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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

菲 。 杨 花 榆 荚 无 才 思 ，惟 解 漫 天 作 雪

飞。”唐代诗人韩愈的诗句，描绘了这样

一幅春日景象：百花使尽浑身解数争奇

斗艳，没有艳丽花朵的杨树、榆树也不甘

示弱，飘飘洒洒地来一场暖春“飞雪”。

很多人认为，这种似“飞雪”的杨絮就是

“杨花”，但实际上，杨絮只是杨树的种

子。而此前杨树雄花散发的肉眼看不到

的花粉，是引起春季花粉过敏高发的原

因之一。

什么花容易引发过敏？其实，花色

越鲜艳、气味越重的花，花粉引发过敏的

反而越少；靠风传粉的“风媒花”，让大量

花粉飘浮在空气中，当表面含有蛋白质

的花粉进入人体呼吸道时，就会引起人

的免疫反应，出现过敏现象。

植物传粉的“外力”主要来自两种媒介——风和昆虫。

杨树、法国梧桐、松柏等植物，花小、没有香气、不含花蜜，只

能靠风传粉，它们的花通常被称为“风媒花”。这些花的花粉

颗粒较小，表面滑溜溜，松树的花粉甚至自带两个气囊，使其

更易飘荡在空气中。对于“风媒花”来说，每棵雄树能产生的

花粉颗粒可多达几百亿个，以增加其在空气中飘荡的花粉落

在雌花上的概率。这些花粉颗粒在空气中飘浮、存活的时

间，从几小时至四五天不等。飘浮在空气中的花粉多了，进

入人体呼吸道的概率就大了，人们也就更容易过敏。

杏花、樱花、油菜花等，或花色鲜艳，或气味扑鼻，或富

含花蜜，容易招蜂引蝶，靠它们帮忙传播花粉，被称为“虫

媒花”。它们的花粉颗粒较大，表面黏糊糊，不易随风扩

散，通常也就不会引起过敏。当然，我们赏花时也不要大

意，要是距离花太近，也会吸入花粉颗粒。为防过敏，最好

的办法就是戴好口罩，离花远一些。

在北温带地区，一旦到了夏季，繁茂的枝叶会阻碍花

粉传播、降低传粉效率，而且气温高会降低花粉活性，所以

靠风传播花粉的植物，要赶在春季开花传粉。

易引起过敏的除了花粉，还有飘飞的柳絮、悬铃木絮

等。为了抑制植物飞絮这种过敏原，城市园林工作者通常会

采取多种雄树、少种雌树或者用药剂抑制雌树结果的办法。

（作者为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部工程师，本报记者黄

晓慧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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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7 日电 （记者贺勇）记者从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了解到：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北京已进入杨柳飞

絮高发期，全市将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通过多种措

施开展精准治理，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为了从源头解决困扰市民的飞絮问题，北京正繁育和

推广不飞絮的杨柳雄株，同时，在绿地日常养护中，把杨柳

雌株作为优先修剪、间伐的主体，并结合园林绿化工程，对

现有老、残、病等杨柳雌株逐步更新改造，以从根本上减少

飞絮总量。

北京多措并举治理飞絮问题

本报杭州 4月 17日电 （记者江南）淳安县是浙江省唯一

的特别生态功能区，也是国家一级饮用水水源地，为杭州等地

供应饮用水。为了更好保护千岛湖优质水资源，淳安县不断

提高治水护水智慧化水平，构建千岛湖流域水质自动监测体

系，在全省率先实现乡镇交接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并打

造千岛湖“秀水卫士”数字化场景。

据介绍，“秀水卫士”创新运用数字孪生、大数据模型分析

等数字化手段，通过水质浮标数据、流域水文、气象作为初始

条件输入，建立水质水华预测预警模型，可以对水源地未来

3—7 天的水质和藻类的生长情况进行预测预警，为千岛湖水

源地风险防范赢得时间。

浙江淳安

提升治水护水智慧化水平

编者按：流域治理，需要强化协

作，上下游共管共治。近年来，湘赣两

省探索省际河流保护治理机制，调整

沿河产业布局，实施流域横向生态补

偿，开展联合巡河、执法，共同呵护渌

水（萍水）流域，实现一江碧水入洞庭。

■■一线调研一线调研R
■把自然讲给你听R

本报北京 4 月 17 日电 （记者李红梅）4 月 16 日 9 时 36
分，我国首颗低倾角轨道降水测量卫星——风云三号 G 星搭

乘长征四号乙遥五十一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这是我国发射的首颗、国际上第三颗主动降水测量卫

星，从此全球降水星家族有了“中国造”。同时，我国成为全球

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和倾斜四条近地轨道气象

卫星的国家。

风云三号 G 星配置了降水测量雷达、中分辨率光谱成像

仪、微波成像仪、全球导航卫星掩星探测仪等 4 台业务载荷，

其主载荷降水测量雷达是国内首次研制，整星采用主动降水

测量与被动微波、光学成像遥感相结合的方案，并通过中继技

术开展业务数传，实现全球中低纬度地区云和降水参数的高

精度遥感探测，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风云三号 G 星通过星地雷达融合应用可实现全球三维大

气、云和降水结构探测，将应用于台风、暴雨和其他极端灾害

性天气监测预报，同时在生态环境、能源、农业、健康等领域发

挥作用。

我国成功发射首颗“中国造”
降水星——风云三号G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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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交界处有条河，在江西境内叫萍水

河，在湖南叫作渌水。

这条河，从罗霄山脉北麓的杨岐山流出，

自江西进入湖南，最终进湘江、入洞庭。

在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荷尧镇大义村，

站在萍水河上的一座小桥上看，上下游各有

一栋不起眼的小房子，这是江西萍乡、湖南株

洲两地分别在萍水河金鱼石断面附近设置的

水质自动监测站。曾经，这里传出的一组组

数据，牵动着很多人的心——2018 年以前，

金鱼石断面多项水质指标长期超Ⅲ类水质标

准，有些月份为Ⅳ类甚至劣Ⅴ类。

如何共同治理并守护这条河？江西萍

乡、湖南株洲两地展开了探索。

“有什么问题，会及时沟
通、相互提醒”

在湘东区河长办专职副主任邹勇看来，

上下游责任划分不明确，是导致以前河流水

质长期不达标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鱼石断面不仅有省管的自动监测站，

还是一个国控断面。就在距国控断面不足

100 米处，还留有被拆除的采砂场的痕迹。

“前些年，有时候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人在

省界附近挖砂，湖南的来执法、就跑到江西

去，江西的来执法、就跑到湖南去。”大义村的

村级河长黄绍友说。

面对这条曾经被污染的河流，湘赣两省

逐步形成共识：两省多层次发力，探索保护与

治 理 机 制 势 在 必 行 。 2019 年 ，两 省 签 署 了

《湘赣边区域河长制合作协议》。2021 年，国

家发改委正式印发《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

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强化河长制、湖

长制，加大河湖保护和综合治理力度，共筑长

江流域绿色生态屏障。

“河流污染涉及很多因素，大致可以分为

工业源、农业源和生活源。”萍乡市湘东生态

环境监测站站长陈丽华说。渌水上游，江西

萍乡湘东区聚集钢铁、化工等企业，下游湖南

株洲醴陵市、渌口区沿江布局陶瓷、建材等产

业。治水先治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

复杂。

为了治理这条河，两省都下了壮士断腕

的决心，从产业结构和布局上破局。在江西，

自 2017 年开始，湘东区推动新建化工企业全

部入园，园区建设日处理能力 3000 吨的污水

厂，鼓励企业实行生产废水回用，最大限度减

少排放总量；关停萍水河沿岸的小纸厂和采

砂制砂厂共 20 多家，改变了过去“小散乱”的

产业结构。在湖南，2019 年开始，株洲全面

启动渌水省级样板河创建工作，提出渌水干

流水质Ⅱ类标准的目标。株洲市入河排污口

整治、城乡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农业面

源污染整治、堤防岸线及河道整治、防洪堤防

达标提质建设等行动全面启动，湘赣边、醴陵

城区及渌口城区“三个示范河段”加快建设。

各自发力的同时，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

要上下游共管、共治。针对原有巡查机制和

执法机制的不足，2020 年，萍乡与株洲两市

河长办签署《渌水跨省界流域联防联控联治

河长制工作合作协议》，在联席会议、信息共

享、联合执法等 6 个方面共同推进渌水保护

与治理。在《湘赣边区域河长制合作协议》的

基础上，《渌水（萍水）流域综合治理水利工作

合作协议》等协议陆续签订。湘东区和醴陵

市联合巡河执法常态化、规范化，严密水源地

巡查，严厉打击各类涉水违法行为。

“省界两边都有举报电话，两地均可受

理。平时联合巡河，涉及违法犯罪问题联合

执法。去年以来，两地联合巡查 40 多次。”萍

乡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刘志东说，2022 年，湘

赣边界水事联络办公室在湘东区大义村和醴

陵莲石村联合成立，双方信息共享更加及时。

政府部门间的合作，给两地的村庄带来

了示范效应。交界处各村的村级河长，开始

常态化联合巡河、交叉巡河。“大家都在一个

微信群里，有什么问题，会及时沟通、相互提

醒。”黄绍友说。

“在 6000 多万元的整体
投资中，有 2000 万元来自生
态补偿资金”

“治水初期，群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关闭

了砂石厂后，附近村镇从建筑用砂的售出地

变成了买入地，村民建房的砂石价格一下子

上升了不少。”邹勇说。

同 时 ，生 态 治 理 的 后 续 资 金 也 存 在 短

缺。如何落实生态保护责任、调动各方生态

保护长期积极性？渌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被提上日程。

2019 年 7 月，湘赣两省签订《渌水流域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根据协议，如果江西

注入湖南的水质类别达到或优于国家考核目

标Ⅲ类 ，湖 南 补 偿 江 西 ；反 之 ，江 西 补 偿 湖

南。考核的基准，就是国考金鱼石断面水质。

根据国家公布的水质评价结果，2019 年

7 月至 12 月，金鱼石断面水质为Ⅲ类。按照

约定，2020 年初，湖南兑现给江西生态保护

补偿金 600 万元。此后两年，断面达标率实

现 100% ，湖 南 每 年 兑 现 给 江 西 补 偿 资 金

1200 万元。

下游省份有补偿，中央财政和本省财政

也有倾斜。

“ 三 年 来 ，来 自 湖 南 的 资 金 陆 续 兑 现

3000 万元。同时，萍乡市获得中央、省级渌

水流域补偿资金 1.44 亿元。”萍乡市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欧阳建春说，“获得补偿不是目的，

更重要的是以此撬动生态环境投入，真正实

现流域生态持续好转。”

萍乡市整合这批资金，将过去一批因资

金不足而无法实施的水环境治理项目摆在突

出位置，主要用于渌水流域范围内饮用水源

地保护、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河湖缓冲带修

复等 27 个项目。

流经萍乡经开区的樟里河，是渌水的支

流。在湘东区湘东镇五里村附近，河水被引

入湿地公园，经过生态净化池和 3 座污水处

理站的处理，又重新回流到樟里河中。

走进五里村最接近湿地公园的一户，村

民刘绍辉告诉记者，和邻居们一样，他家的生

活污水会顺着管道统一集纳处理，不再直排

河道。

湿地公园、污水处理站以及污水管网建

设的部分资金，正是来自生态补偿资金。“在

6000 多万元的整体投资中，有 2000 万元来自

生态补偿资金。”陈丽华说。

在充分运用各级生态补偿资金的基础

上，近年来，萍乡市、湘东区财政通过多种渠

道募集资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在渌水流域

共投入 40.13 亿元用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付出真金白银的湖南，同样感受到了好

水质带来的实惠，积极推动第二轮补偿协议

落地。近日，两省签订第二轮补偿协议，实施

期至 2025 年底。新一轮补偿协议提出更高

要求，将按照水质达标标准实施差异化补偿，

突出体现水质进类提档要求。

“在项目申报之初就将
跨省合作考虑在内，一同申
报、一同实施、一个标准”

不仅是干流，对于支流的治理，也体现了

湘赣两省间的合力探索。

湖南浏阳市文家市镇岩前新村，一场热

闹的婚礼正在进行。参加的客人既有岩前新

村的，也有来自江西宜春市万载县黄茅镇大

土村的。岩前新村与大土村，被一条河流紧

紧相连。在江西这条河叫改江水，在湖南又

叫南川河，出浏阳后汇入渌水。

站在两省交界处的友谊桥上可以看到，

南川河浏阳市治理工程项目正在进行最后的

收尾工作。两岸的生态护坡基本建设完成，

多年没有疏浚的河道被重新挖深。

南川河浏阳市治理工程项目去年 10 月

开工，综合治理河段长 31.68 公里，目标是补

齐防洪短板，恢复和改善水生态环境。与一

般省内项目不同的是，南川河浏阳市治理工

程并没有在省界处截断，而是从浏阳一侧向

万载县一侧延伸了 300 米。

打破常规，是由于现实的需求。南川河

（改江水）在浏阳市境内长 74.8公里，在万载县

内仅长 12公里。“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申报，一般

要求流域面积达 200 平方公里以上，改江水流

域面积仅为 48.4平方公里，因此相对不容易立

项。”万载县水利局河长办主任李平说。

但对于浏阳来说，南川河是本市三大河

流之一，流经 5 个主要乡镇。“浏阳市南川河

被纳入了国家中小河流治理‘十四五’规划，

下拨专项财政资金 5000 多万元。”浏阳市河

长制工作事务中心主任蓝海东说。

能否在河长制合作框架下，将改江水一

部分列入南川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范围？

2021 年 1 月，湘赣边乡村振兴协作座谈

会在浏阳召开，渌水流域综合治理成为重要

议题。会上，江西万载和湖南浏阳、醴陵三地

达成了“统筹谋划上下游、干支流科学开展项

目前期与实施”的共识。

浏阳市水利局多次组织联合踏勘，规划

以交界处的友谊桥为起点，将大土村范围内

约 300 米的河道纳入南川河治理项目统筹实

施。“在项目申报之初就将跨省合作考虑在

内，一同申报、一同实施、一个标准。”蓝海

东说。

“如果以行政区划来分割项目，上游流域

面积小的地方很难申请到。但从防洪和生态

修复的角度看，下游做了，上游也要做，效果才

能更好。因此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实现上下游

联动很有必要。”刘志东也有同样的感触。

如今，不仅是渌水，湘赣边 16 条跨省河流

都在探索跨界河流共抓共管。据统计，2020年

以来，萍乡市所有国省考地表水监控断面水质

优良率保持 100%。近三年来，渌水水质持续达

到和优于国家Ⅲ类水标准，渌水醴陵市莲石段

被评为 2022年度湖南省“美丽河湖”。

图①：江西萍乡湘东区江口村，工作人员

正在清洁水面。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图②：地处江西萍乡、湖南株洲交界处的

金鱼石（大桥）断面。彭 亮摄（人民视觉）

图③：渌水湖南株洲醴陵城区段。

醴陵市河长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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