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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西宁市生态环境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 年西宁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2.1%。

也许有人会觉得，西宁的好天气，是沾了

高原的光。但实际上，西宁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全国的 1/4，高寒干燥气候一度令这座城市植

被稀疏、沙尘漫天。

“推动绿色发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城市

典范”，今年初，西宁市委全会为今后五年的发

展明确了新定位、描绘了路线图。这座高原城

市正向着统筹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努力前进。

治山理水，荒山变花园、
湟水焕新生

西宁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隅，城区坐落于

南北两山中间。

从位于城南凤凰山上的南山公园俯瞰西

宁：碧蓝天色下，南北两山之间，现代建筑群横

亘东西。山间的云杉油松散发着芳香，令人心

旷神怡。过去，这里曾经植被稀疏，当地还曾

有句话，叫“西宁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西宁的绿色发展，从种树开始。北山大墩

岭有一片西宁供电公司的绿化承包区，“1989
年以来，我们先后绿化了 2090 亩荒山，种下各

类苗木近 200 万株。”片区负责人马乃敢说。

如何激发全社会的参与热情，让生态保护

的责任与红利为西宁人共担和共享？多年来，

当地大胆改革创新：西宁南北山绿化，鼓励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划片承包，并颁发林权

证，明确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用“谁种谁

有”的激励政策多渠道统筹资金；承包人依法

取得的国有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林木的使用

权，经批准可以转让、出租、作价出资等。

效果如何？各级部门、企业个人先后承包

了 117 个责任区，贡献了绿化工程总投资的近

六成，不仅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从最初的 7.2%跃

升到 79%，滞尘能力提高 7 倍多，更让西宁市民

享受到了生态红利。

涵养生态，治山亦要理水——湟水，穿城

而过的西宁母亲河，也是黄河上游最大支流。

西宁老城区的北山脚下，至今仍伫立着一座朝

阳水电站，湟水河从此地奔腾向东，只是再听

不到发电机组的轰鸣。

“青海最早的水电站”——在朝阳水电站

机组厂房原址上方，8 个大字镌刻着这里过往

的荣光：新中国成立后，这座水电站一度承担

着西宁全市的供电任务。如今，水电站成为展

览馆，老办公楼被翻新成湟水河综合治理指挥

部。几年前，指挥部协调各方彻底关停了朝阳

水电站发电机组，且湟水流域一律不再批建水

电站，保护优先、还水于河。

这只是西宁治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当

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治理小

流域 154 条，整治关停湟水河沿线 200 余家非

法 采 砂 场 和 近 700 个 排 污 口 ，2020 年 西 宁 市

国、省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超过 87.5%。曾

经水少、水浑、水脏的湟水河重焕生机。

建成城市公园 30多个，
湿地率达 64.67%

每年到了 夏 季 ，成 群 的 鸟 儿 就 会 在 湟 水

河面翱翔，成群结队地觅食嬉戏，尽情享受清

凉盛夏的舒爽——这也成为近年来西宁一道

亮丽的城市风景。

西宁市湟水林场副场长张志法以前一直

在南山坡、湟水畔种树，后来成为西宁湟水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才对这条西宁

的母亲河有了更多理解：“过去觉得它就是一

条河，现在才发现，它还是野生动物在城市间

的栖居之地与迁徙通道。”

打开西宁的卫星遥感地图，南川河、北川

河、西川河从南、北、西三方汇入，在城区形成

湟水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西宁这座城市，

也在群山中沿着水系拓展。

北川河流经的西宁市城北区，曾经是城市

面貌较为落后的城区。2013 年开始，西宁以北

川河片区开发为抓手，仅出让其中 21%的规划

建设面积作为居住、商业用地，其余全部经生

态治理后建成了北川河湿地公园，不仅城区面

貌 大 大 改 善 ，而 且 人 流 、物 流 、资 金 流 纷 至

沓来。

土地稀缺的西宁还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拆

迁腾退地、边角地、闲置地打造城市生态综合

体。北山美丽园，一个如今经常出现在西宁市

民朋友圈中的“网红打卡地”，以前是一片老旧

棚户区，“平房林立、道路泥泞、污水横流”，市民

赵俊在这里生活了小半辈子。借着青藏高速沿

线环境整治工程，他作为回迁户住上了敞亮的

住宅楼，楼下已变成了 400公顷永久性绿地。

截至目前，西宁已建成城市公园 30 多个，

市民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提高到 13 平方米，并建

成绿道 465 公里，串联起公园与社区。如今，公

园不再仅仅是钢筋水泥间的点缀，反过来，城

市被山山水水滋养。

“高水平建设公园城市，科学布局绿色开

敞空间和休闲游憩客厅。”青海省委常委、西宁

市委书记陈瑞峰将其形容为“一城山水、百园

千姿”。

美丽经济为城市发展
注入新动能

去年 7 月，位于多巴镇的西宁园博园盛大

开园。“市里将 6540 亩工业用地用于园博园建

设。”西宁园博园和西堡森林公园建设管委会

副主任陶雅琴称这是西宁绿色发展、城市西拓

的一个“大手笔”。

有舍有得。且不说这张城市新名片未来

会为当地发展带来的巨大拉动效应，西宁对产

业路径、产值“成色”的把握也愈发清晰：千亿

锂电产业基地和光伏制造中心已初具规模，聚

集了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建成第六代锂电池生

产线……

西宁园博园所在的甘河工业园区实施了

国家低碳工业园示范试点建设，新能源与新材

料产业的无缝对接与循环利用被列为国家循

环经济示范试点项目，全市万元 GDP 用水量

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十二五”末分别

下降 34.7%和 63.1%。随着园博园建成开放，多

巴镇已聚集了国际旅游城等一批以休闲度假

为主的新型商业业态，成为西宁着力打造旅游

产业提档升级的“样板间”。

高质量还意味着全方位、全要素的转型升

级。2018 年 12 月，西宁出台《南川河流域水环

境生态补偿方案》，构建县区级横向补偿为主的

水量水质一体式生态补偿机制。上游湟中区一

年就得到了下游县区 222.25 万元的生态补偿资

金，区水利局副局长张洪菊为新政策叫好：“为

西宁护好一川清水，咱也更有劲头和底气。”

上图：西宁市利用南川河水系打造的麒麟

湾公园。 本报记者 姜 峰摄

青海西宁统筹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拓展绿色空间 汇聚美丽动能
本报记者 姜 峰 王 梅

本报北京 7月 7日电 （记者

丁怡婷）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

《2020 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

发展监测评价报告》显示，2020 年

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实际消纳量

为 21613 亿 千 瓦 时 ，占 全 社 会 用

电量比重 28.8%，同比提高 1.3 个

百分点；全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量为 8562 亿千瓦时，占

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11.4%，同比

增长 1.2 个百分点。

清洁能源消纳目标完成情况

方面，2020 年全国平均风电利用

率 97%，超过 2020 年风电利用率

目标 2 个百分点；全国平均光伏

发电利用率为 98%，超过 2020 年

利用率目标 3 个百分点；全国主

要 流 域 水 能 利 用 率 97% ，超 过

2020 年 利 用 率 目 标 近 2 个 百

分点。

在 日 前 举 办 的 2021 年 国 际

能源变革对话大会上，国家能源

局局长章建华表示，2020 年，我

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

比 重 达 15.9% ，已 达 世 界 平 均 水

平，煤炭消费比重降至 56.8%；清

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水电、

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

多 项 指 标 保 持 世 界 第 一 。 截 至

2020 年底，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

模增至 10.83 亿千瓦，占总装机比

重接近 50%。“我国大力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对加快降低二氧

化 碳 排 放 强 度 起 到 了 强 有 力 支

撑，2020 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

下降了 48.4%。”章建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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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7月 7日电 （记者范昊天）湖北武汉市

政府日前印发《武汉市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专项

行动方案》，明确将对 1842 个长江武汉段入河排污口

进行溯源、分类、命名、编码，设置排污口标志牌，查清

污水来源，实行分类整治。方案提出，将制订长江入河

排污口“一口一策”整治方案，对部分立行立改问题进

行整治；将通过 2 至 3 年努力，基本完成长江入河排污

口整治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整治成效，到 2025 年

底前建立较完善的长江入河排污口监管长效机制。

武汉将整治长江入河排污口

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高寒干燥的气候，一度让
青海省西宁市植被稀疏。面
对人口集中、资源紧缺、生态
脆弱的客观现实，西宁进一步
统筹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不断拓展绿色空间，因地制宜
打造城市生态综合体。

从荒山到密林，如何有
效调动起群众植绿积极性？
从老旧棚户区到城市公园，
如何让城市在山水的滋养下
重焕新生？近日，记者进行
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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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7月 7日电 （记者罗艾桦）近年来，广东

省广州市积极探索“碧道+”多元融合河湖治理模式，

实现了治水治产治城相协调。海珠湿地碧道、增江碧

道、蕉门河碧道被水利部评为“美丽河湖、幸福河湖”。

天河区车陂涌、海珠区阅江路碧道、天河区猎德涌、从

化区鸭洞河碧道也分别探索出“碧道+污染治理”“碧

道+全民运动”“碧道+文化传承”“碧道+乡村振兴”等

河湖治理模式。

广州积极探索河湖治理新模式

本报北京 7月 7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

水利部获悉：7 月 6 日 12 时至 7 日 12 时，受局地

强降雨影响，重庆三峡区间甲高河，云南元江

支流南溪河等中小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 11
站水位超警 0.01—3.14 米，其中重庆三峡区间

甲高河、朱衣河、车家坝河、草堂河等 4 条中小

河流超保 0.52—1.82 米。

当前，黑龙江干流嘉荫至太平沟江段水位

已退至警戒以下，洪峰正在通过同江江段。截

至 7 日 12 时，黑龙江干流萝北至勤得利江段、

嫩江江桥至白沙滩江段，重庆甲高河等 7 条河

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 11 站水位仍超警 0.01—

1.50 米 ，其 中 朱 衣 河 等 3 条 中 小 河 流 仍 超 保

0.52—0.80 米。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黑龙江萝北江段将

退 至 警 戒 以 下 ，黑 龙 江 抚 远 江 段（佳 木 斯 市

抚 远 市）、松 花 江 上 游 肇 源 江 段（大 庆 市 肇

源 县）将 超 警 ，黑 龙 江 中 兴 镇（鹤 岗 市 绥 滨

县）至 勤 得 利 江 段（同 江 市）、嫩 江 江 桥 至 白

沙滩江段维持超警。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维持水旱灾

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现有 3 个工作组分别在

黑 龙 江 、安 徽 、河 南 指 导 做 好 暴 雨 洪 水 防 范

工作。

7条河流水位超警

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左图：7 月 6 日，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大深

沟水库，救援人员在演练水上救援。

刘永红摄（影像中国）

上图：7 月 7 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城区，

强降雨下，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车辆、行人

安全。

陈 玉摄（影像中国）

本报兰州 7月 7日电 （记者李晓晴）记者从首届

西北节水论坛上获悉：我国有效灌溉面积已由 1949 年

的 2.4 亿亩发展到目前的 10.37 亿亩，为确保粮食安全

作出了重要贡献 。 据 介 绍 ，我 国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成 效

显 著 ，截 至 2020 年 底 ，全 国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达 到 5.67
亿亩，其中喷灌、微灌、管道输水灌溉等高效节水面

积达到 3.5 亿亩。近 30 年来，我国农业用水总量基本

维持稳定，农业灌溉年均用水量基本维持在约 3400
亿立方米。

一方面，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大力推

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灌区改造和建设力度进一步加

大，骨干工程配套率和设施完好率明显提高。另一方

面，西北地区节约用水成绩突出。甘肃省立足“深度节

水、极限节水”的工作思路，10 年来万元 GDP 用水量下

降了 6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陕西省的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分别达 0.573 和 0.576；宁夏回族自治区

的 5 个地级市全部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准。

接下来，水利部将继续全面落实国家节水行动目

标任务，持续加强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健全国家和

省级层面的节水法规标准体系，力争到 2025 年北方

60%以上、南方 40%以上县级行政区达到节水型社会

标准。

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5.67亿亩
近30年农业用水总量维持稳定

本报南宁 7月 7日电 （记者李纵）广西壮族自治

区气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广西植被生

态质量等级正常偏好区域达到 98.5%，全区植被生态

质量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基于卫星遥感和生态模型的综合监测结果表明：

2020 年广西 98.5%的区域植被生态质量等级为正常至

好等级，全区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 75.7，与 2019 年持

平；全区植被生态质量持续改善，钦州、南宁、来宾 3 市

植被生态改善程度居全区前三，桂东（大桂山、大容山、

大瑶山）、桂南（十万大山）、桂西北（凤凰山、都阳山）、

桂北（九万大山）等区域植被生态质量最好。

广西植被生态质量等级
正常偏好区域达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