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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8月 11日电 （记者洪秋婷）近日发布的

2020 年《广东省水资源公报》显示：自 1997 年统计以

来，全省用水效率明显提高，万元 GDP 用水量和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显著下降，人均综合用水量逐渐

下降。其中，万元 GDP 用水量 24 年间下降九成。

2019 年底，广东正式印发《广东省节水行动实施

方 案》，要 求 2022 年 底 前 ，全 省 万 元 GDP 用 水 量 较

2015 年降低 35%以上，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15 年降低 29%以上。公报显示，广东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已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目标，万元 GDP 用水量

目标也有望提前完成。

广东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广东节水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取决于广东经济结构不断

优化调整，企业用水效率不断提高。特别是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不断强化节水管理，重复用水率持续提升，水

资源循环利用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广东自 2011
年开始全面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三条红

线”（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

污）管理，省对市、市对县层层开展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考核，压实节水责任。

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广东万元GDP用水量
24年间降九成

午后，一场大雨冲刷着上海松江的土地。一个

多小时后，雨停了，上海辰山植物园一号门前潮湿却

无积水，一排北美枫香树更显葱郁。能让行道树喝

饱水又不受泡水之苦，辰山植物园是怎么做到的？

秘密就藏在 1.5 米见方的种植坑中。直径 5—6
厘米的碎石混着泥土，既透气又耐踩轧，碎石缝隙中

树木的根系稳固生长，还实现了储存雨水的功能。

这是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胡永红带领科研团队研究出来的种“城市树”妙招。

在胡永红 25 年的工作经历中，这样的妙招不胜

枚举。他先后承担国家和上海市科技项目 50 余项，

总结出一系列成果。

与时间赛跑，抢救濒危植物

自辰山植物园开建起，胡永红便拉了一张长长

的物种收集与保护清单。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辰山

植物园收集各类特色植物 18195 种，物种丰富程度

在全国仅次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抢救濒危物种，是在和时间赛跑。辰山植物

园首先就近抢救的是华东地区的极度濒危植物。

2006 年，辰山植物园的科研人员从普陀山采回了

几十粒普陀鹅耳枥的种子，联合中科院上海植物生

理生态研究所的专家，开展繁殖生物学科研攻关。

当时，由于过度砍伐，普陀鹅耳枥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在普陀山就只发现了 1 株。此外，它结

出的几千粒种子，只有极少数能发芽。胡永红和

同事们把种子泡在水里，对于其中有可能会发芽

的，采用组织培养的方式一遍遍实验。经过 5 年

钻研，终于将发芽率提高至 67%，并由此繁殖了近

千株小苗。

当年高考报志愿时，胡永红填的 3 个全是农林

专业，“当时读农林专业不仅免学费，还能拿补助。

而且，我想园林专业嘛，种树种地，我在行啊。”

可当他到了东北林业大学园林专业学习时，才

发现远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包罗万象的园林专

业，囊括了土壤学、气象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

知识，他一路读到了北京林业大学的博士。

胡永红带领平均年龄 33 岁的科研团队，开展植

物学、城市园艺学等科学研究。辰山植物园还建成

了“华东野生濒危资源植物保育中心”和“上海市资

源植物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

让植物在城市生长得更好

“在辰山植物园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为它预

留的都不是两三年的生长空间，而是 50 年、100 年，

甚至是 200 年的量。一批有历史的树，也将成为一

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宝贵财富。”胡永红说。

上海现有行道树约 48 种，在中心城区，香樟占了

近半，法国梧桐占了 1/4。“树种单一，不仅城市风景

不够丰富，还容易因为虫害导致大面积受到影响。”胡

永红调查了上海近 10 年来种植的树种，发现从舟山

引进的红楠、舟山新木姜子等树种长得很好。

找到好的树种，还要有好的栽培方法。胡永红

介绍：“我们做了很多实验，发现上海的树要透气，

才能生长良好。这是从哪学的？从自然中学的，只

不过我们把它的效应放大了。用七八厘米的碎石

种树，种植土壤中，碎石比例占到 70%—80%，其余

部分是有机质，没想到效果非常好。”

自然界树木的根系可以延伸至地下几米深，但

在城市，它们的生长空间难免受限。辰山植物园摸

索出来的“碎石种植法”，让上海的行道树在有限的

空间里长得更好。

“让植物在城市里生长得更好，最终目的是让

城市的生活空间更舒适。”胡永红说。

关注儿童的自然科普教育

在辰山植物园的相关规划中，“面向儿童的科

普教育，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未

来”被摆在首位。

“植物园首先要吸引孩子们进园，让他们喜欢，

才谈得上科普。”胡永红说。

为此，辰山植物园为儿童游客添置了树屋、攀

爬架，有机材料做成的园区设施、大片柔软的草坪

让孩子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奔跑。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用手触摸、用眼观看、用鼻

闻香、用耳听声去感知自然世界，发现自然之美。

走出植物园，科普团队还会和中小学携手，利用辰

山植物园的数据库，开设“校园植物课堂”。

与此同时，胡永红还主导创立了辰山植物园志

愿者体系，200 多名志愿者活跃在科普活动、秩序维

护、安全保障等岗位。“我们希望人们来到这里后，

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体会到上海这座城市的人

文情怀。”胡永红说。

图①：胡永红在实验室工作。

图②：上海辰山植物园的月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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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 8月 11日电 （记者韩立群）近日，

塔里木河启动第二十二次向下游生态输水，预计生态

输水 3.5 亿立方米。

当日，塔里木河干流大西海子水库开闸放水，终点

是几百公里外的尾闾台特玛湖。据介绍，此次生态输

水采取贯通式下泄，水库不蓄水，塔里木河下游生态治

理成效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自 2000 年以来，新疆先后组织了 21 次向塔里木河

下游生态输水，自大西海子水库累计下泄生态水 84.45
亿立方米。持续输水有效缓解了下游一系列生态问

题，受水区地下水水位抬升、水质好转，下游动植物物

种和数量持续增加，环境得到改善。

监测数据显示，2000 年生态输水启动以来，塔里

木河下游距主河道 1 公里处的地下水埋深由 9.8 米—

10.1 米回升到 2.1 米—5.3 米，植被恢复和改善面积达

2285 平方公里，植物物种由 17 种增加到 46 种。

塔里木河启动第二十二次生态输水

预计输水3.5亿立方米

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城市植物园对一座城市的生
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作用。10
多年来，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
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胡永红和
同事们一起，抢救濒危植物、优化
城市树种，在为城市提供更好生
活空间的同时，也助力植物园更
好守护城市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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