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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冰丘连着冰凌，一片晶莹剔

透。穿过金色芦苇丛，汽车驶上柳树岛，这

是松花江佳木斯段最大的江心岛、国家水利

风景区。从码头前行几百米，就到了陈广喜

的农家乐“园田居”。滑冰车、坐雪圈、抽冰

尜……农家院的冰场上，传来阵阵笑声。

“开春之后，客人多到忙不过来。”55 岁

的陈广喜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上柳

村村民，在外地创业 20 多年后，2010 年，他

看好柳树岛毗邻市区的区位优势和生态发

展潜力，带着积蓄返回岛上老家，经营起农

家乐。

作为我国已部署实施的 44 个“山水工

程”项目之一，黑龙江小兴安岭——三江平

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近

年来持续推进。得益于“山水工程”的开展，

佳木斯市内河区域环境加速改善，清水绿岸

成为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高质量发展的生

态底色。

江清岸绿鱼更鲜

刀刃游走，鱼身上留下十字花刀，案板

上的鳊花鱼鲜香扑鼻，引人垂涎。

“这还不算啥，去年有条 40 多斤的胖头

鱼，食客争相购买，卖了 4000 多块钱！”陈广

喜张开双臂比划着鱼身，讲起去年的丰收：

“一放一收，上百条鳊花鱼挂满渔网。”

谁能想到，10 多年前，这里的江鱼根本

卖不上价。

“那时的江上，常漂着团团块块的机油，

打来的鱼还没放到嘴里就冒出油星味儿。”

陈广喜回忆，水不好，鱼就少，“农家院刚营

业，傍着江，却要跨过江去外地买鱼，成本很

高，不赚倒赔。”

那些年，因松花江佳木斯段水体污染较

严重，黑龙江省常见的江鱼在该水域都难得

一见，每到雨季，常有生活垃圾、秸秆、玉米

棒子等顺流而下。

变化从何而来？从柳树岛出发，沿江向

上游溯源，水清岸绿背后，是“山水工程”擦

亮了流域生态底色。

柳树岛南侧，松花江对岸，带状公园沿

松花江东西铺展，随处可见长跑、打球的市

民，佳木斯“冰雪大世界”也坐落在此，园区

里欢呼连连。“一入夏，这里浪拍细沙推晚

风 ，但 之 前 ，可 是 水 卷 垃 圾 滚 浓 烟 。”陈 广

喜说。

佳木斯市小兴安岭——三江平原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修复科，

科长蔡元军就住在松花江附近。他介绍，

2019 年“山水工程”实施以来，政府拆迁了

排污严重的老旧造船厂和夜市，退耕沿江

湿地上的私开荒地。现在，佳木斯市共有

5 条内河，均汇入松花江水系，走在内河边

的口袋公园中，可见河道干净，岸坡平整，

沿岸草木密布。

“水清鱼嫩景色美，打鱼不仅是谋生，还

成了一种享受。”江里这几年的变化，陈广喜

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几年前，他下决心买

下一艘渔船和专业设备，夏天撒网捕鱼，冬

季钻冰冬捕，还在院前挖出鱼塘，靠渔业年

增收近万元。“生态好了，松花江的‘味道’回

来了！”陈广喜说。

生态治水助丰收

顺着内河之一的英格吐河向山上行驶，

便到了四丰山水库。层峦叠嶂间，水库如碧

玉镶嵌其中。这里是佳木斯市南部山丘区，

5 条内河均源于此。

香蒲、菖蒲、千屈菜……新建的 16 万平

方米人工湿地里有多种交叉种植的挺水植

物 ，这 成 为 水 库 涵 养 净 化 水 源 的 首 道“ 防

线”。此外，在水库上游，沉砂池、拦污锁、曝

氧装置群、污水处理站……层层“设卡”，拦

污净水。

“四五年前，山坡破了皮，水库积满泥。”

蔡元军指向远山高湖：“挖泥船驶上湖面，清

淤 165 万余立方米；植树工爬上山坡，恢复

植被 10 万余平方米。”

水底清淤、沿岸固土，不仅护水质，也扩

容量。据估计，2019 年至 2022 年的“山水工

程”实施后，仅四丰山水库便扩容 200 万立

方米。与此同时，在江河沿岸，低洼地建成

雨水花园，土沙坑修为生态池塘，极大增强

了“海绵城市”的调洪蓄水能力。

对 于 下 游 柳 树 岛 上 的 近 70 户 常 住 居

民、50 余座家庭农场来说，这至关重要。

曾经，岛上洪涝多发。2013 年，岛上涨

水，村民们纷纷上大巴、转轮渡，离岛避险。

再回来时，陈广喜赶忙跑进田里，只见 90 多

亩葱苗东倒西斜，他差点哭出了声。

近几年，洪涝明显减轻。“去年，全岛一

点儿没受灾，是个丰收年！”上柳村村委会主

任展恩福介绍，2022 年，全岛作物单产同比

增长 40%以上。

原 来 ，修 葺 一 新 的 环 岛 路 ，是 路 更 是

堤。外岸土坡修上石笼后，像座小围墙，固

土又防洪。“环岛路平整漂亮，我每天早上都

要跑上十来里。”陈广喜说，沿岸三处大土坑

本是水毁点，如今修得又高又稳。

“我们强化组织统筹和规划引领，各工

程开工前，通过专家论证会、设计协调会，征

集各方意见 200 余条。”佳木斯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局长于寿宏介绍，“山水工程”坚持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原则，推动自然生态

与人居环境互补。

好生态成就好农业，好农业反哺好生

态。受灾风险小了，陈广喜新成立了家庭农

场，搞起“玉米—大豆”科学轮作，产量连年

增加。前年，他又做起绿色有机种植和瓜果

采摘体验，亩产值翻了番。

“油豆角、大尖椒、小白菜……都是绿色

有机的，专供农家乐都不够，不少顾客能尝

出来，就好这一口味道。”走在大棚里，陈广

喜边指边介绍。

固土保水兴产业

作物，风一吹就倒；沙土，雨一浇就跑

——4 年前，岛上的村民们这样形容环岛的

私垦耕地。

那为啥还种？“几乎没成本，能赚一点是

一点。”一名村民道出实情。

2019 年，“山水工程”开始对私垦耕地

退耕还湿、还林。“由于湿地退化迅速，岛上

生物锐减，沿岸水土流失严重，对低产洼地

退耕，迫在眉睫。”蔡元军介绍，全岛退耕面

积 5000 多亩。环岛路内三四百米均被复原

成湿地后，小岛重现生机，大雁、野鸭、苍鹭

纷纷回岛安家，全岛飞禽恢复到 20 多种。

片片防护林也日渐丰茂，作物倒伏情况大大

缓解。

“‘山水工程’在岛上恢复湿地植被 360
多万平方米。”佳木斯市新时代城投公司工

程部部长贾晓明介绍，工程在耕地林木恢复

区采用乔木、灌木、草坪多层次立体种植模

式，优势互补，加速植物自我恢复；在沼泽草

甸恢复区，则以多花色植物混播，促进群落

自由竞争，以优代劣。

去年，岛上的水泡子建成了荷花池，土码

头铺上了小瓷砖，环岛霓虹灯流光溢彩，上岛

游客越来越多。“目前每年毛收入 20来万元。”

陈广喜说：“环境好了，日子也越过越好。”

在黑龙江，这样的“山水工程”子项目共

有 65 个，涉及域内 6 座城市，工程带动小兴

安岭、三江平原地区的水源涵养、生物多样

性保护、生态产品供给等生态功能显著增

强。 2022 年，黑龙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完成营造林 122.6 万亩，修复治理

草原 22.2 万亩，修复湿地 1 万亩。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 95.9%，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

例 74.8%。

图①：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一处滩涂上

鸥鸟翔集。 金美伦摄（人民视觉）

图②：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生态池塘

修成城市公园，兼具景观和调蓄功能。

侯素霞摄（人民视觉）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一江碧水一江碧水 景美业兴景美业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艺开张艺开

■把自然讲给你听R

喜马拉雅山脉自然
环境恶劣，低温、缺氧，对
任何动物来说都是严峻
挑战。斑头雁之所以能
每年两次飞越喜马拉雅
山，与其对氧气“吸得多、
送得快、用得好”有直接
关系

在喜马拉雅山，低温、缺氧，人类呼吸

都困难。可为了迁徙，斑头雁却能成功飞

越喜马拉雅山。斑头雁平均体重 2.5 公斤，

是世界公认的飞行最高的鸟类之一。斑头

雁为什么可以飞得这么高？

喜马拉雅山脉自然环境恶劣，低温、缺

氧，对任何动物来说都是严峻挑战。斑头

雁之所以能每年两次飞越喜马拉雅山，与

其对氧气“吸得多、送得快、用得好”有直接

关系。研究发现，与重量相似的其他鸟类

相比，斑头雁的肺更大、更扁平，这样的肺

部结构让斑头雁得以尽可能多地吸入氧

气；与此同时，斑头雁心脏与身体质量的比

值更大，约为其他鸟类的 1.5 倍，强大的心

脏可以将肺部吸收的氧气更快地输送到身

体各处。不仅如此，成年斑头雁在高空飞

行过程中，新陈代谢和心率都会减慢，从而

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损耗，尽可能将能量用

于飞行。种种因素叠加，使斑头雁与重量

相似的其他鸟类相比，储氧、用氧能力均更

胜一筹。

除此之外，为了飞得更高、更远，斑头

雁在迁徙过程中还会集群飞行，一路飞飞停停，不断补充能量。

特别是在穿越喜马拉雅山脉之前，鸟群会格外谨慎。囤积脂肪、

观测天气、研究线路，做足准备后，便会结成齐整优美的“人”字

队形，飞越喜马拉雅山。

飞越喜马拉雅山，虽然理论上需要飞到近 9000 米的高空，

但卫星追踪数据显示，大部分斑头雁平常的飞行高度往往在

5000 米到 7000 米之间。这是因为，为了尽可能降低飞行难度，

斑头雁迁徙过程中会优先选择海拔较低的山谷、垭口等区域。

依靠物种独特的生理条件，斑头雁成为少数可以飞越喜马

拉雅山脉的候鸟之一，但很多小型候鸟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比如与斑头雁差不多同一时间段迁徙的赤麻鸭，选择的迁徙策

略便是绕开喜马拉雅山脉，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到川西和云贵

高原越冬。选择哪条线路、飞行多长时间，又越过多少障碍，不

同候鸟有不同的进化答案。唯一不变的是，在一次次南来北往

中，候鸟克服山高路远，如约出发、按期抵达。

观察发现，除了鸟类自身基因，生存环境也会影响候鸟个体

是否迁徙。统计显示，越往高纬度地区，候鸟所占比例越高。因

为越是高纬度地区，冬季越漫长、温度也更低，这也直接导致鸟类

的食物数量相应减少。候鸟为了更好生存，只能迁徙。而如果食

物充足，加上人工诱导，有些鸟类个体也可能从候鸟变留鸟。但

多数候鸟依然会遵循本能，继续踏上充满未知的迁徙之路。

尽管我们很早就发现了候鸟会迁徙，但关于候鸟迁徙，依然

存在大量未解之谜。有些幼鸟会独自迁徙，毫无经验为什么也

能识别线路？相应的导航机制是如何形成的？要解答这些问题

依然需要研究者持续收集候鸟迁徙数据。从环志到如今的卫星

定位，对候鸟迁徙过程数据的收集更加精准，也让我们得以更全

面地掌握候鸟迁徙规律，进而更有效地保护候鸟。

（作者为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博士、昆明鸟类协会秘书

长，本报记者杨文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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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黑龙江小
兴安岭——三江平原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试点的带动下，佳木斯
市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原则，通过实施新建
和修复湿地、还湿还林、
固土保水等系列措施，擦
亮了松花江佳木斯段流
域的生态底色。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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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王浩、张晔）近日，在湖北省宜昌

市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首批 10 万尾中华鲟放归长江，补

充长江中华鲟物种资源。

此次放流活动由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宜昌市人民政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共分 3 次举行，延续“中、青、幼”相结合的科学放流策

略，放流子二代中华鲟年龄跨度从半岁至 14 岁，共计 20 万尾。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是长江珍稀特有鱼

类保护的旗舰物种，具有重要的科研、生态等价值。经过约 40 年、

五代人不懈的技术攻关，三峡集团攻克了中华鲟营养发育调控、遗

传管理等一系列核心技术难题，建立了覆盖亲鱼培育、催产繁殖、

梯队建设等的全生命周期保护体系，建成国内最大规模的中华鲟

人工种群梯队。

在本次放流活动前，科研人员给接近性成熟的大规格中华鲟打

上了卫星标记，后期将通过卫星标记监测，评估中华鲟在我国近海

海域分布情况，分析影响其野外存活及活动的主要环境因子，为中

华鲟海洋生活史研究和下一步相关保护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0万尾中华鲟分批放归长江

国内最大规模中华鲟人工种群梯队建成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江陵镇桃花盛开。近年来，当地

积极打造乡村生态旅游新业态，

形成了“田园变公园、园区变景

区、农房变客房”的农文科旅生态

融合发展新格局，有力推动了乡

村振兴。

青述全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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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3月 27日电 （记者付文）近日，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出台《关于加快建立和完善省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意见》，统筹

推进市州之间、县区之间在“十四五”国控和省控断面建立横向生

态补偿机制。对按期签订协议、考核断面全年平均水质达标的市

县，甘肃每年奖励 300 万元至 1000 万元不等资金，连续奖励 3 年。

资金由市县统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水源涵养、水资源集约节

约利用和保护、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等。

近年来，甘肃加快重点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

设，完成黑河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三年试点，下达奖励资金 1400
万元；推进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兰州市分别与白银市和临

夏回族自治州签订了补偿协议，下达奖励资金 8000 万元。

甘肃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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