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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9 日电 （记 者寇江

泽）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2021 年

黄河流域“清废行动”立查立改点位全部

完成整治。各地累计投入资金 2408.4 万

元，清理各类固废 882.6 万吨。

2021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开展黄河流

域固体废物倾倒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消除

环境污染隐患，保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安

全。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充分利用无人

机和卫星遥感影像，结合群众信访举报线

索，延用长江经济带“清废行动”“遥感排

查—分批交办—地方整改—专家帮扶—

遥感再看”工作模式，推动非现场监管执

法，提高执法效能。根据工作安排，黄河

流域“清废行动”拟用 2 年完成，其中 2021
年已排查整治内蒙古、四川、甘肃、青海、

宁夏 5 省份。

在整治过程中，各地共清理混合垃圾

堆放点位 39 个，清理量 4.1 万吨；建筑垃圾

堆放点位 171 个，清理量 84.2 万吨；其他固

废堆放点位 115 个，清理量 46.7 万吨；生活

垃圾堆放点位 92 个，清理量 12.3 万吨；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堆放点位 42 个，清理量

735.3 万吨。通过清理整治，发现并清理

历史遗留煤矸石、尾渣 27.7 万吨，整治危

险废物 2.1 万吨，有效防范了黄河中上游

沿线生态环境安全风险。

2022年，生态环境部将定期开展“遥感

再看”，扎实推进整改成效，防止问题反弹

回潮。同时，将聚焦突出问题，举一反三，

有序推进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4 省“清废

行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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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从澜沧江源头。

跋山涉水，沿江而下，辗转青藏两省区

八县市——“2021 澜湄万里行”大型采访活

动中，记者用脚步丈量澜沧江长度，用笔和

镜头记录着牧乡新貌。

一路行走下来，最深刻的感受是：大江

大 河 不 只 是 水 系 ，更 是 流 动 的 根 、奔 腾 的

血脉。澜沧江两岸，当地人用勤劳、智慧和

坚守，呵护母亲河健康永续，谱写了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篇章。

源头治理，织就山谷
河川保护网

隆冬时节，走进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杂多县昂赛大峡谷，两侧山峦起伏，奔流的

澜沧江水如玉带一般，蜿蜒东去。

杂多，是澜沧江源头第一县。“大峡谷平

均海拔超过 4000 米，是澜沧江源头保护的核

心区域。”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管

委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尼尕

难掩自豪。在整个三江源地区，这样由裸岩

冰川、高寒草甸草原、灌木丛、圆柏林、湿地

河流自上而下呈现出的垂直植被地貌景观

真不多见，景色美极。

沿江颠簸两个多小时，记者来到峡谷深

处的年都村。一袭藏袍，头戴毡帽，这便是

生态管护员乐尕。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正式启动，乐尕成为首批持证上岗

的生态管护员之一。在澜沧江源园区，像他

这样的生态管护员还有 7700 多名。

“以前全家人靠放牧为生，如今自己当

起了生态管护员，一年能收入 2 万多元。”谈

起工作，乐尕打开了话匣子。他指着远处的

山峦说：“山上的草场都被划分成了网格，每

个生态管护员都要对责任片区里的山水林

草和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巡护，还要对草原设

施、退化草地治理等工程进行监管。”

接过乐尕的话茬，尼尕掰起手指头，算

得仔细：“我们组建了乡镇管护站、村级管护

队和管护小分队三级组织，设置了 19 个管护

大队、64 个管护分队，实行每日定点巡护、每

15 日集中巡护制度，点、线、面全方位的网格

化大生态管护体系基本形成。”

2016 年 ，澜 沧 江 源 园 区 管 委 会 正 式 设

立，通过对园区内的水流、森林、湿地、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野生动物、矿产资源等自

然资源进行统一确权登记，进一步摸清了园

区内自然资源的底数，然后实行集中统一管

理；同时将原来分散在林业、国土、环保、水

利、农牧等部门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责统一划

至园区管委会，打破了各类保护地和各功能

分区之间人为分割、各自为政、条块管理、互

不融通的弊端，增强了澜沧江源头治理的整

体性、联通性、协调性。如今，植被更加茂

密，湿地重焕生机。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杂多人的生活习

惯里。“对于乡亲们来说，垃圾分类不再是陌

生的词语，而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我们

这些生态管护员，也积极参与环境治理，通

过户分拣、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

理 新 模 式 ，确 保 了 垃 圾 不 落 地 、出 门 即 分

类。”乐尕自豪地说。

物种保护，让野生动物
自由栖息

作为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雪豹也是检

验 高 原 生 态 系 统 是 否 健 康 的 重 要 指 标 之

一。灰白的皮毛又厚又密，黑色斑点增加了

隐蔽性，再加上出没于人迹罕至的雪山冰

川，在外界看来，雪豹颇为神秘。不过，在杂

多，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曾经罕见的雪

豹已经越来越常见。

“近年来，我们在昂赛大峡谷布设了近百

台红外相机，拍到过数万张雪豹照片，其中质

量较高的就有上千张。”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

江源园区管委会规划财务部部长牟永红介

绍，根据观测结果，除了雪豹，金钱豹、棕熊等

多种食肉兽类频频出现，同时，白唇鹿、岩羊

等多种大中型有蹄类食草动物种群保持稳

定，这标志着澜沧江源园区生态持续向好。

野生动物不断增多，但伤害家畜的现象

也随之增加。为此，当地设立相关保险基

金，按照审核员调查取证—管理小组判定损

失—管理小组审核筛选—全村公示—兑现

补偿的程序，建立野生动物伤害补偿机制。

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类乌齐马鹿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藏族老阿妈向秋拉姆满脸慈

爱，对着草山发出悠远的呼唤。不一会儿，

成群的马鹿从山谷间围了过来。老阿妈把

盐巴和芫根撒在地上，马鹿们尽情地享用了

起来。15 岁时，向秋拉姆偶然救助了 3 只受

伤的野生马鹿。从此，每到秋冬季节，她都

会在山脚下为马鹿准备好食物。转眼间，已

经坚持了 48 年。

如今，向秋拉姆已经从野生动物保护员

的岗位上退休，而她保护马鹿的故事还在继

续——向秋拉姆的儿子白玛泽仁和仁青泽

培已经在保护区管护站工作，接过了母亲的

班，开始守护马鹿。

1993 年，当地建起了类乌齐自治区级马

鹿自然保护区。到 2005 年，该保护区升格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范围内有

野生马鹿 3000 余只，比 2005 年增长了 60%。

好风景，为村民带来
好光景

一大早，位于青海省囊谦县大桥村的旦

荣沟生态旅游度假区里，村党支部书记安万

扎美正和乡亲们忙着整修停车场，虽然天气

寒冷，他们却忙得满头大汗。“眼下游客不

多，我们得抓紧把停车问题解决了，这样以

后游客来就能更方便些了。”安万扎美说。

崭新的玻璃栈道、样式别致的木屋、蜿

蜒山间的木栈道……度假区吸引着各地游

客。很难想象，就在五六年前，这里还是一

个“无人问津”的小山村。

背靠山、面朝江、挨着国道，大桥村地理

位置优越。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村民们只能

眼巴巴望着车辆穿梭往来。大桥村海拔在

3700 米以上，受自然条件限制，在过去，村民

大多从事传统农牧业生产，单一的产业结构

制约了村民脱贫增收的步伐。

“咱这儿地理位置好，还有原始森林、古

村落，得想办法让途经国道的游客顺道来游

玩一番。”安万扎美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就一

直琢磨着如何把好生态“秀”出来。前几年，

安万扎美领着村党支部一班人和一些头脑

活络的村民多番考察规划，积极申请，争取

到了 300 多万元旅游扶贫资金，建设了生态

旅游度假区。

循 着 沸 腾 的 人 声 而 去 ，记 者 沿 木 栈 道

拾级而上，登上玻璃观景平台——身后，涓

涓 清 水 正 从 山 顶 流 下 ，带 来 一 丝 凉 意 ；眼

前 ，呈 冰 蚀 地 貌 的 山 峦 峻 峭 凌 厉 ，移 步 换

景，时而雄壮挺拔，时而又仿佛即将倾压过

来……安万扎美介绍，村里利用传统和现

代工艺相结合的方式，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基础上，修建了观景栈道、玻璃观景平台、

帐篷营地等，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既要让

游客体验风光，又不能破坏环境。澜沧江

畔秀美的山山水水，才是我们大桥村人的

‘金饭碗’。”安万扎美说。

近年来，随着退牧还草工程深入实施，

各地深入挖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在

澜沧江沿岸，像大桥村这样吃上生态旅游饭

的村子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杨烁壁、王梅、刘雨瑞参与

采写）

开展源头治理、加强物种保护、实践绿色发展，生态持续恢复——

青山苍苍 澜沧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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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奔流，风貌万千。从
生态环境治理，到物种保护、绿
色发展，澜沧江两岸的人民，用
勤劳和智慧守护着母亲河的健
康。本报记者跋山涉水、沿江
而下，用笔与镜头记录澜沧江
之美，讲述澜沧江两岸发生的
动人变化。

■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寇江泽）19 日，由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十六个世界湿地日中国主

场宣传活动举行，主题是“珍爱湿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活动

发布的《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目前，我

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总体水质呈向好趋势，

生物多样性丰富度进一步提高，分布有湿地植物 2258 种，湿地

鸟类 260 种。

我国现有国际重要湿地 64 处，其中内地 63 处、香港 1 处。

《白皮书》显示，内地 63 处国际重要湿地分布在 23 个省份，其中

内陆湿地类型 48 处，近海与海岸湿地类型 15 处。63 处国际重

要湿地总面积 372.75 万公顷，湿地总体水质进一步改善。

国际重要湿地是在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湖沼学或水文

学方面具有独特的国际意义的湿地。加入湿地公约近 30 年来，

我国将具有国际保护意义的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许多

重要湿地得到抢救性保护，为全球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事业作

出了重要贡献。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强化国际重要湿地监管，

积极开展湿地生态修复，加强外来物种防控，提升湿地管理能

力，逐步实现国际重要湿地的精准保护和管理。

水质向好，生物多样性提高

我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稳定

本报北京 1 月 19 日电 （记者林丽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了《水回用导则 再生水厂水质管理》等

5 项污水资源化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以推动再生水等非常规

水源的安全高效利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此次发布的 5 项污水资源化领域国家标准包括 3 项水回用

导则、1 项水系统集成优化指南和 1 项矿井水利用导则。此次发

布的 5 项国家标准，技术水平与国际接轨，填补了国内污水资源

化领域标准空白，将为我国污水资源化利用和节水型社会建设

提供重要标准依据，对于加强再生水分级管理、引导污水再生处

理技术开发与优化进步、促进再生水行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五项新国标发布

推动非常规水源安全高效利用

本报海口 1月 19日电 （记者赵鹏、孙海天）据了解，海南已

全面建成并推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体系。日前，“三线一

单”移动应用集成已发布到“海易办（码上办事）”APP。投资者只

要通过该 APP 查询，便可知投资是否触碰了当地生态约束底线。

“三线一单”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18 年 12 月，海南全面启动“三线一单”

编制工作。海南“三线一单”在全省范围内共划定环境管控单元

871 个，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

类，实施分区管控。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582 个，占全省国土面积

的 52.61%，占全省近岸海域总面积的 35.98%；重点管控单元 172
个 ，占 全 省 国 土 面 积 的 12.64% ，占 全 省 近 岸 海 域 总 面 积 的

6.22%；一般管控单元 117 个，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4.75%，占全省

近岸海域总面积的 57.8%。此外，海南还公开发布了含全省、五

大片区、各市县、各管控单元和近岸海域各个层级管控要求的

《海南省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1 年版）》。

海南把“三线一单”成果作为项目环评行业准入和区域准入

的重要参考依据，与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不相符的项目，依法

不予审批。“三线一单”中所确定的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是区域内政策制定、规划编制、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结构

调整、城镇建设和重大项目选址的重要依据，各地各单位都不得

变通突破，不得降低标准。

为让这些信息提前被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掌握，海

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省大数据局研制了“三线一单”发布移动端

APP，便于解决招商引资、促进发展与空间冲突、项目准入和产

业分布相关矛盾，并提供智能研判。目前所提供的“三线一单”

中与全省 40 多个规划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人口密集区等相关区域的分析比对服务，可避免政府决策风

险，推动重大规划落地。

海南全面实施“三线一单”
划定环境管控单元87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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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昂赛大峡谷。

本报记者 杨烁壁摄

图②：澜沧江上游扎曲河。

本报记者 杨烁壁摄

图③：向秋拉姆正在喂马鹿。

本报记者 贾丰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