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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6日电 （记者潘俊强）记者近日获悉：北

京市人民政府报告了 2021 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报告显示，2021 年，北京市生态环境全面持续改

善 。 大 气 污 染 物 创 有 监 测 记 录 以 来 新 低 ，细 颗 粒 物

（PM2.5）、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和

臭氧浓度分别为 33 微克/立方米、55 微克/立方米、26 微克/
立方米、3 微克/立方米、149 微克/立方米，首次实现主要污

染物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88 天、

占比 78.9%。

同时，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密云水库等主要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持续达到国家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100 个考核断面（含国考断面）中，Ⅰ至Ⅲ类水质断

面占比 70%，无劣Ⅴ类断面。此外，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

管控，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常，生态

环境状况总体良好，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连续 7 年实现

改善。

减碳成效显著，碳市场各类碳排放交易累计成交额超

30 亿元，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 4%以上，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保持全

国省级最优水平。

北京大气污染物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新低
生态环境状况总体良好

本报呼和浩特 4月 6日电 （记者吴勇）记者近日从内

蒙古森工集团获悉：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自 2015 年 4 月 1
日停伐 7 年来，已累计完成森林抚育 2901.9 万亩、人工造林

18.06 万亩、植被恢复 16.83 万亩、退耕还林 25.51 万亩，森林

资源年增长量达 1200 万立方米以上。

据介绍，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改革稳步推进，国家

验收组对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改革情况验收总体评价为

“优”。停伐后，内蒙古森工集团在向发展旅游业、林产业转

型的同时，林业碳汇产业也取得了快速发展。仅在 2021
年，碳汇交易额就实现 971 万元，林区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

效益的步伐明显加快。

停伐7年来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资源
年增长量超1200万立方米

本报兰州 4 月 6 日电 （记者付文）记者近日获悉：去

年，甘肃全省完成造林 343 万亩，人工种草 203 万亩，草原改

良 208 万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212 万亩，均超年度目标任

务；今年截至 3 月底，已完成造林 28.73 万亩。

甘肃地处黄河、长江上游，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

高原三大高原交会处，承担着阻止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

沙漠会合，阻挡沙漠切断河西走廊、南侵青藏高原的特殊功

能，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全省现有林地面积

1.19 万亩，森林覆盖率 11.33%；草原面积 2.15 亿亩，草原植

被盖度 53.02%；湿地面积 0.18 亿亩。

甘肃去年落实林草项目建设资金 62.62 亿元；组织各地

申报“十四五”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38 个。

甘肃去年完成造林343万亩
沙化土地综合治理212万亩

本报北京 4 月 6 日电 （记 者王

浩）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门将锚

定目标，今年实现京杭大运河全线通

水，让大运河活起来，统筹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

京 杭 大 运 河 是 世 界 上 开 凿 时 间

较早、沿用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

条人工运河，同时也是我国江河水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杭大运河黄河

以北段受水源限制，上世纪 70 年代以

后断航、多处断流。黄河以南段，随

着调水与通航工程的逐步实施，已成

为我国重要水上运输通道。南水北

调东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补充了黄

河以南段京杭大运河航运水量，改善

了通航条件。

近年来，水利部和大运河沿线 8
省份有序推进保护和治理工作，相关

地区依托河长制湖长制平台，深入推

进河湖“清四乱”，实施河道整治、堤防

加固和沿运洼地治理，加强水工程调

度，着力保障大运河沿线防洪安全；加

强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大雨水、

洪水、再生水利用，统筹外调水，积极

推进大运河沿线地区水资源配置工

作；开展水文化建设规划编制，挖掘大

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特色，讲

好大运河故事。

接下来，水利部将统筹做好本地

水、客水、再生水等多水源筹集和优化

配置，逐水源算清水量账、路径账、过

程账，提高调度精准性，抓好动态跟踪

监测。此外，有关地区和部门继续坚持以大运河不同河段

的功能定位为导向，以完善防洪排涝保障功能、促进岸线保

护和服务提升、加强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推进航运绿色发

展、完善河道水系管护机制为主要任务，着力恢复和提升大

运河防洪排涝、输水供水、内河航运、生态景观、文化传承等

功能，努力把千年运河打造成“流动的河、安全的河、美丽的

河、智慧的河”，让大运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运河”。

针对北京地区的河湖生态环境，今年水利部将以永定

河、温榆河—北运河、潮白河、拒马河、泃河等五大水系为重

点，“一河一策”制定方案，巩固拓展已有成效，以流域为单

元，集中力量，优化调度，持续用力。抓好地下水置换、压

采、回补，下大功夫加强地下水基础研究、监测评估、地表—

地下水转换规律分析研究工作，细化实化精准化治理措施，

切实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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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里，红树林沿海岸线生长，

雷州半岛生机盎然。

近年来，广东省湛江市利用生

态优势推进绿色发展，通过深入推

进大文旅开发，让老百姓享受更多

生态红利。

压实责任，打击涉
候鸟违法犯罪活动

湛江地处我国重要的候鸟迁徙

通道上。在雷州市纪家镇，植被丰

茂、湿地广布，每年秋冬，数以万计

的候鸟在这里越冬。

但在 10 多年前，纪家镇也曾有

人捕鸟。而现在，纪家镇广袤的田

野里、海滩上，捕鸟网早已踪影难

寻。“最近七八年都没有见过有人捕

鸟、卖鸟了，执法部门抓得很严。”当

地村民告诉记者。

10 年间，纪家镇对待候鸟的态

度为何出现如此大的转变？镇长许

健平告诉记者，为了保护候鸟，在层

层压实责任、加大对基层科普宣传

力度的同时，当地森林公安也持续

多年以高压态势打击涉候鸟违法犯

罪活动。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纪家镇

又逐渐成为候鸟乐园。在红树林、

滩涂、田间地头，群鸟展翅高飞、悠

然觅食。

系统修复，推动红
树林资源可持续发展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现有红树林 9960 公顷，占全

国红树林面积的 33%。大小不一的

红树林湿地，星星点点地分布在雷

州半岛漫长的海岸线上，在海陆间

筑起一道绿色屏障。

近年来，湛江通过实施生态修

复等工程，让红树林面积增长 2000
多公顷，被称为湿地生态修复的成

功范例。

去年 6 月，广东湛江红树林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资源

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签署“湛

江红树林造林项目”首笔 5880 吨的

碳减排量转让协议，成为我国蓝碳

交易的成功案例。通过这一交易，

可反哺项目区促进生态修复，同时

也使周边社区受益。

从开发蓝碳交易项目，到积极

探索红树林种植+养殖耦合共存模

式试点工作，开展适度的林下科普

体验、生态旅游以及生态养殖，打造

特呈岛等一批文旅融合示范点……

湛江正持续探索，推动可持续发展。

位 于 粤 桂 边 界 的 廉 江 市 高 桥

镇，拥有超过 1000 公顷的连片红树

林群落，其中大部分位于广东湛江

红 树 林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核

心区。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高桥管理站站长林广旋

从 1993 年起便扎根于此。据他介

绍，高桥保护小区是广东湛江红树

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60 多个保

护小区之一。目前，高桥保护小区

已建有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

研究站网——广东湛江红树林湿地

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国

家级沿海防护林监测站等科研站

点，开展了红树林碳汇研究、沿海水

鸟监测研究等科研项目。

农旅融合，促进生
态旅游快速发展

3 月中下旬，湛江市徐闻县成

片的菠萝纷纷成熟，迎来了采摘的

旺季。

徐闻菠萝以种植面积广、产量

大而著称——35 万亩果田，年产量

稳定在 70 万吨。通过线上线下等

多种形式的销售推广，徐闻菠萝一

年更比一年火。田间地头的“甜蜜

果”，变成千家万户的“致富果”、广

袤乡村的“振兴果”。

“政府非常重视菠萝生产及销

售工作，帮助我们致富。我还计划

多租一块地，继续种菠萝咧。”徐闻

县曲界村种植户戴智勇告诉记者，

他种植菠萝 40 多亩，今年有 20 多亩

可采摘上市，按目前的价格，今年可

收入 30 多万元。

近年来，徐闻县以菠萝为主题，

打造休闲观光和采摘体验目的地，

做大农旅融合文章。从 2016 年开

始，当地每年都会举办菠萝文化旅

游节，采摘、绘画、摄影、美食节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菠萝经济”融合“旅

游经济”，让当地人气越来越旺。

据介绍，徐闻县还不断加大相

关景区旅游设施配套和景观提升，

打造了彩虹路、菠萝驿站、菠萝公社

民宿、田洋水杉路、龙门村樟树大道

等旅游景点，进一步带动了当地生

态文化旅游发展。

保护候鸟、修复红树林、发展生态旅游，广东湛江——

滨海城市的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罗艾桦 本报通讯员 路玉萍

核心阅读

近年来，广东省湛
江市将绿色作为发展的
底色，进一步加大生态
文明建设力度，实施雷
州半岛生态修复等项
目，有效恢复红树林生
态环境、保护候鸟，并利
用生态资源推进绿色发
展。现在，湛江正展现
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动人画面。

清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静静

的鄱阳湖面，映照出一片天光。“出

发！”詹柏山带着护渔队，迎着刚刚

升起的朝阳，下水巡湖。

这里是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

鄱阳湖畔。从岸边远眺，一眼望不

到边。近年来，江西成立水生生物

保护救助中心，组建了 203 支护渔

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江豚巡护救

助网络，定期开展长江江豚专项监

测、巡护、救助。今年 3 月，记者跟

随一支护渔队，在鄱阳湖中邂逅了

江豚。

詹 柏 山 家 四 代 都 是 鄱 阳 湖 渔

民。打记事起，他就开始学习水上

的生活技巧：捕鱼、编网、晒网……

吃在船上，住在船上，以船为家，以

湖为生。“但是后来一些年，鱼越来

越小，也越来越少。”他说。

2008 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进行江豚研究，找到了詹柏山协

助工作。从那年开始，护豚成为詹

柏山日常捕鱼之外最重要的工作。

搁 浅 的 、误 入 渔 网 的 、受 伤

的 ……每一年，詹柏山都会碰到各

式各样的江豚救护工作，渐渐成为

一名江豚救护专家。“有些江豚误入

浅 水 处 吃 鱼 ，水 干 了 江 豚 就 会 搁

浅。遇到这种情况，先要看水面大

小、水多深、江豚大小，从而决定需

要调用多少人。用大眼网慢慢靠

近，避免大声吆喝惊动江豚……我

们研究出了一系列手势来沟通。”詹

柏山介绍。

詹柏山伸出双手，黝黑的手上，

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每天修剪指甲，

是救助江豚的必要工作，“江豚皮肤

最滑嫩，不能受伤，否则容易感染。”

2020 年 ，鄱 阳 湖 全 面 禁 渔 ，詹

柏山上交了自己的两条渔船，让已

经成为渔民的儿子上岸打工，自己

则一门心思投入到了江豚保护工作

中。与他一起的，还有昔日同为渔

民的 6 位好友。

巡 湖 船 里 ，锅 碗 盆 灶 一 应 俱

全。“过去吃喝在船上，如今还是一

样。”同船的渔政工作者魏敏介绍：

都昌的湖岸线 300 多公里，需要巡

护的水面 85 万亩，一年护渔队得有

300 天左右在湖上。

自全面禁捕以来，都昌县渔政

执 法 大 队 回 收 渔 船 2850 艘 ，销 毁

网 具 179.92 万 公 斤 。 同 时 组 建 了

13 个乡镇护渔队，利用无人机、天

网系统等信息装备进行管控，全面

开展鄱阳湖巡护检查工作。全县

9611 名 渔 民“ 洗 脚 上 岸 ”，顺 利

转行。

行进间，船员突然招呼：“看，江

豚！”循声望去，只见前方湖面上，两

只江豚的身影倏然一现，立刻消失

在水中，只留下圈圈涟漪。不一会

儿，另一个地方再次跃起一只。据

介绍，近三年，江西已累计帮助 7 头

搁浅遇险江豚重回鄱阳湖。

不仅是久违的江豚越来越多，4
月初，江西省水科所专家在鄱阳湖

都昌松门山水域发现了当地近 10
年未见的鳤鱼。据介绍，鳤鱼的再

次发现，也反映出鄱阳湖生态系统

在慢慢向好。此外，鄱阳湖还发现

了大量刀鱼群，再经过两三年的繁

衍，刀鱼数量将稳定增加。

江西组建200余支护渔队，定期开展监测、巡护、救助——

鄱阳湖中邂逅江豚
本报记者 朱 磊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获悉：4
月 5 日卫星遥感监测发现，除青海湖北

部沙柳河入湖口处、尕海、海晏湾及洱

海附近尚存在浮冰外，青海湖大部分水

体已解冻。

据了解，青海湖于今年 3 月下旬开

始进入解冻期。3 月 19 日，青海湖已解

冻水体面积为 604.5 平方公里，超过湖

体总面积的 10%。与去年相比，开湖日

期 提 前 12 天 ，与 近 10 年（2012—2021
年）平均相比，开湖日期推迟 4 天。

对于青海湖开湖的气象标准，青海

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生态气象服务中心

专家介绍，2021 年 10 月，青海实施《高

原湖泊湖冰物候遥感监测技术》地方标

准，规定湖泊表面连续 5 日有液态水域

且面积大于等于湖泊总面积的 10%，以

该 5 日的首日为湖泊开始融化日，也就

是所谓的开湖日。

青 海 湖 开 湖 分 为“ 武 开 ”和“ 文

开”。“武开”是指青海湖的冰面在风力

的影响下相互挤压，冰层堆积到湖边；

“文开”是指随着气温升高，冰层逐渐

变薄，直至融化。青海湖景区保护利

用管理局专家介绍，今年青海湖流域

气温提升比较迅速，同期伴随大风天

气，同时具备“武开”和“文开”的元素，

不易界定。

专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青海湖

流域仍有偏西风，风速较大，加之前期

气温积累，有利于湖冰加速消融，预计

4 月上旬青海湖将完全解冻。

图①：青海湖破冰开湖奇观。

图②：青海湖上，冰雪正在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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