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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1 日电 （记者王浩）1 月 22 日至 30
日，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顺利实现首次全线

试通水。该工程以丹江口水库为水源，以丹江口水库

清泉沟隧洞为起点，全线自流引水，拟向鄂北地区沿线

3 市 7 县 482 万人口供水，灌溉耕地 380 万亩。

作为国家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鄂

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是湖北水利“一号工程”，是湖

北省水利建设史上工程规模最大、覆盖面积最广、受益

人口最多的重大基础性、战略性民生工程。工程输水

干线总长 269.67 公里，利用受水区 36 座水库进行联合

调度，设 24 处分水口，年均引水 7.7 亿立方米，总投资

180.57 亿元。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10 月全面开工建设，

二期工程有望于今年开工建设。

鄂北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试通水
惠及482万人

编者按：2 月 2 日是世界湿地日，今年的主题是“湿地与水”。“十三五”期

间，我国新增湿地面积 300 多万亩，湿地保护率达到 50%以上。

从黄河流域的戈壁城市甘肃张掖，到长江流域的鱼米之乡湖南常德，近年

来，多地统筹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增强湿地生态功能，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

有力的保护让湿地显现出更多活力。

本报北京 2月 1日电 （记者

孙秀艳）从 1 月 29 日起，第二轮第

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开始

向各进驻地方、企业及部门反馈

督察情况。

第二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首次将国务院有关部门

列入督察范围，国家能源局、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成为督察试点。督

察组认为，由于思想认识存在偏

差，国家能源局在推进能源发展

中没有将生态环境保护摆上应有

高度，没有做到与能源发展有机

融合、一体考虑，是导致我国能源

行 业 长 期 粗 放 式 发 展 的 重 要 原

因。同时，发挥规划引领和政策

推动不够，在煤电项目布局中体

现煤电基地建设导向不够，也未

严格控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

煤 电 新 增 产 能 ，导 致“该 建 的 没

建、不该建的建了”。

在对国家林草局的反馈中，

督察组认为，国家林草局政策制

度推动生态保护不够有力、治理

能力与生态保护要求不相适应、

一些重点领域问题比较突出。比

如，2017 年，原国家林业局明确

要研究制定《林业自然保护区监

督管理办法》《自然保护区生态旅

游监管办法》，但迟迟未出台。

由于督察过程中，中国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

限 公 司 两 家 中 央 企 业 多 个 子 公

司、多个项目被列入警示案例，督

察反馈情况备受关注。督察组认为，中国建材“企业环

境违法违规情况普遍”，中国铝业“环境违法和污染问

题突出”。2017 年以来，中国建材集团下属生产企业

因超标排放、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等违法行为，被

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累计处罚 521 次，一些企业违法严

重、屡罚屡犯。督察反馈情况对两家企业的重点问题

均予以点名曝光。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表示，督察期间，各

督察组累计收到举报 1.55 万件，受理有效举报 1.2 万

件；经过梳理分析并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对象

交办举报问题 1.06 万件。截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已办

结 8766 件，阶段办结 1792 件，责令整改 5442 家，立案

查处 2204 家，处罚金额约 18213.33 万元，立案侦查 131
件，行政拘留 130 人，刑事拘留 113 人，约谈 872 人，问

责 2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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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1日电 （记者吴月辉）青藏高原的

大气中有多少水汽？青藏高原的水汽与其周边地区是

如何交换的？日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地气

作用与气候效应”团队马耀明研究员等在青藏高原主

体区域布设了 9 台多通道微波辐射计，可以对此实现

实时联网连续观测。

据介绍，科研人员结合此次布设的近地层地气相

互作用综合观测系统，全面构建了青藏高原地表、边界

层、对流层大气水热立体观测网络平台，这也是我国建

成的首个青藏高原大气水热立体观测网络平台，可为

青藏高原天气监测与预报、灾害性天气预警及气候环

境预测等提供连续的观测数据和决策依据。“微波辐射

计可在几乎所有天气条件下，以分钟为时间分辨率进

行实时连续无人值守操作。”马耀明说，“微波辐射计反

演的大气廓线能够捕捉到中小尺度系统的精细热力结

构，分析降水等天气过程的对流层快速变化信息。实

现对其覆盖区域不间断实时观测，获得连续、高分辨率

大气温度及湿度廓线。”

我国首个青藏高原大气水热
立体观测网络平台建成

本报昆明 2月 1日电 （记者杨文明）记者从云南

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云南省计划在亚洲象分布区建

立权责明晰的“象长制”，以进一步加强亚洲象保护、管

理，构建人象和谐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

要分布于云南的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和临沧市，种群数

量约 300 只。然而，随着种群数量增长和分布范围扩

展，部分亚洲象进入农田、公路、村镇的频率不断增

加。云南省将以全面推进“林长制”为抓手，明确各级

人民政府保护野生动物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责

任，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构建人与象和谐共生

的现代生态体系。

云南将以全面推进“林长制”为抓手

构建人象和谐共生现代生态体系

保护更有力 湿地添活力
■美丽中国R

数据来源：国家林草局、水利部

数据整理：本报记者寇江泽、王浩

最近，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 72
岁的刘绍春，搬回了离开 21 年的湖

畔小院。 20 年前，珊珀湖的湖水因

大规模投肥养鱼变得臭不可闻，他

和老伴不得不搬了出去。如今，从

他新家的后院望去，冬日的珊珀湖

湖水清澈，芦苇在浅滩中摇曳，水鸟

时而掠水而过，留下一串串涟漪。

常德河流水网密集，拥有 8 个国

家级湿地公园、1 个世界重要湿地。

曾经，常德的湿地一度面临污染、萎

缩等问题。近年来，当地高标准推进

湿地生态修复，湿地成为这个洞庭湖

畔城市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2018
年，常德市被评为国际湿地城市。

防治污染，清除黑
杨，修复湿地生态

近日，记者在建设中的珊珀湖 7
号湿地看到，人工种植的水草已经在

枯水季节裸露出的湖底生根长叶。

“多年投肥养鱼严重污染水体，

珊珀湖水质一度处于劣Ⅴ类，湖底

也寸草不生。”安乡县珊珀湖水利风

景区管理处主任王钟济说，珊珀湖

治理修复团队在湿地外围布置了柔

性防浪墙，设置了防鱼网，再这样反

复添补三到五年，数千亩的“水下森

林”将再次出现在珊珀湖湖底。

而在常德汉寿县西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修复是从砍黑

杨树开始的。该保护区管理局资源

保护科科长彭平波介绍，上世纪 70
年代因发展经济林木需要而从国外

引进的黑杨品种，生命力极强。这

样的速生经济林木收益高，许多洲

滩都种上了黑杨。

彭平波说，为了排水种黑杨，人

为改变水底地貌，很多湿地逐渐陆

地化，影响了调蓄功能；同时，湿地

底栖螺蚌大量减少，鱼类繁殖地、鸟

类栖息地也大量丧失，连本土树种

都 因 为 黑 杨 的 入 侵 而 减 少 。 2017
年，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开始清除黑杨。 2020 年底，西

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黑

杨全面清零。

“近年来，保护区修复湿地 21.5
万 亩 ，整 治 岸 线 14.5 公 里 、洲 滩 92
个。保护区内越冬候鸟从不足 1 万

只，到如今已稳定到了 3 万只以上。”

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党组书记钟丽琴说。

立法执法与公众
参与共同发力

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会长刘

克欢，曾经为大闸蟹养殖场退出而

想不通，“承包合同到 2024 年，要我

提早退养，我想不通。”

转变来源于一次故地重游。刘

克欢发现，退养后，自己留下的是一

地狼藉——大闸蟹蜕下来的蟹壳腐

烂后，已经堆积出了一层厚厚的污

泥，滩涂地上都是大闸蟹吃剩的贝

壳、螺壳，水草几乎绝迹。

“以前热闹的湖泊湿地，现在变

成了这样，我感到非常羞愧。于是，

我开始主动承担志愿者的工作。”刘

克欢说，2015 年，在保护区管理局指

导下，西洞庭湖湿地环保协会成立，

他当选会长。在他的带动下，当地

不少退捕渔民转型成为志愿者。

“仅 2020 年，就有 400 多人加入

了西洞庭湖环保志愿者分队，其中

七成是退捕渔民。”保护区管理局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郭灿说。

2019 年，常德市人大常委会通

过了《常德市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

地保护条例》。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行政执法整合，赋予了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足够的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强

制权。“如今，我们可以直接扣押和

没收偷捕的‘三无’船舶，对不法分

子的震慑作用大多了。”郭灿说。

城市水系与小微
湿地综合治理

常 德 市 区 柳 叶 湖 畔 的 荷 花 公

园，水草随浪整齐摇曳。 56 岁的戴

家岗村村民徐敬华，正撑着一叶扁

舟，巡护水面。

“以前，我们 3 个村的人围着这

片湖面，要么围田，要么养鱼，要

么养珍珠，规模怕是有上

万亩。”徐敬华说，“不

过，现在都恢复成清清的湖水了。”据

介绍，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内所有区域

被划定为畜禽禁养区，如今畜禽养殖

已全部退出，柳叶湖水上餐饮和珍珠

养殖项目也已全面取缔。

常德市排水管理处副主任周峰

说，从 2020 年 10 月以来，管理处一

直 忙 着 组 织 人 员 在 常 德 市 区 割 芦

苇。市中心哪来的芦苇，又为什么

要收割？这要从穿城而过的穿紫河

说起。据介绍，作为城市主要河流

和 湿 地 的 穿 紫 河 ，一 度 成 为 臭 水

沟。近年来，常德市启动了新一轮

穿紫河治理，在穿紫河流域建设了

一批人工生态湿地，对城市雨水和

部分污水发挥着拦蓄、净化的作用。

“湿地的芦苇老化后，净化作用

会 减 弱 ，因 此 要 及 时 收 割 、重 新 种

植。”周峰说。

此外，常德还注重小微湿地的

治理。散布在城郊和乡村的河道、

沟渠等小微湿地的治

理，工程虽小，作用却

大。在湖南鼎城

鸟儿洲国家湿地

公 园 等 地 ，小 沟

渠、小水塘、小河

汊也被纳入保护

范 围 ，发 挥 着 净

化 水 源 、防 治 污

染 、修 复 生 态 等

作用。

湖南常德构建湿地生态保护新格局

洞庭湖畔 湿地入城
本报记者 何 勇 孙 超

不等天亮，刘成俊就从床上爬了

起来。绑好护膝、穿上大衣，已经 55
岁的他麻利地跨上摩托车，一头钻进

了刺骨的寒风里。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双

泉湖黑河湿地管护站。这条 12 公里

长 的 巡 护 线 ，4 年 多 来 ，刘 成 俊 常

走。管护站离老家 28 公里，刘成俊

“家里有事才回去一趟”。

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市，素

有“戈壁水乡”之称。当地湿地面积

达 25.13 万公顷，占甘肃省湿地总面

积的 14.84%，其中黑河湿地被列入国

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还是候鸟迁徙

通道上的重要中转站。

近年来，张掖市在湿地生态保护

制度体系建设、资源管护、生态修复、

环保问题整改、保护区优化调整等方

面聚焦发力，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取

得显著成效。

建立三级管护体
系，大小湿地皆有人管

入冬以来，大批白天鹅、赤麻鸭

等鸟类飞抵黑河湿地越冬。刘成俊

每天都要在管护区内巡护。

“我 们 刚 来 那 会 儿 ，风 大 沙 大 。

一起大风，屋顶上的瓦片经常被吹

跑。”刘成俊说。最近几年，随着保护

力度加大、生态意识提高，湿地水清

了、草也多了。

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资源科科长谷文平介绍，当

地从 2015 年开始就建立完善县乡村

三级湿地管护体系，乡上设管护站，

村上有管护员，所有湿地不论大小都

有人管。管护员有专职也有兼职，按

管护面积给予补助。

此外，保护区管理局每年两次会

同国土、水务、公安部门开展联合执

法，对破坏湿地行为从严查处。

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局长郭建平介绍，当地先后

制定印发了《张掖湿地资源巡护管理

制度（试行）》《张掖湿地管护员管理

制度（试行）》等多项涉及资源管护、

保护与修复、湿地监测等方面的制

度，为维护湿地资源安全提供了制度

保障。

扎实推进生态修
复，湿地环境明显改善

冬日暖阳下，高台县罗城镇天城

湖波光粼粼，鸥鹭翔集。见有人来，

一群黑鹳振翅飞走。

“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性

情高度警觉。”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阎好斌告

诉记者，全球黑鹳数量仅 2000 多只，

在当地栖息繁殖的就有七八百只。

“黑鹳一般在人迹罕至的绝壁上

筑巢，前年我们曾经做过野外调查，

发现了 80 多个窝。有的窝距离村庄

不算远，这也充分说明，我们的生态

环境有了明显好转。”阎好斌说，每年

冬季，都有大量白鹭、天鹅等候鸟在

张掖境内湿地越冬。

高台县在候鸟活动集中的罗城

镇、合黎镇设立了两个监测点，并安

排专人对鸟类活动、种群数量、疫病

疫情等情况进行监测。候鸟迁徙季

节，当地还购置玉米等饲料在候鸟聚

集地段投放，每年投放量达 3000 多

公斤。

隔三差五，合黎镇五三村管护员

王汉生就往黑河边跑。每年冬天，候

鸟迁徙路过湿地时，王汉生都会在河

边投喂玉米，“一共 3 个投喂点，一天

得六七十斤。看着鸟儿自在飞翔，咱

心情也舒坦。”

据介绍，张掖先后争取 2288 万

元黑河湿地生态补偿资金和中央、省

级财政湿地保护与修复项目，实施湿

地周边社区环境卫生整治、生态补水

修复监测等项目，保护区重点湿地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截

至目前，张掖已经累计投资 2.2 亿元

实施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恢复退

化湿地 11.5 万亩，封滩育草 9000 亩，

疏浚水系 20 多条共 37.6 公里，补偿

因保护候鸟等野生动物受损耕地面

积 7 万多亩。

拆除建筑设施，还
湿地以宁静

红金度假村位于甘州区新墩镇

流泉村，占地 89 亩，一度是张掖市主

城区远近闻名的农家乐。

2011 年 4 月，国务院批复设立张

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

地理位置在保护区范围内，红金度假

村被彻底关停。如今，度假村建筑设

施全部拆除，并栽植了苜蓿、芦苇，原

本喧闹的餐饮点重归宁静，成为鸟类

乐园。

老家与红金度假村一路之隔的

周振斌，是流泉村五社村民，2019 年

底签订了公益性岗位协议，2020 年 6
月拆除了老宅子、腾退了耕地。如

今，周振斌已是黑河国家湿地公园保

洁员，“一周工作 40 个小时”。

周振斌说，村里像他一样的共有

60 多 户 ，“ 每 家 都 发 放 了 租 房 过 渡

费，缴纳了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村

里有 45 亩自住安置开发用地，已经

完成了建设分配方案，即将开工建

设。”如今，老家原址也已经恢复成了

湿地，周振斌上班时经常过去转转。

甘肃张掖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

戈壁滩边 湿地润城
本报记者 付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