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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初的长江万州段，江面宽广清澈，

两岸绿意盎然。江边水面之下，一排排耐水

中山杉露出树梢。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的江边

消落带，周期性水位涨跌，少有植物能适应生

长。近年来，重庆市万州区想办法、下功夫，

在消落带上建起了景观带。

挪开视线，变化不只在江边。截至今年

10 月，万州区境内基本实现主要山体、长江

干支流两岸可造林地绿化“全覆盖”，长江万

州段生态屏障体系基本形成。目前，全区森

林蓄积 970 万立方米，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

达 70.4%，156 种越冬水鸟在此栖息，其中包

括 24 种珍稀鸟类。

栽植中山杉从 208 株
到 3200 亩，绿化江岸 70
余公里

消落带治理，被视为一大难题。长江万

州段两岸，消落带涨落幅度达 30 米。蓄水

期，耐旱植物会被淹；枯水期，耐淹植物会遇

旱；没有植物，水土流失，还会污染水体。

这些年来，万州区通过探索“自然恢复+
人工修复”的方法，尝试治理消落带。自从第

一批 208 株中山杉在 170 米水位线上扎根，荒

滩开始变绿。

在修复过程中，长江万州段消落带被划

分为保留区、生态修复区和工程治理区 3 类

共计 80 段。生态修复区栽植中山杉等耐盐

碱、喜水理植物，裸露河滩已逐渐向耐淹草甸

系统演变。目前，长江万州段共栽植中山杉

3200 余亩，绿化江岸 70 余公里。水涨时，亭

亭玉立的中山杉立于水中，树叶随季相变化

逐渐由绿而黄而红，形成了红绿相间、色彩缤

纷的“水上森林”景观带。

依托中山杉和滨江自然景观，岸边的万

州区大周镇发展起旅游产业。“十里滨江长

廊”“日月广场”等景点打出名气，大周镇目前

培育特色民宿等农家饭庄 40 余家，年接待游

客达 10 万余人。

“现在游客越来越多，接下来我还要增加

亲子体验区，让来此游客能更好体验农村生

活，让收入再上一层楼。”大周镇村民刘昌月

用自家房屋经营民宿，每年 10 余万元的收

入，让他坚定了扎根家乡的信心。

绿水青山富了百姓，
90 万亩产业林基地绵延
两岸沿线

与大周镇一山之隔的熊家镇腊烛村，漫

山遍野的枇杷树，成为小山村的一道风景线。

“以前我只有 4 亩枇杷地，这几年经过政

府技术和资金上扶持，面积扩大了一倍。现

在每年光卖枇杷就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年

逾六旬的腊烛村村民崔吉元说。

目前，熊家镇已发展“麻子”“五星”等多

个优质枇杷品种 3000 余亩，年产值超过 2000

万元，带动 2000 多户村民增收。小小枇杷绿

了大山，也富了百姓。

沿着这段长江顺水而下，满目可见红橘、

柠檬、青脆李、玫瑰香橙等果林蔚然，90 万亩

产业林基地绵延长江两岸沿线。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的绿水青山，转化为致富的金山银

山，实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近 年 来 ，万 州 通 过 提 高 森 林 覆 盖 率 、

系 统 推 进 国 土 绿 化 和 生 态 保 护 治 理 等 措

施 ，绿 色 安 全 屏 障 更 加 牢 固 。 我 们 坚 持 生

态 环 境 自 然 恢 复 与 人 工 修 复 相 结 合 、全 面

绿 化 与 重 点 工 程 相 结 合 、森 林 数 量 增 长 与

质 量 提 升 相 结 合 ，统 筹 本 地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系 统 性 修 复 治 理 ，协 调 推 进 全 域 绿 化 。”万

州 区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全 区 累 计 投 资 8
亿余元，先后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长江防

护 林 、国 土 绿 化 提 升 行 动 等 林 业 重 点 生 态

修复工程近百万亩。

21 条次级河流水质
提升，保护长江河道与提
升城市品质实现双赢

长江在万州过境流程 80.4 公里、库体水

面达 100 平方公里，有 21 条次级河流。

“以前不敢往河边走，全是泥坎子，雨天

有时更是污水横流。现在好了，河面整洁，堤

岸平整，家门口成了休闲好去处。”年逾六旬

的冉振秀家住新田河边，每天吃过晚饭，都会

和邻居到河边散散步。两年前，万州区新田

河油沙段水生态修复工程启动，修复项目主

要包括护岸工程、水生态修复、截污清淤等。

随后，景观廊道、堤坝护岸、沿岸绿植等相继

建设完成。

新田河是万州区以河长制为抓手、提升

全域水质的成果之一。近年来，当地深入推

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的

“三水共治”，通过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先后否决一批不符合一公里产业管控政

策的项目，关停一公里范围内的污染企业，

取缔非法码头 25 个，整治长江岸线利用项

目 54 个。

同时，万州区还在长江河道保护线外侧

分别设立不少于 50 米和 100 米的绿化缓冲

带，栽种了三角梅、景观树等植物，建设了红

砂碛、天子湖等湿地公园。缓冲带被进一步

管控好，实现了保护长江河道与提升万州区

滨水城市品质的双赢。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治

理 ，产 生 的 效 果 是 有 目 共 睹 的 ：工 业 污 水

全部达标排放；餐饮船舶全面取缔；乡镇污水

厂逐一投用；行政村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 覆 盖

率 达 100% ；21 条 次 级 河 流 水 质 均 稳 步 提

升……目前，万州城区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稳定在 330 天以上，长江万州段水质总体保

持Ⅱ类。

环境越来越好的万州，绿水青山正擦亮

生态名片。

两岸森林覆盖率达70.4%，水质总体保持Ⅱ类

长江万州段生态屏障体系基本形成
本报记者 蒋云龙

随着山东理工大学科技园今年获批“山东省省级技术转移

服务机构”，该校所在地淄博市张店区创新发展动能也愈发强

劲。自 2021 年至今，张店区利用山东理工大学周边空间资源，

高标准打造大学科技园，吸引 66家企业（项目）入驻，引进 9名尖

端人才创业，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18家，新授权发明专利 7个。

为推进校城融合发展，张店区与山东理工大学近年来陆

续建设科技研发总部中心、校友经济孵化园、张店发展智库等

平台，打造科创人才集聚、青年就业创业、基础教育、文化发展

等高地，形成“四平台、四高地”布局。

随着区里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科技、发改、住建等职能部门

协同推进，校城融合专项资金设立，目前，已有 70 余家企业与

大学专家签订技术项目合作协议，成立 19 家校企共建研究生

工作站，培育孵化项目 400余个，40余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6 年来，张店区突出抓好人才“引育留用”文章，实施“一

人双岗”制度，先后聘请山东理工大学 6 名教授担任科技副区

长，任命 63 名教授担任企业“科技副总”，聘请 10 名校友担任

“人才招引大使”，邀请 70 余名山东理工大学企业家校友参加

校友经济座谈会，形成了发展“精英外援团队”。“我们将继续

实施‘高校+’发展战略，深入开展校城融合合作论坛、校友经

济孵化园建设等系列行动，推动区域创新创业一体化发展。”

张店区委书记郭庆说。

山东淄博张店区

开发高校资源 促进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李 蕊

本版责编：程聚新 杨笑雨

本报北京 12 月 2 日电 （记者季芳）12
月 5 日是第三十七个国际志愿者日。为更

好地引领带动各地结合实际开展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把全民健康理念、科学健身指导

与技能等送到群众身边，由国家体育总局群

体司发起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主题示范活

动 12 月举行。

今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主题示范活动

主题为“科学健身·志愿服务伴你行”。国家

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社会体育指导

中心以及江苏省体育局组织开展的健身气

功助力乡村振兴、科学健身公益视频推广展

播、走基层送健康等志愿服务活动作为示范

性活动，发动各地结合实际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深入社

区、农村、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吸引更

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营造全民健身志愿服

务氛围。

据悉，12 月 1 日至 6 日，天津、浙江、重

庆、陕西、青海等 5 个省份开展健身气功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12 月 2 日 至 6
日，江苏省张家港市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引

领作用，举办走基层送健康全民健身志愿服

务活动；12 月 4 日至 30 日，国家体育总局官

网、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等多个新媒体平

台 将 开 展 科 学 健 身 公 益 推 广 视 频 展 播 活

动。此外，全国各地还将有 517 个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项目在此期间陆续举行。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主题示范活动举行

本报石家庄 12月 2日电 （记者邵玉姿）

河北省科技厅近日印发《“盯末端、强服务、促

发展”支持市县科技创新专项行动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提出打造“五个一”科技服务

品牌，完善省市县联动推进科技创新的工作

机制，促进科技资源向市县集聚。

“一支队伍”下基层。《方案》提出，在全省

科技系统内遴选精干力量，吸纳科技服务机

构等专业人员，组成帮扶队伍深入地方、园

区、企业，将服务措施解读到位、落在基层。

“一套菜单”给支持。《方案》聚焦支持加

大研发投入、服务产业创新发展、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引进培养高端人才等方面，明确 37
条举措，助力地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个平台”宣政策。河北省通过开通

“科技政策一点通”平台，上线“科技政策一点

通”手机版，帮助地方政府部门、基层创新主

体了解相关政策，享受政策红利。

“一座大厅”常服务。《方案》提出，建设科

技创新展示服务大厅，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

合的方式，对各类创新主体开展一站式服务，

帮助企业找人才、找成果、找专利、找政策。

“一份报告”提建议。针对基层渴望创新

而不善于创新的难题，《方案》要求组建专业

化研究队伍，在进行科技创新能力监测评价

的基础上，进行精准分析诊断，每年编制创新

能力评价报告，明确科技创新的发力方向和

工作重点。

河北实施专项行动支持基层科技创新

12 月 1 日 ，贵 州 省 遵

义市汇川区泗渡镇村民在

加固蔬菜大棚。

受强冷空气影响，贵

州 近 日 迎 来 降 温 冻 雨 天

气。汇川区各地农民采取

加固设施大棚、增加保温

设备等措施，全力做好越

冬作物、大棚作物等的防

寒防冻工作，确保农作物

安全过冬。

罗星汉摄（影像中国）

加
固
大
棚
保
过
冬

12 月 1 日，记者从云南省水利厅获悉：

云南省河长办联合省级有关部门组织涉湖

州（市）科学划定九大高原湖泊湖滨生态红

线和湖泊生态黄线，助力治理保护。

“两线”划定后，管控措施将比以前的保

护区更明确、更规范、更严格。

据介绍，湖滨生态红线与湖泊生态黄线

之间的区域为生态保护缓冲区，严禁开发利

用，原则上人口只出不进，小区、村庄建设面

积只减不增，实行 10 条负面清单管控。湖滨

生态红线内为生态保护核心区，禁止开展与

生态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从 2022 年开始，

除公共设施、文物、列入名录的历史文化名镇

（村）及原住民村落外，其他村庄（人口）、建筑

物、产业以及与生态保护治理无关的设施逐

步退出，实现清零留白，实行 10 条正面清单

管控。流域内除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保护

缓冲区以外的区域是绿色发展区，属于控制

开发利用强度、调整开发利用方式、实现流域

保护和开发利用协调发展区域。

九大高原湖泊生态保护核心区面积达到

165.8 平方公里，是之前一级保护区（不含水

面）面积的 2.8 倍，各湖泊生态保护核心区面

积均大于原一级保护区面积，生态保护核心

区内共涉及 28775 人、建筑设施面积 377.06
万平方米、耕地 4.88 万亩；生态保护缓冲区面

积共 680.5 平方公里，共涉及 310402 人、建筑

设施面积 4882.46 万平方米、耕地 26.58 万亩。

相比过去的保护线，“两线”功能定位存

在不同。湖滨生态红线是具有生态功能的湿

地、林地、草地、耕地等湖滨空间的管控边界

线。湖滨生态红线内强调禁止与生态保护无

关的建设活动，还复自然生态。湖泊生态黄

线是实现湖泊生态扩容增量、维持生态系统

稳定缓冲空间的管控边界线，是限制开发建

设的控制线。湖泊生态黄线内强调加强湖泊

生态缓冲空间带修复，提高湖泊生态环境承

载能力。

在划定原则上，“两线”划定遵循“生态优

先、保护第一，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应大尽

大、应严尽严”的原则，充分考虑各湖泊的差

异性，一湖一策、分段研究。同时，结合各湖

泊地形地貌、周边人口和村庄分布、交通道

路、环湖湿地、公共建筑物、文旅产业等实际

情况，采取差异化标准划定。

据介绍，涉湖州（市）将按照“两线”划定

成果，于 2022 年底前完成物理标识，通过“两

线”把保护范围永久固定下来。

划定湖滨生态红线与湖泊生态黄线

云南高原湖泊治理保护更科学
本报记者 沈靖然

初冬，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丹

桂垭村億德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里，成片的油菜苗长势大好。一辆

红色的三轮车从薄雾中缓缓驶来，59
岁的冯文清跟往常一样，一大早就

和老伴来到地里开始一天的劳作。

冯文清是丹桂垭村村民，也是

億德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

人员之一。每天早上，他都会雷打

不动地来到自己负责的地块查看农

作物长势、疏通渠系……

培养务工村民，
传统农民变成新农人

站在田埂上放眼望去，只见有

机油菜田绿意盎然，每隔一段距离，

都有一盏黄色的太阳能灭虫灯。

“有机水稻收获后，稻秆制作成

酵素肥还田，接着又种上了有机油

菜。”冯文清取下灭虫灯的集虫罩，

边清理边说，“我们种的庄稼都是有

机的，不使用化学农药，施有机肥、

人工除草，虽然价格高一些，但是口

感好，吃了放心！这大片大片的油

菜，刚种上就已经被客户预定了。”

“自从开始发展有机农业，土地

一年比一年松软，产量也一年比一

年提升。”冯文清说着，捧起一抔泥

土向记者展示，“我就是本村的人，

在基地上班已经 5 年了，合作社和

县上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培训和

实地学习，我从一个传统的‘土农

民’变成了发展有机农业的新农人，

现在管理着 300 多亩基地呢！”

在该合作社，像冯文清一样，从普通务工村民培养起来的

管理人员已有 10 余人、技术骨干已有 30 余人。

技术专家帮扶，摸索出有机种养模式

“老冯，田坎上的杂草长出来了，明天得组织几个村民割

一下。田里长势弱的油菜，也可以适当追施有机肥了。”不一

会儿，億德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川洋带着新买的

割草机来到基地，将机器放到冯文清的三轮车上。两人来到

基地堆肥处查看发酵情况，割下来的杂草、苕藤等都在这里实

现了回收利用。

“把这些本来的‘废弃物’加上酵素，经过一段时间的堆肥

发酵，就变成了天然的有机酵素肥。”冯川洋说，在县有机农业

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基地经过多年试种，摸索出了一套有机种

养模式：地里 3 年种一次红薯、2 年种一次小麦和杂粮，田里水

稻油菜轮作，稻田养鸭鱼虾等，通过合理进行土地轮作休耕。

这样，既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又能保护地

力，调节土壤环境、改善土壤生态，减轻作物病虫害等，逐步实

现有机种养循环、绿色生态发展。

“刚开始返乡发展有机农业，只是想着让家人朋友吃上健

康的农产品，后来乘上了西充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的东风。这一

干，就坚持了 12 年，也潜移默化带动了周边农户，改变以往的

种植养殖观念。”冯川洋说。据介绍，目前“合作社+农户”模

式，已经发展种植基地 3100 余亩，带动 300 余户、1000 余名农

户就近务工，人均增收近 8000 元。

生产绿起来，质量提起来，乡村美起来

交代完近期的田地管护事项，冯川洋来到合作社的有机红

薯包装点，挑选、称重、装箱……工人们流水作业，忙而有序。

“这是我们西充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西充黄心苕，也

是咱合作社销量比较高的有机红薯之一。”冯川洋说，目前合作

社种植基地获得有机认证面积 2520 亩，按照有机标准种植农

产品近 10 种，有机红薯、有机稻米、有机菜籽油等供不应求，10
余年来积累客户 1000多家，如今年产值达 2000余万元。

“自 2003 年与有机农业结缘，西充持续深耕有机农业，有

机产业规模稳步提升，有机产品品质不断优化，有机产业品牌

持续打响。”西充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县里以有机农

业为引领，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有机农业企业 60
余家、有机产品商标 76 个，建设 35 万亩粮食安全产业带，建成

有机生产基地 106 个、面积 25 万亩，15 万亩基地、105 个品种

通过有机认证，有机农业年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值 60%以上。

生产绿起来，质量提起来，乡村美起来。漫步在西充田野

大地，乡村振兴、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这是

西充 10 余年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冯川洋说：“好政策一

个接一个，我们越干越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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