州一线城市的地

位匹配。”广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明说，黑臭
水体作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
题，不仅要治，还要下大气力治好。

景泰涌沿岸流域人口 11 万，每天产生的
生活污水达 3 . 6 万吨，是景泰涌最主要的污
染源。

“尽管两岸此前大部分已实现截污，但流
域内污水管网有的是雨污合流制管，部分污
水通过排水口直排河涌，影响水质。”广州市
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张乐凡说。

今年 9 月，以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整改为契机，景泰涌综合整治工程建设进一步
提速。补污水管网建设短板、清污分流、清除底
泥……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加速推进。

据张乐凡介绍，以白云大道和大金钟路
之间 1 . 3 公里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为例，该河
段整治实施了清污分流工程，在渠道两岸各
铺设 1 条污水管，完成 83 个污水排水口的接
驳，实现每天超 5000 立方米生活污水进入污
水管，为景泰涌拦住了污染源。

除了工程整治，根据广州市黑臭水体整治
综合部署，一系列治水举措也在景泰涌落实。

——— 河长管好河。包含白云、越秀两区，
景泰涌落实三级河长 16 名，利用广州河长
APP 对河涌监管，发现并及时处理问题。今
年以来，仅白云段的三级河长已累计巡河
1951 人次。

——— 既管水里，也治岸上。今年以来，景
泰涌流域累计清理“散乱污”场所 145家。

治水仍需久久为功

近日，记者在景泰涌白云大道南暗渠出
口处看到，河涌水量不大，但水流干净，以往
河涌厚厚的黑色底泥已“一去不复返”，站在
河边也闻不到难闻的臭味。

经第三方技术力量现场检测，工程实施
后，该河段水质氨氮值为 0 . 5 至 1 毫克每
升，接近三类水的标准。

景泰涌治理只是广州整治黑臭水体的一
个缩影。当前，为大力整治黑臭水体，广州正
加快补齐短板。截至目前，今年累计建设完成
污水管网 3430 公里，超过“十二五”建设总
和；今年已整改完成 4869 个问题排水口……

一系列举措也让广州市水质改善取得初
步成效。来自广州市水务局的资料显示，目前，
147 条黑臭水体中，109 条整治主体工程已完
工，其中 35条已初见成效，实现不黑不臭。
治水需久久为功，不能有丝毫松懈。李明

说，要让河涌治理成效经得起考验，尤其是南
方雨季的考验，城中村治污、问题排水口整改
等问题仍要“咬紧不放”，一件一件抓好落实。

广州景泰涌：家门口小河这样告别黑臭

穿越千年，高铁“新风”邂逅建德“古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记者刘芳)12
月 25 日在京召开的“新时代木兰溪全流域治水
理念高端论坛”上，福建省莆田市委书记林宝金
表示，经过二十年的治理，木兰溪综合治理取得
了显著成效，建成全国首条全流域治理水系，已
经成为造福百万莆田人民的生命之水、安全之
水、生态之水、金银之水。

作为福建省东部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木
兰溪全长 105 公里，是莆田市的母亲河。曾经，
十年一大灾，一年几小灾，木兰溪“水患”祸延近
千年，令莆田百姓谈“溪”色变，苦不堪言。1999
年，一句“是考虑彻底根治木兰溪水患的时候
了！”的话语在福建大地回响，自此，福建省开启

了近二十年的治水之路。
林宝金说：“二十年来，莆田市一直牢记使

命，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截至目前，木兰溪防洪工程及生态治理

累计投入近 50 亿元，50 年一遇标准防洪堤
段总长 37 . 4 公里，占下游河段七成以上。木
兰溪下游地区已超过 10 年未发生重大洪涝
灾害，县级以上城区防洪 100% 达标。

木兰溪综合治理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态效
益，还有经济效益。在论坛上，中国生态经济学
会常务副理事长李周提供了一组数据：莆田市
工业园区面积从 1999 年的 19 .39平方公里拓
展到现在的 170平方公里，为承接大项目、好

项目提供了空间；水患治理好之后，进入开发
区的企业明显增多，而且产值快速上升。

工业园区只是木兰溪治理成效的一个缩
影。对比 1999 年莆田地区生产总值，18 年之
后的 2017 年，这一数值已经增加了 7 倍多，
财政总收入增长 15 倍。

对于木兰溪全流域系统治理的经验，社
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主要体
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因地制宜，遵循科学规
律；二是统筹兼顾水安全、生态保护和经济社
会发展并实行联动；三是实行全流域系统性
综合治理；四是实施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
水文化、水管理五位一体；五是注重长期治理

和长效机制建设。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席

研究员董锁成说，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也是河长制先行先试的重要省份，
木兰溪水生态文明是生态经济的样板和生态
文明的典范。

据了解，“新时代木兰溪全流域治水理念
高端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福建省莆田市委市政府、中国生态经济学
会共同举办，来自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水利部、北京大学的十
几位专家出席论坛，并共同探讨了木兰溪综
合治理经验。

福建莆田：千年水患“木兰溪”如何成为富民之地

▲空中俯瞰杭黄高铁建德站（12 月 25 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李荣)上海将在杭州湾西南部新开
挖一个出海口。24 日，随着挖掘机的一声巨响，位于沪郊金
山的张泾河南延伸整治工程正式启动建设。新增这一出海
口，将改善河网水质，降低防洪除涝压力，强化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能力，提升城市品质。

据了解，该工程项目主要由一条新开挖河道和一座出
海泵闸组成，工程北起卫城河，南至杭州湾，建成后将成为
上海浦南东片水利控制片南排杭州湾的通道之一，总投资
约 21 . 2 亿元，计划 2020 年完工。

从相关水系图上可以看到，沪郊金山区地处杭州湾畔，
是上海市的西南门户，分别属于浦南东片、浦南西片两大水
利控制片。其中，浦南东片面积较大，总体地势较高，水动力
不足，加上近年来黄浦江汛期水位有趋高之势，北排水量受
限，而南排仅龙泉港出海闸一个口门，且偏于东部，导致浦
南东片西南部排涝形势十分严峻，不能满足新的防汛除涝
要求，急需开辟直通杭州湾南排口门，充分利用杭州湾潮差
大、低潮低的自然规律，减少洪涝水北上，分担龙泉港排涝
压力。

张泾河作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全长约 25 . 36 公里，
平均宽度约 50 米。历史上张泾河同杭州湾是相通的，但随
着沧海桑田的变迁，目前张泾河蜿蜒到金山卫镇南门即“无
功而返”。此次延伸整治工程完工后，张泾河南部与杭州湾
之间将打通，浦南东片金山区段内将呈现“双龙入海”的排
洪格局，大大改善内河水动力的条件，让河流“动”起来，让
水网“活”起来，在改善河网水质、应对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新建出海泵闸在强化蓄排洪涝等水环境、水安全
功能的基础上，打造独具特色的“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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