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南方丘陵山地带分布有世界同纬度

带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

态系统，是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基因库。日

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

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南方丘陵山地带生

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保护修复、

石漠化严重区域综合治理和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等为重点，科学布局 4 项工程 20 个重点项

目，确保生态保护修复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退耕还林

还草、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据统计，工程

区 完 成 人 工 造 林 268.70 万 公 顷 、封 山 育 林

196.61 万公顷、低效林改造 174.39 万公顷，森

林覆盖率达 68.6%；工程区 65 个重点治理县

累计治理石漠化土地 62 万公顷，石漠化土地

面积减少约 40 万公顷。

湖南——
持续监测，推进武陵山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

“这种兰花叫天府虾脊兰，是一种稀有兰

科植物。2020 年底，我在壶瓶山顶坪调查植

物资源时发现了它。这是天府虾脊兰首次在

湖南被发现和记录，能为这一物种的保护提

供新的种群分布区域和生存状况信息。”湖南

省常德市石门县境内的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陈振法说。

壶瓶山地处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

保持生态功能区，是华中地区弥足珍贵的物

种基因库。 60 岁的陈振法曾在海拔 1800 米

的壶瓶山顶坪森林哨所驻守 28 年，担任巡护

员。2018 年底，他来到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所

工作，至今已发现了 15 种壶瓶山新记录种、2
种湖南新记录种。

随着保护力度加大，壶瓶山生物多样性保

护初见成效。据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副局长康祖杰介绍，目前壶瓶山的植被得

到有效恢复，珙桐、红豆杉、水青树等珍稀树种

由原来的分散或零星状态向稳定群落发展。

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订立了

详细的年度科研监测计划，已形成植物样方

样地、植物物候、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等 9
项常规化监测体系，已积累近 20 年的常规科

研监测数据。

贵州——
因矿施策，集中开展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

微风拂过，平静的江面荡起层层微波，两

岸叠峰翠谷倒映水中。乌江是长江重要支

流，也是贵州省第一大河——但其实在数年

前，这一带还是另一番景象。

“以前这里是一座石灰厂，老远就能闻到

刺鼻的气味。”站在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大乌

江镇凉风村一座山头上，郑明刚告诉记者。

作为余庆县自然资源局分管矿产资源管理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副局长，他曾为这一带的矿

山生态问题头疼不已。

余庆县矿产资源丰富，其中大部分分布

在乌江沿岸。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矿产资

源开发给当地带来了许多问题：岸边随处可

见露天采坑和废料堆场，每到雨季，裹挟着泥

沙的浑浊水流直排乌江……

2019 年，贵州启动实施长江经济带废弃

露天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涉及 5 个市（州）的

18 个县（市、区）。余庆县同步启动乌江两岸

10 公里范围内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根据修复区域特点和生态条件因矿施

策。”郑明刚介绍，在修复过程中，通过场地整

治、覆土平整、植被重建等，宜耕则耕、宜林则

林、宜草则草，既要恢复废弃矿山原有生态系

统，也要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2021 年 6 月，余庆县乌江沿岸废弃露天

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全部竣工验收，累计修复

面积 1078 亩，乌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

显改善。

广西——
植树造林，提高岩溶地区

水土保持能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忻城县大塘镇龙

安村，山岭绵延起伏，满眼苍翠。难以想象，

七八年前，眼前这一座座青山大部分还是裸

露的石山。

龙安村地处岩溶地区，可溶性石灰岩密

布 ，水 土 保 持 能 力 差 ，人 称“ 九 分 石 头 一 分

泥”。2015 年以前，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上山

放牧砍柴。植被破坏后，山上裸露的岩石越

来越多，水土流失更加严重。

2016 年，忻城县启动岩溶地区石漠化综

合治理工程，第一个任务就是封山育林。

“把林子封起来，不让村民们上山，可不

容易！”当时担任护林员的莫光为这事儿没少

操心。除了日常劝导，莫光还需要管护森林、

补植树木。枫树、松树、杉树都是封山育林区

的常见树。近几年，忻城县又加大了任豆树

的种植力度。任豆是速生树种，生命力十分

顽强。任豆的种子成熟后会自然掉落，来年，

老树四周就会长出一株株新苗。

2017 年 10 月，忻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制定

了封山育林公约，明确规定禁止毁林开荒、伐

木烧炭等破坏植被的行为。

这些年，经过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山岭

绿起来了，水土保持住了，泉水也涌出来了

——如今，清澈的泉水流淌在 4 米多宽的排灌

渠 里 ，从 大 塘 镇 上 游 一 直 流 到 下 游 的 古 前

村。据介绍，作为石漠化综合治理的配套基

础设施，排灌渠大大提高了镇上农田的抗旱

抗涝能力，更有利于水土保持。

据统计，“十三五”时期，忻城县累计投入

7950.98 万元，治理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面积

113.09 平方公里，完成封山育林 9675.2 公顷。

（本报记者王云娜、程焕、李纵、郑壹、寇

江泽）

图①：绿花杓兰。

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图②：贵州省余庆县构皮滩镇乌江沿岸

一处修复后的废弃露天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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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
多部门联合印发《南方丘陵山地
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
设规划（2021—2035年）》，以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保护修
复、石漠化严重区域综合治理和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等为重点，科
学布局4项工程20个重点项目，
确保生态保护修复目标任务顺
利完成。

近年来，湖南、贵州、广西等
地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矿山修
复和水土流失治理，促进南方丘
陵山地带各重点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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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者王浩）节约用水工作部际

协调机制办公室近日公布 2021 年度《国家节水行动方案》

实施情况。 2021 年，各地区各部门全面实施国家节水行

动，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国家节水行动迈上新台阶。

节水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农业节水增效持续推

进，2021 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 2825 万亩；水利部启动两批

89 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完成总投资 71.95
亿元。工业节水减排不断加强，全国累计创建节水型工业

企业 23535 个，2021 年创建国家绿色园区 3 个、绿色低碳工

厂 50 家。城镇节水降损全面开展，2021 年全国建成节水型

高校 262 所、新建成 1914 家水利行业节水型单位。

用水总量强度双控不断深化。加快推进江河流域水量分

配，新批复九洲江等 11条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组织对全

国及各省（区、市）8474个规划和建设项目开展节水评价，从严

叫停项目 222 个，核减取用水规模超 14 亿立方米。制定发布

19项国家用水定额，全面建成国家用水定额体系。

缺水地区加强非常规水利用。据初步统计，2021 年全

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 127.2 亿立方米，占全国供水总量的

2.2%。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海水，2021 年天津、河北两省市

合计海水淡化水产量超 1 亿立方米。

节水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央财政安排水利发

展资金 15 亿元，统筹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探索建立农

业节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累

计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突破 5 亿亩。建立完善国

家、省、市三级重点用水单位监控体系，累计 13594 个用水

单位纳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实际监控用水总量占全

国用水总量的 31%。2021 年，中国水权交易所开展水权交

易 1511 单、交易水量 3.08 亿立方米，实现交易单数和交易

水量双增长。

2021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2825万亩
全国累计创建节水型工业企业2.3万多个

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为保护候鸟
尽一份力？除了防止乱捕滥猎，做到不
打扰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说道R

本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

者从生态环境部 30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获悉：2021 年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应用卫星和

无人机遥感技术，对黄河干流中上游内蒙古、

四川、甘肃、青海、宁夏 5 省区 24 个地级市约

7.5 万平方公里开展遥感识别，结合实地调查，

确认问题点位 497 个。各地各部门累计投入

资金约 2400万元，清理各类固废 882.6万吨。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任

勇表示，今年将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4 省

继续开展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将对“信息填

报不规范、虚假整改、重复倾倒”等突出问题，

举一反三，并利用卫星遥感同步核实现场整

改情况，对固体废物排查整治工作中应付式

整改、弄虚作假等行为进行处理，切实压实地

方政府整治责任。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将按照有关

决策部署，推进 100 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开

展“无废城市”建设，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全域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去年年底，生态环境部会同 17 个部门印

发的《“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实现“无废城市”固体废

物产生强度较快下降，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

升，无害化处置能力有效保障；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作用充分发挥；“无废”理念得到广泛认

同；基本实现固体废物管理信息“一张网”，固

体废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此外，记者从发布会上还获悉：生态环境

部将加强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

任勇介绍，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风

险管理角度看，新污染物是指具有生物毒性、环

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的有毒有害化学

物质，这些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或者

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但尚未纳入环境管理

或者现有管理措施不足。

新污染物“新”在哪？任勇表示，“新”，一

方面是相对于大家熟悉的，如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等常规污染物而言的；另一方面是新污

染物种类繁多，可能还会持续增加，“随着对

化学物质环境和健康危害认识的不断深入，

以及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可能被识别

出的新污染物还会持续增加。”

“目前国际上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有四

大类：一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二是内分泌干

扰物，三是抗生素，四是微塑料。”任勇说。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在有

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方面，推动建

立法规标准体系、加强源头准入管理、推动环

境风险管控、积极参与全球化学品履约行动，

为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黄河流域“清废行动”清理各类固废近900万吨
生态环境部将加强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

本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近日在京召

开的水利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长江采砂管理合作机制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获悉：2021 年，长江采砂管理秩序总体可

控并呈向好态势，采砂管理责任全覆盖，协调联动机制不断

完善，涉砂活动监管全面加强，采砂船舶和采砂行为专项治

理成效显著。

长江采砂管理是维护长江河势稳定、保障长江防洪、通

航、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据统计，2021 年，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及沿江各地加强巡查执法，查获非法采砂船 185
艘、非法运砂船 563 艘、非法移动船 327 艘。各级公安机关

破获涉砂刑事案件 45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764 人，打掉非

法采砂犯罪团伙 161 个。长江委和沿江地方水行政主管部

门办结非法采砂案件 1867 起，没收违法砂石约 80 万吨，没

收违法所得 4383 万元，罚款 1.45 亿元。

2021年查获非法采砂船185艘

长江采砂管理秩序总体可控并呈向好态势

4 月 1 日是国际爱鸟日，时下又是候鸟迁徙季。在洞庭

湖畔栖息、在青海湖边觅食、在群山叠翠间穿梭、在湖光山

色中嬉戏，远道而至的候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活力、增

添了生机。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种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具有迁徙习

性的便有 800 多种，居我国现有鸟类一半以上。它们随季

节南来北往、周期迁徙，旅途辛苦劳累不说，还要时时提防

沿途未知的风险。

日前，国家林草局部署加强春季候鸟保护工作，要求相

关部门科学制定保护方案，确保春季候鸟迁徙安全。不仅如

此，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公众的生态保

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爱鸟护鸟、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不

少地方积累了很多好的做法。比如，每年 3、4 月，相关地方

会设立爱鸟周，宣传爱鸟意义、普及护鸟知识、提升保护意

识，让更多人加入爱鸟队伍；为让护鸟更具合力，相关部门联

合出台《京津冀鸟类等野生动物联合保护行动方案》；利用卫

星跟踪技术，我国掌握了 60 余种鸟类的迁徙规律，以便更好

地为鸟儿迁徙安全护航……这些做法，都体现了这些地方和

部门对候鸟保护的重视，值得点赞。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为保护候鸟尽一份力？除了

防止乱捕滥猎，做到不打扰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拿近些年比较热门的鸟类题材摄影来说，随着摄影

装备、技术与发布方式的普及，喜欢拍摄鸟类题材的人越来

越多。一幅幅百鸟翔集、翩跹起舞的图片，也让公众得以

“近距离”观赏候鸟的多彩身姿。然而，有人在某摄影论坛

爆料：个别拍摄者不满足简单的静态拍鸟，把面包虫塞在枝

头，甚至穿在大头针上，引诱鸟儿飞来觅食。这些采取诱

拍、摆拍等手段，或者驱赶、投喂等方法拍摄的照片，不仅误

导了观众，还极容易让鸟儿受到惊吓和伤害。有摄影从业

者介绍，一张好图片背后，要考虑拍摄位置、时间、天气等多

种因素，既要有拍摄技巧，还要有耐力和耐心。也因此，希

望一些摄影爱好者在拍摄鸟类题材的过程中更加自然、友

爱，这样呈现的画面也会更自然、本真。

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守护候鸟的迁徙路，留住参差多

态的自然之美。

候鸟迁徙
共同守护

张文豪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