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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漫步太湖边，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水

草深处，鱼儿三五成群，穿梭游弋；芦苇荡里，

不时有白鹭蹁跹而起，追逐打闹。

“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

一曲江南小调唱出了太湖波光粼粼、风光旖旎

的柔美风情。然而，在这片广袤的湖水里，有

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原核生物——蓝藻，它

曾一度让太湖这颗“江南明珠”黯然失色。

2007 年，由于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入，水

质出现富营养化问题，太湖暴发“蓝藻危机”。

此后，江苏省级财政累计投入治理太湖专项资

金 320 亿元，带动各级财政和社会投资近 3000
亿元，共实施 7000 多个重点工程。经各方共

同努力多年整治，江苏省太湖流域水质藻情持

续改善，生态持续恢复。如今的太湖重现碧波

万顷。“我们有信心实现将太湖打造为‘世界级

生态湖区’的愿景。”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

天琦说。

常抓长治太湖蓝藻，水质
得到明显改善

无锡市生态环境局太湖水污染防治处处

长罗清吉脑海里至今还记得 16 年前那层难闻

的“绿油漆”。2007 年，太湖水污染达到了峰

值，无锡太湖蓝藻突然暴发，数百万群众遭遇

饮水危机。专家经过现场勘察、水文分析发

现，原来是一个面积达 3 平方公里的蓝藻污水

团侵入了水源地取水口。

小小蓝藻，产生了如此大的破坏力。痛定

思痛，江苏开启了一场持续 10 余年的太湖蓝

藻“围剿战”。

历经 10 余年的常抓长治，太湖水质明显

改善。2022 年上半年，太湖无锡水域水质 15
年以来首次达到Ⅲ类标准，各项水质指标均创

2007 年以来最好水平。2022 年，即使太湖流

域遭遇罕见高温少雨极端天气，太湖蓝藻依然

得到很好控制，太湖 8 个水源地水质保持良

好，自来水出厂水水质全面达到或优于国家

标准。

2022 年 6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

等 6 部门印发了新一轮《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总体方案》，首次对太湖治理提出了“长三

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态支撑、长三角区域水

安全保障重要载体、全国湖泊治理的标杆”等

3 个重要的功能定位，并将太湖治理目标从

“两个确保”提高为“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

发生大面积水质黑臭，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

现代化水平，提高流域防洪保安和水资源配置

能力”。这对流域水环境治理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

为实现国家对太湖治理的新定位、新要

求，应对太湖治理的新挑战、新形势，江苏按照

“控源减污、生态扩容、科学调配、精准防控”系

统治理思路，在强化流域联保共治，充分发挥

太湖生态支撑作用，树立全国湖泊治理的标杆

上下功夫。

江苏还打造了一套“水陆空天”立体监测

预警体系：在高空，有卫星遥感监测；在低空，

有无人机巡飞；在湖面上，有无人船巡逻。江

苏省生态环境厅太湖水污染防治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太湖流域建成 419 个水质自动

监测站，实现对五大湖区、15 条主要入湖河

流 、124 个 重 点 断 面 、跨 界 重 要 河 流 断 面 的

监测。

蓝藻打捞出来后，如何无害化处理也是一

个大问题。日前，无锡公布了一种新型蓝藻治

理微生物合成技术，利用复合微生物菌群将蓝

藻降解为水蒸气等无害气体，24 小时降解率

达 95%以上，降解的残余物还可作为生物有机

肥或基质。在苏州，打捞上来的藻水经特殊工

艺处理，实现藻、水分离后变成了可以作为绿

肥使用的藻泥；在常州市武进区，蓝藻资源化

利用率达 100%，实现了变废为宝……近年来，

江苏基本实现“专业化队伍、机械化打捞、工厂

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太湖蓝藻打捞处置长

效工作机制。

生态修复，让岸线回归
自然状态

保护太湖，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

2019 年，东太湖 4.5 万亩网围养殖全部拆除，

恢复自由水面；2020 年，太湖全面禁捕退捕，

东太湖实现退养还湖、退渔还湖……一系列修

复和治理项目同步开展。

走在苏州太湖生态岛北端的一段沿湖公

路上，几台水挖机正在离岸数百米的湖面上

作业。不远处，被木桩围起来的几座“人工湿

地”已经露出了水面。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过去，在太湖生态岛岸线上，绝大部分太

湖岸线处在“未设防”状态。2021 年，随着环

太湖环岛湿地带建设全面启动，一处处人工

生态湿地从太湖生态岛的岸线“冒出来”。通

过 人 工 湿 地 自 然 净 化 ，在 减 氮 降 磷 、吸 收 蓝

藻、涵养水体等方面不断发挥重要作用。“以

前，一天到晚都是渔船发动机的轰鸣声，现在

打开家门，听到的全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还

有阵阵欢快的鸟鸣声。”家住太湖生态岛的柯

女士说。

走在无锡贡湖湾步道上，挺拔的落羽杉春

叶翠绿。“十几年前可没有这般美景。”无锡湿

地生态科普馆馆长陆亚琪说，这里曾是蓝藻泛

滥的“重灾区”，密集分布着 165 个鱼塘、4 个蓝

藻堆放点和 3 个污染企业。2020 年，无锡启动

实施贡湖湾应急生态清淤工程，投入 1.1 亿元

对贡湖湾近岸 300 米水域进行应急清淤，通过

综合治理，如今的贡湖湾已成为丰富的水生动

植物资源保育基地，其中水生植物达 50 种以

上 ，覆 盖 率 超 过 50% ，生 物 多 样 性 提 高 60%
以上。

数据显示，2021 年以来，在太湖流域，江

苏实施轮作休耕 43.5 万亩，建设生态安全缓冲

区项目 13 个、绿岛项目 32 个，流域共建成省级

以上湿地公园及湿地保护小区 150 多处。

控源截污，产业升级走
绿色发展之路

过去，太湖水质恶化的污染源，主要来自

流域内超出环境容量的工农业生产活动。水

中的污染要管，岸上的“病根”也要斩。“砸笼换

绿”做减法，是近年来太湖江苏流域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下定的决心。

无锡在 2007 年至 2016 年底的 10 年间，共

关停企业 3070 家，搬迁入园企业 5480 家，否

决 和 劝 退 不 符 合 环 境 要 求 的 拟 建 项 目 2000
多个；苏州在 2012 年到 2022 年的 10 年内，关

停 、淘 汰 低 效 产 能 企 业 7344 家 ，整 治“ 散 乱

污”企业（作坊）5.35 万家……倒逼产业转型

升级，为绿色发展带来契机。

一方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江

苏在沿湖地区精准布局控源截污。近年来，

太湖流域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176 座，日处

理能力 831 万吨，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持

续提高。到 2025 年底，将力争实现城市污水

100% 集 中 收 集 处 理 ，大 幅 提 升 污 染 物 削

减率。

水质好不好，鸟儿说了算。随着太湖水

质 的 改 善 ，飞 抵 的 鸟 类 不 断 增 多 ，仅 无 锡 大

溪港湿地就记录到 150 种鸟类，占江苏鸟类

总 数 的 33.6% 。 生 态 好 了 ，太 湖 的 生 物 多 样

性也日益丰富：在常州，有“环境检测师”之

称的地衣又活跃起来；在无锡宜兴，“水中大

熊 猫 ”桃 花 水 母 藏 身 于 竹 海 镜 湖 ；在 苏 州 太

湖生态岛，有着 3 亿年历史的植物“活化石”

松叶蕨现身……

铁腕整治之下，太湖越来越亮丽。 2022
年 10 月底，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江苏省

太 湖 流 域 水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规 划（2021—2035
年）》，围绕“控源减污，生态扩容，科学调配，精

准防控”的主线，明确了下阶段太湖治理的重

点任务和工程。

“ 到 2025 年 ，太 湖 水 质 总 体 稳 定 保 持 在

Ⅳ类及以上，湖泊富营养化程度和蓝藻水华

暴发强度得到基本控制，力争在‘有河有水、

有鱼有草、人水和谐’上实现突破。”江苏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太 湖 水 污 染 防 治 处 相 关 负 责

人说。

治理太湖蓝藻、修复生态岸线、促进产业升级，江苏—

守一湖好水 护万顷碧波
本报记者 王伟健

地 处 青 藏 高 原 东 北 部 的 青 海

湖，是我国最大的湖泊，也是最大的

咸水湖。每年春季，其盛大的开湖

景观备受关注。

每年冬至前后，碧蓝的青海湖

就会开始冻结，进入长达 5 个月的

封冻期。到次年 4 月初左右，春风

来到高原，湖冰开始消融，冰封的青

海湖如破茧重生一般，重现碧波万

顷的迷人景象，人们把这种自然现

象称为“开湖”。

青海湖开湖可以分为“文开”和

“武开”。“文开”是指随着气温升高，

冰面逐渐融化的过程。“文开”时，不

知不觉中，湖面由冰冻状态逐渐消

融，重现碧波连天的景象，令人感到

惊喜又神奇。“武开”时，冰面在大风

影响下碎裂、相互挤压，冰层堆积到

湖边，发出震天巨响，仿佛闷雷在天

际轰鸣，又好像万马奔腾。“文开”令

人感叹自然造化之奇妙，“武开”则又是另外一番壮观

景象。

“文开”还是“武开”，与青海湖流域气象因素密切

相关。从较长时间尺度上来看，影响开湖的主要因素

是气温，风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讲，在湖冰消

融的过程中，随着气温升高，消融速度加快。此时，如

果风速较低，冰面渐渐消融，就叫做“文开”；若风速增

大，湖面的冰会被吹裂、吹散，形成较多、较大的冰面裂

缝，加速湖冰的消融，就叫做“武开”。

湖泊冰面的融化过程被称为“开湖”，河流河道冰

体的融化过程被叫做“开河”。以黄河为例，黄河的开

河也可以分为“文开”和“武开”。“文开”指的是大地春

回之时，随着气温上升，水温逐渐升高，封冻的河道开

始解冻，冰水就地消融或安全下泄的过程，恰如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

而黄河的“武开”就相对比较危险了。在河道封冻

期间，水面结冰形成的冰体，会导致河道过流能力降

低，次年气温回升时，上游河道先行解冻，由于水力因

素突变，下游封冻的冰面被迫鼓开。冰水齐下之际，在

遇到弯曲形的窄河道或桥墩等建筑物时就容易发生堵

塞。随着冰层不断堆积，又会形成冰坝，进一步抬高水

位，产生“凌汛”。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上游水库控制

下泄水量、实时巡查河道情况、炸裂大面积厚冰、巩固

堤防等多种手段，确保沿岸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高原天寒，春天的脚步来得虽然晚一些，却格外壮

阔美丽。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沉睡了整个冬季的“高原

蓝宝石”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开湖季。让我们共同期

待“苏醒”后的青海湖碧波荡漾、水鸟翔集的惊艳景色！

（作者为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本报记者

姜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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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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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0日电 （记者顾仲阳）记者从国家林

草局获悉：近日印发的《“十四五”国家储备林建设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科学布局和实施国

家储备林建设，建设国家储备林 3600 万亩以上，增加蓄

积 7000 万立方米以上，缓解木材供需矛盾，保障我国木

材安全，推动国家储备林建设高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国家储备林建设范围包括

1849 个建设单位，并根据自然条件等因素，将长江以南地

区作为重点建设区域，长江以北地区作为适度建设区域。

同时，按照建设目标任务，将大力实施集约人工林栽培、现

有林改培、中幼林抚育，培育中短周期工业原料林 2284 万

亩以上，长周期大径级用材林 1406 万亩以上。《方案》强

调，“十四五”国家储备林建设要严格实施管理，编制建设

方案，加强项目日常监管，集约人工林栽培和现有林改培

地块全部落地上图，不得在国家级公益林范围内开展国家

储备林建设。要完善制度标准，推广良种壮苗，加强乡土

树种选育、扩繁和推广应用，优先选择良种壮苗造林。

2012 年，我国启动了国家储备林建设工程。工程启

动以来，累计落实资金 1400 多亿元，建设国家储备林 9200
多万亩。10 年来，国家储备林建设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

总数超过 360 万个，木材产出收入超过 1500 亿元，依托国

家储备林开展的绿色产业实现经济收入近 100亿元。

“十四五”期间

我国将建国家储备林3600万亩以上

■两会后探落实
关注生态环境治理①

R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必

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

发展、推动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审议中关心太湖治理，“太湖好一点

了吗？”“没有蓝藻了吧？”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生态

环境治理是系统工程。本版今起推

出“两会后探落实·关注生态环境治

理”系列报道，展现各地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

化水平的探索和成效。

——编 者

工人用嫁 接 刀 将 家 榆 树 苗 的 根 部 小 心

割下，取一根金叶榆枝丫用薄膜条由下至上

紧紧缠绕其上，最后将嫁接好的树苗装进营

养杯——一套流程完成后，树苗价格就能高不

少……这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

展区利业街道玉林村鸿飞苗圃内看到的场景。

“这是来自外地老顾客的订单，第一批先

嫁接 5000 株。”该苗圃负责人樊尊会说。作为

黑龙江省最大的苗木繁育基地，这里在 4 月将

进入苗木销售旺季。

这两天的玉林村，被提及最多的，是对部

分 村 民 来 说 还 有 点 陌 生 的 新 词 ——“ 碳 资

产”。“今年开始，我们村就连苗木花卉产生的

空气都能卖个好价钱！”玉林村党总支书记刘

瑞成笑得合不拢嘴。

刘瑞成所说的“卖空气”，实际上是黑龙江

省刚刚达成的首例农村碳资产交易。3 月 20
日，哈尔滨新区委托哈尔滨产权交易所有限责

任公司，以玉林村为试点，首次将苗木花卉产

业接入碳市场，以生态惠民助推乡村振兴。

“对新区苗木资源进行整体摸排后，经测

算，仅玉林村苗木种植基地的 462.42 万株苗木

就可以在 1 年内产生 7920.536 吨二氧化碳当

量的减排量，预计为玉林村创收 47.53 万元。”

哈尔滨新区管委会成员、松北区政府副区长孟

祥伟说。

如何打通碳资产交易“最后一公里”？哈

尔滨新区政府找到了哈尔滨产权交易所作为

资源交易平台，这是黑龙江省唯一具有公共资

源类交易牌照的全要素交易平台。“在供给端，

我们利用平台优势，引导农民认识碳汇、发现

碳资产价值，与各领域专业机构合作，提供农

业碳汇的咨询、开发、鉴证及交易的全流程定

制服务，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哈尔

滨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栗楠表示，

“在需求端，充分发挥产权市场的信息集聚作

用，寻找买方，为致力于低碳发展的经营主体

提供资源和服务。”

苗林花海，点“绿”成金。签约仪式上，交

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与玉林村达成合作，首笔

交易额 23.62 万元。不仅农林苗木能创造市场

价值，林业碳汇更是让林间“空气”实现价值转

化，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拓展了新空间。“这

次交易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个典型

案例，既解决了苗木生产过程中一部分资金问

题，也表明了农区和林区一样可以提供碳汇储

备。”东北林业大学教授、现代林业与碳汇经济

发展智库专家黄颖利说。

将苗木花卉产业接入碳市场，黑龙江哈尔滨新区玉林村——

生态惠民 助力低碳发展
本报记者 崔 佳 刘梦丹

本报西宁 3月 20日电 （记者姜峰）记者从青海省

气象局获悉：经 3 月 17 日高分卫星监测数据显示，青海

湖开始出现解冻迹象，布哈河入湖口、铁布卡湾等地区

出现小范围解冻和冰裂。

根据青海湖周边直线距离 15 公 里 以 内 的 刚 察

国家气象站和倒淌河、石乃亥、黑马河、湖东、鸟岛、金

滩、甘子河、泉吉等 8 个区域站的观测资料，3 月 15 日

起，青海湖周边站点平均气温与最高气温回升较快，气

温快速升高导致湖冰出现较早解冻迹象。据青海省气

象台 3 月 20 日 8 时预报，未来三天，青海湖周边地区有

5 至 6 级偏西风，气象条件或将加速湖体解冻。

青海湖出现解冻迹象

气象条件或将加速湖体解冻

朱鹮俗名红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朱鹮曾广泛分

布于东北亚地区，但由于湿地、森林的破坏和

农药化肥的使用，朱鹮种群不断缩小乃至消

失。1978 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组成联合考

察小组进行大规模搜寻。1981 年，世界仅存

的 7 只 野 生 朱 鹮 在 陕 西 省 洋 县 姚 家 沟 被

发现。

40 多 年 来 ，洋 县 致 力 朱 鹮 野 外 种 群 保

护，加强朱鹮救助和人工繁育研究，并在朱鹮

活动区禁施农药化肥，朱鹮种群数量逐步增

长。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数量达 7000 多只，

分布在我国陕西、浙江、河南等地及日本、韩

国等国家，朱鹮保护也成为世界拯救濒危物

种的典范。

图为 18日，在洋县华阳镇拍摄到的朱鹮。

史家民摄（影像中国）

陕西洋县

40多年保护
再现朱鹮翩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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