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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6 月 1 日电（记者邵香云、
黄江林）孟夏时节，天津独流减河西青段水
波荡漾，水草丰茂。“以前，这附近常有污水
偷排偷放，河水黑臭，人人绕着走，现在已
经大变样了。”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水环境管
理处处长赵文喜说。

天津因河而立、因海而兴。为了守护一
汪清水，天津打响“碧水保卫战”，控源、治
污、扩容、严管……“一河一策”动真格，“清
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动图景正在逐步变
成现实。

刀刃向内：斩断源头动真格

独流减河是天津市南部的主要河道之
一，流域内工农业生产较为集中。天津西青
区王稳庄镇曾是独流减河流域有名的“钉
子镇”，制钉产业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一度达
40% 以上。

不少人做钉子发了财，但污染却让村
民苦不堪言。“过去，村子经常有刺鼻气味，
河沟里都是红色、褐色的污水！”村民袁立
娜回忆。

治理水污染必须遏制污染源。2017
年，天津市开始整治“散乱污”企业。“王稳
庄镇这颗‘钉子’已经病入骨髓，必须坚决
拔。”时任王稳庄镇党委书记张万宇说。关
停取缔、搬迁改造、原地提升多管齐下，全
镇 356家“散乱污”企业按期整顿完毕。

在整治工业污染的同时，西青区还下
力气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并实施了“退渔还
湿”治理工程。“过去鱼塘养殖方式粗放，

‘大引大排’，养殖尾水也成为河流的污染
源之一。‘退渔还湿’不是‘一退了之’，通过
建设人工湿地、湿地公园，既有效净化周边
水产养殖尾水，减少了入河污染物，还实现
了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赵文喜说。

动真格也见了真效果。一组数据显示，
天津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
2 0 1 4 年的 2 5% ，提高到了 2 0 1 9 年的
50%；劣五类水质比例从 2014 年的 65%，
下降到 2019 年的 5%。

“近年来，天津突出控源和扩容，‘散乱

污’企业实现动态排查、动态清零，1 . 6 万
亩水产养殖实现‘退渔还湿’，工农业生产
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削减。”天津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温武瑞说。

变废为清：精准治污下功夫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经济区西四道湿
地，水清草绿，不少市民在这里驻足游玩。

“湿地的水有一部分是由区内生产和
生活的废水转化而来的。”天津港保税区城
市环境管理局水务科科长孙堂旭说。

园区内的爱三（天津）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的出口处，一排生产污水处理
设备格外引人注目。“经过这个设备处理后
的污水达标后可排入市政管网。”该公司人
事部部长沈睿祺说。

沈睿祺坦言，过去，企业每年大约要产
生 350 吨废水，处理成本较高。近两年，公
司投入 300 多万元，对厂区内的污水处理
设备进行了改造。

“没想到，设备运营后，污水处理费用下
降了九成。”爱三（天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总

经理中谷好巳说，污水“变废为清”后，公司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

“污水处理达标后一部分排至环河和
湿地作为补水，提升了河道水环境质量。”
天津空港经济区水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王静超说。

不仅如此，“保税区每年安排 5000
万元生态环保专项资金，对区内的生态
环保提升项目给予不同额度的奖励，鼓
励企业达到最好排放水平。”孙堂旭说。

60个市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全部建
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完成 109 座城镇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近年来，天津大力
推进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治理，实现每年
约 10 亿吨污水“由废转清”。

严管严控：巡查排名不留情

“今年一季度，我们区地表水环境质量
考核在全市 16个区排名第一。”取得这样
的成绩，天津市津南区河湖长制事务中心
主任徐德光觉得脸上很有光。

严管严控不留情面，从 2018 年开始，

天津市制定相关政策，每月对各区地表
水环境质量进行排名通报和奖优罚劣，
实行“靠后区”补偿“排前区”，倒逼各区
各部门共同护水治水。

“每个月考一次，压力无时不在。”徐
德光说，每隔几天就得到河道开展巡查，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考核的依据是监测。在严管的背后，
一套科学严密的水质监测系统在 24小
时不停歇地发挥作用。

在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
屏幕上，覆盖全市的 105 座水质自动监
测站的数据在实时显示，而在监测大厅
外，一批监测“尖兵”也活跃在天津各
水域。

2019 年初以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组织对全市 152 条重要河流和 17 座水
库沿线进行了全面“体检”，为精准治污
夯实了基础。

“今年是‘碧水保卫战’收官之年，但
收官不意味着收兵，我们将继续保卫好
一汪碧水。”赵文喜说。

本报记者何玲玲、裘立华、方问禹

这里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有绿
水青山、丹霞奇貌；这里阅尽千年繁
华，有古道悠悠、书声琅琅；这里是浙
江衢州江山市，曾于粗放式增长下狂
奔，也在新发展理念中幡然醒悟。

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实
践中，隐于群山、美不自知的小城江
山，正在揭开神秘面纱，展现独特
韵味。

江山如此多娇

初夏的江山，万物生长中，全域
旅游率先复苏。

“地如其名，江山如画！”一阵急
雨过后，游客朱敏在民宿落地窗前
驻足远望，发出这样的感慨。

她热爱乡村旅游，走过不少地
方。放眼四望，江山堪称一片“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江南秘境。

远观仙霞山脉蜿蜒，低山、浅
壑、盆地与平原交错，极致的江南丘
陵风貌。墨底白边的高速公路山间
穿梭，宛如铅笔勾勒的线条，支起一
幅大美画卷。

江郎山则是画卷的精华所在：
三峰耸立，如天柱拔地而起，又似斧
劈般紧挨，自北而南呈“川”字排列，
形成高 312 米、长 298 米、宽三米多
的“一线天”。2010 年，江郎山作为
“中国丹霞”地貌之一，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江郎山贵在“雄奇”，而江山的
整体风貌则以“秀美”见长，有“秀丽
甲东南”的美誉。

这里是“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
盖率超过 70%，有本目植物 87 科、
232属、634种，其中南方红豆杉、香
果树、伯乐树等古树名木达到 100
株。这里水资源丰富，地表水、出境水
质达标率 100%，空气优良率 93%。

因为生态好，江山农业远近闻
名，有“中国猕猴桃之乡”“中国白菇
之乡”“中国蜜蜂之乡”等美誉。

这里还有“中国水泥之乡”“中
国木门之都”的称号，水泥、门业等
一直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地处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
处的江山，与群山为伴，距离长三角
中心腹地超过 300公里，距离东海
约 400公里，且山高路难。在民营经
济狂奔年代，区位、资源等并无优势
的江山，“就地取材”是最现实的产
业发展模式。

然而，“靠山吃山”也有“山穷水
尽”的时候。一些货车司机回忆说，
那时候的江山，到处是水泥厂，扬尘
满天飞！

新发展理念带来新发展面貌。
通过关停淘汰、整合集聚、改造提升
等“组合拳”，水泥、木业等依旧是支
柱产业，但从粗放式到集约式，面貌
焕然一新。

生态复兴，来之不易。当地干部
在实践中感悟到，保护好江山这片
“上天厚爱的地方”，进一步夯实生
态比较优势，才能在生态文明时代
迎来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千年古城活态

世代为邻的原住民，在街边就
餐、择菜、洗衣，早问好、晚闲谈，透
着一股迷人的岁月静好。

不少游客远道而来，也是冲着
江山的人文和烟火气息。

江山有 1400 多年建县史，一
条仙霞古道横跨浙闽。历史上，浙
闽赣丝绸、瓷器、茶叶等，沿着仙
霞古道输向东南沿海港口，构成
“海上丝绸之路”在陆地上的重要
运输线。

行走千年古镇——廿八都
镇，仿佛一次穿越之旅：百年老屋
古建渐次呈现，岁月痕迹布满街
头巷尾。

“这里有 13 种方言，142 个
姓氏。”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
长姜淑芬介绍说，廿八都与福建、
江西接壤，“一脚踏三省”。千百年
间，来往人员穿梭、融合，在当地
沉淀出厚重而独特的人文气息。

群山没有隔断抱负，反而围
拢一方净土。从古至今，江山氤氲
着耕读传家、廉洁勤俭的民风传
统，琅琅读书声犹在耳畔。

江山有个清漾村，是浙江省
级历史文化村，也是江南毛氏发
源地，已有 1600 多年历史。清漾
毛氏人才辈出，走出 8个尚书、80
多个进士和 200 多位毛氏名人。

近现代史上，江山也留下浓
墨重彩。

乡间蜿蜒小路边，一座“中美
联手抗日纪念馆”掩映在绿水青
山之间，记录着江山民众冒着生
命危险，营救杜立特行动飞行员
的壮举。

1942 年发生的“杜立特突
袭”行动中，有 15架美军 B-25B
型轰炸机坠毁或迫降于浙江、安
徽、江西等地，其中 5 号机组、3
号机组在江山境内弃机跳伞。江
山民众奋力营救美军飞行员，把
他们从崎岖的山岭上带回家疗
伤，并送往安全地带。

期间，即便受到日军重重围
堵、严刑拷问，江山民众始终凛然
不屈，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
代价。

这段穿越太平洋的生死之
交，至今保有温度，成为中美民间
友谊的典范。2018 年 10 月，美国
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 23 名成
员及亲友组成的代表团来到江
山，重温先辈被江山民众营救的
那段历史，并表达感恩之情。

护美锦绣江山

山有魂，水有源，初心如从前。
来时路，不能忘，薪火永相传。
爱相守，情相牵，江山如画卷。
……
这是江山市大陈村的村歌，

名字叫《你好，江山》。
加上村民自编自演的红色实

景剧演出，让大陈村成为“明星
村”，日均客流量超过 1500 人次。

集自然风光、雄关古道、人文
古迹、风土人情于一身的江山，正
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实践
中绽放。

江山市委书记童炜鑫介绍，
近年江山立足自然生态与历史人
文优势，多措并举护美“锦绣江
山”，城乡统筹推进产业转型与全
域旅游发展。
生态美与生产美、生活美互促

共进。2019年，江山市旅游总收入
133 .20亿元，同比增长 12 .1%。

目前，江山门业产业规模超过
120 亿元，年产木门 1600 多万套，
占国内市场的 1/5，并赢得一批先
进制造业领域的国字号荣誉。

江山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和地
域特色，按照“原生态、回得去”理
念，不推山、不砍树、不填河、少改
路、少拆房，建设“景在村中、村融
景中”的生态家园。

地方文化在保护中加快发
展，在发展中加强保护。江山挖掘
特有的世遗文化、毛氏文化、古道
文化等，并把村歌作为农民唱响
幸福生活和发展全域旅游的“同
心曲”，赋予全域旅游更多内涵和
灵气。

目前，江山有 13个村列入浙
江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村名录，
当地还全面开展“千村故事”编撰
及“千村档案”建设工作，打造洪
公拳、江山婺剧、廿八都木偶戏等
非遗传承基地，让风土民俗成为
风景，美丽乡村变身情感田园。

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记者魏梦佳）
新版《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获悉，条例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纳
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体系，规定北京全域
全年禁猎，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保
动物“安居”。

全域全年禁猎 拓展保护范围

1 日，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大运河森
林公园内，鸳鸯、红隼、夜鹭、雀鹰等经过救
护康复后的 11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北
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人员放归自然，在
美丽河畔开启了新旅程。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监测数据显示，经多
年生态建设，北京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正持
续增加，陆生脊椎野生动物从 1994 年的
461种增加至目前的 500多种，其中包括 81
种国家级保护动物。近年来，越来越多候鸟
选择在京栖息，震旦鸦雀、青头潜鸭、东方白
鹳等珍稀鸟类也频现京城。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
保护处处长张志明介绍，为加强动物保护、
震慑违法行为，新条例取消了原《北京市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

法》中关于“每年 3 月至 5 月、9 月至 11 月
禁止狩猎”的有关内容，明确规定北京实行
全域全年禁猎，对于猎捕、猎杀野生动物
的，没收猎获物并处罚款，属于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的，处猎获物价值 5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只要有捕猎行为，哪怕没有猎
获物，也要面临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罚款。

同时，条例还把禁食范围从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拓展到了北京市重点保护
和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并从出售、购买、运
输、寄递、生产经营、消费等多环节，建立
了较为完备的禁食制度体系，从根源上遏
制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

加强栖息地保护 让动物“安居”

保护野生动物，从根本上要保护其赖以
生存的栖息地。新条例的另一亮点是不仅扩
大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种类和范围，将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
保护范围，还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
护，细化措施，并首次明确了相关管理机构
或责任单位对栖息地的保护责任。

“种植食源植物，建立生态岛或者保育
区”“避免开展影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环境

的芦苇收割、植被修剪、农药喷洒等活动”
“制止追逐、惊扰、随意投食、引诱拍摄、制
造高分贝噪声、闪烁射灯等干扰野生动物
生息繁衍的行为”等都被写进条例中。

按条例规定，北京市野生动物主管部
门将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首个全市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规划将与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对接。在此基础上，还将编制首个
全市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且每 5 年
组织一次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况普查。

“这些都是过去没有过的。”张志明表
示，“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是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的贯彻。”

严控人工繁育 禁止擅自放生

新条例还对列入名录的野生动物严格
利用审批，在严管野生动物交易利用、严控
人工繁育等方面都作出相关规定。

例如，为最大限度降低人工繁育环
节风险，条例对繁育主体、目的、选址、审
批、管理等方面完善了制度设计。繁育许
可范围拓展至北京市重点保护和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目的仅限科学研究、药用、展示等特殊需

求，申请主体仅限单位。
近年来，放生动物引发的问题广受

关注。为防止随意放生造成人身伤害、生
态破坏，条例还规定，单位和个人可以参
加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会同有关社会团体
组织的野生动物放归、增殖放流活动；禁
止擅自实施放生活动，否则将处 2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此外，条例明确了
各级政府、各主管部门对于野生动物保
护管理的职责，以及社会组织与个人参
与野生动物保护的方式。

“条例的颁布施行，标志着北京市野
生动物保护事业进入新阶段，是今后全
市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推进首
都野生动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基础和根本遵循。”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副局长戴明超说。

他表示，下一步，北京在加大普法宣
传、提升市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同时，
还将继续在绿化建设中统筹实施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充分考虑食物链构建、
生态廊道建设和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
护的相关要求，“让首都的‘绿色海洋’呈
现出树上有鸟、林下有草、草间有虫的自
然灵动之美。”

全域全年禁猎、强化栖息地保护、严控人工繁育
解析北京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三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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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浙江衢州江山市
江郎山风貌（5 月 14 日摄）。

本本报报记者何玲玲摄

一一 汪汪 碧碧 水水 保保““卫卫””记记
天天津津防防治治水水污污染染见见闻闻

（上接 1 版）“临邛县……有火井，夜
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
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
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
东晋常璩撰写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如是
记载。

关于天然气井煮盐的技术，明朝宋应
星在《天工开物》中这样写道：“西川有火
井，事奇甚。其井居然冷水，绝无火气。但以
竹剖开去节，合缝漆布，一头插入井底，其
上曲接，以口紧对釜脐，注卤水釜中，只见
火意烘烘，水即滚沸……”

事实上，英国于 17世纪中期才发现天
然气，而中国在遥远的两千多年前就已发
现并逐步科学利用天然气。古蜀人的探索
力和创造力可见一斑。

当然，古蜀人的科技创新不止于此，其
不仅可以在自然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在金
融领域亦敢为人先。

北宋时期，一种叫“交子铺户”的店铺
最先在成都出现。交子铺户类似现代的银
行。存款人把钱存入交子铺户，铺户就给开
具出一张印着红、黑两色标记有秘密记号
图案的纸，以后这张纸的持有人就可以用
它来取钱，创新性地解决了古代商品流通
的瓶颈。

在宋代，成都还是全国著名的印刷科
技中心，成都的雕版印刷术独领风骚，有着
“宋时蜀刻甲于天下”的美誉。当时的成都

汇聚了大量雕版印刷的技术人才，逐步形
成了家刻、官刻、坊刻三大体系。

成都科技创新的基因有着清晰的历史
脉络。后来这样的基因又逐渐融进了开放
包容的天府文化，不断塑造着后人勇于创
新的精神。

人文基因

人文环境是一座城市吸引人才、开拓
创新的独特优势。

成都开放包容的文化和不断改革创新
的土壤令其人才发展指数在全国处于第一
方阵，成为受年轻人青睐和中高端人才净
流入率领先的城市。记者了解到，“成都人
才新政 12 条”实施 2 年多以来，全市累计
落户的青年人才达到了 35 万人。

高端人才集聚，成为成都科技创新的
生力军。截至目前，成都拥有国家、省、市级
重点人才计划 2938 人、顶尖团队 167个，
孕育出西南地区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以及
18家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企业。

这些人才活跃于成都科技创新的各个
领域，无论是“人造太阳”，还是国产大型客
机 C919、“鲲龙”AG600 ……在全国重大
科技创新成果中随处可见成都人才的
身影。

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和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令这座城市迸发出巨大的改革创
新活力。以成都自贸试验区为例，三年多

以来，“公证最多跑一次”等两项改革试点
经验获国务院批准向全国复制推广，“知
识产权类型化案件快审机制”等三项成果
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第三批最佳实践
案例。

时代基因

今年初，中央正式提出加快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其中，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是双城经济圈重要的战略定位之
一。在此契机下，以“一城多园”模式共建的
西部科学城走到了时代舞台的中央。

在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
究院杨继瑞教授看来：“城市与城市之间
的竞争，已经转换为城市群和城市群、都
市圈与都市圈的竞争。”而纵观世界，科
技创新是城市群参与竞争的“制胜法
宝”。

从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科学城担负起特殊
的历史使命，其规划建设也拥有更开阔的
视野和更宏大的格局。未来，西部科学城将
为成渝两地科技创新，双城经济圈建设，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贡献出巨大的创
新动能。

集聚了成渝两地科技创新要素的西

部科学城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新
时代将助力在中国西部形成一个新的
科技增长极，交出一份亮眼的“时代答
卷”。

奔向未来

打造西部科学城，成都的目光始终
着眼于未来。

记者了解到，未来，西部科学城将突
出协同创新发展，以“一城多园”模式合
作共建，坚持“营城”与“谋势”相结合，努
力把这里打造成为创新策源地和科研主
阵地。同时聚焦产业功能区建设，结合主
导产业，大力构建创新生态圈，吸引创新
要素人才集聚，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运用。

对任何想要成为世界级水准的科学
城而言，产学研的融合一直是关键所在。
在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时代机遇下，
成渝正充分发挥两地高校的科研优势，
将科技研发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探索产
学研融合之路。

未来，西部科学城还将全力搭建其
原始创新平台、全球技术交易平台、产学
研技术转化平台和全球创新资源引入平
台，打通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最先一
公里”和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化应用的
“最后一公里”，不断向着世界级科学城
迈进。

跨越千年向未来：一座城市的创新基因图谱

▲这是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经济区的西四道湿地。 新华社记者黄江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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