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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大丰麋鹿种群总数突破 5 0 0 0 头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3 日电(记者孙哲)坐
在宽敞的新家里，放了
半辈子牛羊的沙尔合提
别克·哈吾斯力汗很满
意如今的生活。

多年前，一些哈萨克
牧民相中了新疆最大咸
水湖——— 艾比湖边的科
克巴斯陶，带领家人迁居
于此，48 岁的沙尔合提
别克也在这片水草丰茂
之地长大、成家。但对于
生态环境脆弱的艾比湖
来说，人畜频繁活动及对
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使周
边环境严重退化。植被遭
破坏后，这里一度成为沙
尘暴主要策源地之一。

为修复艾比湖周边
生态环境，再现蓝天碧
水，艾比湖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15

年启动生态移民计划，动员保护区内 54 户哈萨
克牧民迁往 40多公里外的阿拉山口市居住。

沙尔合提别克和邻居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我
们只会放牧，离开科克巴斯陶怎么生活？”牧区没
有电、自来水，沙尔合提别克虽向往生活条件更优
越的城市，但缺乏一技之长，他心中有些担忧。

“我们携手阿拉山口市为牧民解决了后顾之
忧。”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姚书印说，当地采取“一对一”方式，对生活困难
牧民家庭进行帮扶，将牧民全部纳入城市最低保
障，提供安置住房以及就医、就学等扶持政策。

让沙尔合提别克高兴的是，他有机会参加
政府定期组织的烹饪、电工等就业技能培训。
“有了手艺，我就不怕没法在城里立足。”

2017 年 8 月，打消了顾虑的沙尔合提别克
卖掉牛羊，成为当地第一批生态移民。他先后考
取多本电工证书，妻子也在培训后进入当地企
业成为一名产业工人，眼下两人月收入能达到
6000 多元。在他身后，180 多名牧民先后迁出科
克巴斯陶，转变了昔日的生产生活方式，主动与
现代生活接轨，也让家乡生态环境休养生息。

通过生态移民、拆迁企业和人工增雨等多
重手段，如今，科克巴斯陶再次穿上“绿衣”，多
年不见的金雕、鹅喉羚、马鹿等野生动物重现身
影。不远处，一度濒临干涸的艾比湖面积恢复并
稳定在 800 平方公里左右。

听闻家乡再度芦苇摇曳，百鸟飞翔，沙尔合
提别克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高兴：“尽管十分
不舍得离开科克巴斯陶，但能让自己的生活和
家乡都变得更好，我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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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7 月 3 日电(记者王飞航)盛
夏时节，站在太原市万柏林区的西山上远眺，
漫山松柏青翠欲滴，各种花儿点缀，宛如一幅
美丽风景画。外地游客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
里曾是采煤沉陷区，一度地缝密布、房屋倾斜、
乱石遍布、污水横流。

“经过生态修复与治理，现在大变样，沉陷
区变成了风景区，每天晚上都有人来这里锻炼
身体。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万柏林区居民
刘根红说。

这是山西近年来持之以恒推进采煤沉陷区
综合治理的一个缩影。

采空区扩大 环境破坏严重

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据统计，山西因采
煤造成的采空区面积近 5000 平方公里，其中
沉陷区面积约 3000 平方公里。矿山开采造成
破坏的村庄共 2868 个，共涉及乡镇 420 个。
“过去我们这儿的地都是裂开的大口子，机械
也下不了田。”长治市屯留区崔蒙村村民李文
良说。

多年来煤炭资源高强度开采，造成山西省
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不仅历史欠账始

终未能解决，而且煤矿采空区仍以每年 80
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

2015 年 9 月，经国务院同意，山西省
成为采煤沉陷区治理试点省。2 0 1 6 年 6
月，山西省政府出台 2016 至 2018 年全省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拉开综合
治理采煤沉陷区序幕。

实事求是 追求“相宜”

按照规划，2016 年至 2018 年，山西将对
一批煤矿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对一些重
点土地复垦区进行复垦。

按照实事求是原则，通过对项目实地
踏勘、可行性分析，并经相关市政府申请和
组织专家论证，山西省最终将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目标确定为 56 个，并确定 16 个土
地复垦目标。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生态修复处处长王
满说，采煤沉陷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在
采煤沉陷区治理中，各地依据矿山地质环
境所处的地理条件、灾害环境类型，遵循自
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原则，宜农则
农、宜林则林、宜塘则塘、宜游则游、宜建则

建。
在矿区，土地和水是稀缺资源。针对这一

瓶颈，山西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中充分利
用地表水和地下水长期汇聚形成的矿井水，
为工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水源。同时，发展生
态农业，打造矿区生态系统产业链，形成共
生、循环、互补的生态产业模式。

此外，山西省对一些因采矿无法恢复为
耕地的土地，通过治理合理利用土地，发展光
伏能源产业、风电产业、旅游产业等，提高土
地利用价值。

2015 年 9 月，国内首个 100 万千瓦光
伏“领跑者”示范基地项目在大同市采煤沉
陷区正式开工建设，2016 年 6 月全面建成
并网发电。截至今年 5 月底，大同光伏累计
装机容量 190 万千瓦，占全市总发电量比
例为 20 . 45%。

沉陷区变成“生态园”“米粮川”

“通过治理，我们村 300 多亩旱地变成了
水田，其中 200 亩已经种上了富硒谷子。现在
地力还在恢复，亩产按 500 斤算，收益也比过
去种玉米强得多。”长治市屯留区崔蒙村村民

陈成林说。
屯留区自然资源局局长王长胜说，在采

煤沉陷区土地治理中，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
耕地的恢复，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尽可能加厚
土层、提高地力。同时将面积不大、易于恢复
的水域进行填埋，重新变为良田；对面积较大
的水域，改造成鱼塘或景观湖。

矸石山的治理曾是晋城古书院煤矿最头
疼的难题，该矿投巨资采用石灰加黄土乳浆
渗孔灌浆的办法进行灭火，随后又实施矸石
山生态治理项目，将矸石山全部地段覆土加
厚、平整，进行大面积生态造林绿化，并投资
兴建了白马绿苑生态园。如今，浓烟滚滚、煤
灰满天的矸石山已经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生
态公园。

截至 2018 年底，山西省 56 个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项目主体工程完工 52 个，正
在抓紧施治项目 4 个；1 6 个重点复垦区
土地复垦项目，已有 13 个项目完成主体
工程。

“通过综合治理，一些采煤沉陷区正从过
去的河流枯竭、地下水位下降、地面塌陷等，
向着芳草萋萋、杨柳依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生态家园转变。”王满说。

山西：采煤沉陷区变身生态风景

新华社西宁 7 月 1 日电(记者李亚光)在青
藏高原东部，有一片近 40 万平方公里的水草丰
美之地。这里溪流纵横、河湖广布，被誉为“中华
水塔”，长江、黄河、澜沧江于此汇集奔流。

超过 100 万牧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昔日，
他们的祖辈策马扬鞭，以游牧为生。如今，越来
越多人放下牧鞭，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共享绿水
青山带来的财富。

时值夏至，三江源地区迎来游人如织的季
节。54 岁的冈周每天 7 点左右起床，骑着摩托
车沿路巡查无人机违规拍摄、捡拾兽骨等生态
违法行为，劝阻游客驶离已被设为禁游区的黄
河源头。

冈周的家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
县。2016 年，总面积 12 . 31 万平方公里的三江

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设立后，他被聘为园区
生态管护员。平日，冈周负责草原防火、生态
巡护、违法巡查等近 10 项工作，每年摩托车
都要新增上千公里里程。

在长江源园区，生态管护员卓玛加的工
作也同样辛苦。他的家乡位于可可西里周边，
在刚刚过去的藏羚羊产崽迁徙季，卓玛加每
天都要像“保姆”一样远远跟着羊群，以防待
产雌羊落单受到伤害。“累是累，但很开心，这
样做有意义。”卓玛加说。

记者多次到三江源地区走访，遇到很多
像冈周和卓玛加一样的生态管护员，他们手
机里装满了草原山水的照片、大量野生动物
视频，巡护日记里用藏文写得满满当当，有的
还配了图画，足见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对保护山水有同样热情的牧民也不在
少数。年初“三九”寒冬，记者从玛多县驱车
前往黄河源头，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上，遇见
4 位正徒步前往亲戚家的少年，其中最小的
才 7 岁。他们一路走一路捡拾垃圾，两个塑
料袋快装满了，小手冻得通红，脸上却带着
笑容。

“藏族本就有热爱自然的传统，现在国
家对三江源生态这么重视，我们牧民也要努
力做点事。”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
哈秀乡云塔村牧民当真文德说，他在接受北
京大学专家培训后成为一名生态监测员，近
6 年持续观察周边野生动物种群变化情况，
为科学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期间，
他和村民还给附近的 10 多只雪豹都起了藏
文名字。

青海省林草局局长李晓南说，2005 年
至今，国家在三江源地区累计投入 180 多亿
元遏制当地生态退化趋势，一批批干部专家
前赴后继在当地扎根，求索生态恢复的“良
方”。受此感召，生态保护理念逐步在牧民心
中生根发芽，成为大多数群众的共同价值追
求。

14 年来，三江源地区近 10 万牧民搬离
了草原，超过 70 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牲畜养
殖数量。他们无怨无悔地由草原利用者变为
生态保护者，为下游守住了“中华水塔”，留下
了“绿色财富”。

如今，当地百万牧民已迎来生态红利期。

玉树州委常委、杂多县委书记才旦周说，牧民
通过在生态管护岗位上努力工作，每年可获
得 2 . 16 万元政府发放的收入，足够改善生
活。记者采访发现，三江源国家公园 7 . 2 万
牧民中，已有 1 . 7 万人加入生态管护队伍，
基本实现“一户一岗”全覆盖。

在位于三江源地区的果洛州、玉树州，记
者持续追踪的多位牧民，通过开办牧家乐、藏
餐馆、“众筹”加油站，瞄准外地生态自驾游群
体，走上脱贫致富道路，有的年收入超过 6 万
元。

家住玉树州玉树市的青年牧民尕松成
林也因此受益。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前后，他通过筹措“玉树青年创业联
盟”“天上玉树电商平台”，吸引大批藏区大学
毕业生创业，将当地玛咖、芫根等特色生态
有机产品销往全国，公司盈利逐年稳步上
升。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
未来青海还将逐步引导牧民在当地发展民族
手工、民族演艺等绿色产业，鼓励适度土地流
转，让更多人共享生态保护成果。

新华社武汉 7 月 2 日电
(记者李伟)多项技术“加持”成
为全球污水处理技术“富集
地”；关停并转各类重污染企业
近 500 家……一加一减之间，
彰显的是一座城市绿色转型发
展的决心。

湖北十堰是我国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当地近
年来把绿色转型、生态崛起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做大
绿色增量，护好绿色存量，提升
绿色质量，释放生态红利，实现
生态价值保值增值。

做大绿色增量，打

造水治理标杆

在泗河水质净化厂，人工
快渗池曝气作业喷出的水花，
犹如一道道喷泉。

“人工快渗池处理已处理
过的污水，担当泗河‘守门员’角
色。”茅箭区委书记周庆荣说，
泗河下游建成的人工快渗工
程，采用“高密度沉淀+人工快
渗”工艺，日处理能力 6 万吨，
出水水质可达地表水Ⅲ类标
准，流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

记者从十堰市生态环境局
了解到，按当前国家规定，污水
处理厂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后可直接排放水体。为提升入丹江口水库河流水质，十堰自
加压力，在多个污水处理厂下游增设了人工快渗等“守门
员”工程，提高出水水质标准。

十堰曾有泗河、神定河、犟河、官山河和剑河等 5 条河
流不达标，近年来，当地大力实施截污、控污、清污、减污、治
污 5 大工程，整治排污口 590 个，完成河道清淤 138 公里，
建设生态河道 130 公里，建成清污分流管网 1400 多公里。

目前全球 30 多种污水处理工艺，十堰应用了 26 种，成
为全球污水处理技术“富集地”。十堰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冯
安龙说，目前全市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35 个地表水监
测断面达标率为 97 . 1%，过去不达标的五河治理成为全国
样板，丹江口库区水质稳定保持 II 类水质。

护好绿色存量，坚决当好“守井人”

阳光下，丹江口水库澄澈如镜，取一瓢饮，清冽甘甜。一
库好水的背后，有着“壮士断腕式”的故事。

十堰全市黄姜种植面积一度占全国的 43%，全市黄姜
加工企业 79 家，从业人员达 100 万人，年产值 14 亿元。黄
姜加工会产生大量废水，为保护水库水质，这一重要产业被
“连根拔掉”。据统计，十堰全市累计关停并转各类重污染企
业近 500 家、拒批不符合环保政策的项目 145 个，拆除丹江
口库区养殖网箱 16 . 8 万只。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该市建设一路的地下综合管廊，这
座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地下工程，已经入廊污水管等 7 种管
线，运维工作人员通过可视化智慧运维平台实现高效巡检
维护。中建十堰管廊公司董事长李育三告诉记者，十堰作为
全国首批 10 个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城市，已建成 53 . 3
公里地下管廊。为保护一库清水，项目将 14 公里污水入廊，
利用现状地形纵坡，使污水在市政管网与入廊管道之间借
助重力自由切换输送。

十堰全市 67% 的区域被划入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红
线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守好生态红线，护好绿色存
量，十堰按照生态红线管控要求，实行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汉江师范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玉是十堰市
民间河长发起人之一，在他的动员组织下，许多来自各行各
业的市民行动起来，报名成为十堰民间河长，开展环保志愿
服务，坚持当好北方人民的“守井人”。

提升绿色质量，释放生态红利

“生态立市，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绿色有机农产品
加工、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现代产业，把十
堰生态资源潜力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十堰市委书记
张维国表示。

生态环保约束下，一库好水，满山苍翠，正从生态资本
转变为产业优势，造福当地百姓。当前，水资源利用已经成
为十堰市新兴崛起产业，十堰已引进农夫山泉等多家水资
源利用企业，产自竹溪的芙丝矿泉水已签约出口东南亚等
海外地区。

培育生态产业，构建生态产业集群，为几十万贫困人口
脱贫提供有力产业支撑。在竹山县得胜镇圣水村，原本夏闲
的茶园里，茶农们仍在忙碌。镇长汪金午告诉记者，当地通
过招商引进湖北竺山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可大量收购普
通鲜叶批量加工生产发酵茶，有效解决周边乡镇近 10 万亩
茶园芽茶紧俏、普通鲜叶无人收购的难题，户均每亩茶园增
收 1000 元。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如今，十堰市以武当山为龙
头，打造全域生态区、全域水源区、全域风景区，将生态文化
旅游发展成为第二大支柱产业；以生态为内核，利用优质水
资源，发展饮料、医药、绿色有机食品产业；以汽车为工业基
础，建成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 6 家，产销量居全国前
列……一座老工业城市，悄然变身生态产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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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中华水塔”，留下“绿色财富”

三江源百万牧民放下牧鞭，收生态红利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调 研 行

▲ 6 月 27 日，在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群麋鹿在渡河。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的繁衍生息获得优越的外部
条件，目前种群总数已达 5016 头。2019 年，保护区的麋鹿成功产仔 800 多头，为种群注入新的活力。

麋鹿又名“四不像”，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目前我国麋鹿数量已达 6000 余头，占世界总数的近 90% 。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这是 6 月 30 日无人机拍摄的广西兴安县灵渠。

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灵渠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水
利工程之一，至今仍发挥着农田灌溉、排洪泄洪作用。2018
年，灵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千年灵渠夏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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