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清晨，雨停了，雾气散开，远处传来

潺潺水声，沉寂的大山渐渐苏醒。

太阳出来了，周厚林收拾行囊，一个背

包、一台相机、一根登山竹棍……幽静的里河

大峡谷里，风吹起树叶响起沙沙声，伴着他出

发的轻快脚步。

这里是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今年 53 岁的周厚林是保护区一名工作人员，

他是一个喜欢与植物为伴的人。

窄窄的石头上铺满落叶，潮湿的石壁上

长满苔藓，身侧就是悬崖，周厚林身姿矫健，

脚程也比一般人快不少。

周厚林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在大山

里，不说话，习惯了。”随着周围草木逐渐茂

密，他的话才多了起来，“这个叶子很香，是樟

科植物特有的香味”“别瞧这个不起眼，这可

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是川东地

区特有物种短尖忍冬”……

巡山的日子久了，周厚林逐渐能辨认常见

植物，偶尔还能发现“新奇物种”。从 2012年开

始，周厚林爱上了观察、记录植物——拍照片，

翻看资料，向植物学家请教……拥有庞大植

物资源的五里坡，成为周厚林的天然课堂。

2022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和

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联合发表并命名了一种植物新物种——

三峡白前。这是夹竹桃科白前属多年生草本

植物，我国共有白前属植物约 90 种。此次新

物种的发现，周厚林就参与其中。

2019 年，周厚林在五里坡和阴条岭发现

了这种植物，三峡白前细长的藤攀附着生长，

初见时似乎与周围草叶没什么不同。拍下照

片后，他兴冲冲地和植物专家团队分享了这

个 发 现 。“保 不 齐 是 个 新 物 种 ，带 回 去 研 究

下。”此后，他又多次和专家团队展开植物调

查、标本查找和形态对比、基因分析等，最终

确定为植物新物种。

此前，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熊驰

研习员和周厚林联合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

时，在五里坡发现疑似唇形科新物种居群，后

经证实，这个植物新物种被命名为矮生假糙

苏，这一学术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想要发现新奇的植物，往往要去没人去

过的地方。”周厚林说，矮生假糙苏的发现，就

是在一个阴暗深沟的碎石缝里。摔跤、受伤，

对周厚林来说早已习惯。除了植物新物种的

调查研究，周厚林还参与发现五里坡保护区

植物新记录物种 30 余个。翻看相机，跟记者

回忆和它们初次“见面”时的场景，周厚林兴

奋起来：“这些都是五里坡的宝贝。”

愈往深处走，道路愈加崎岖。拐个弯的

工夫，周厚林不见了！

没过多久，旁边小路传来沙沙声，周厚林

拨开树枝，探出头来：“刚发现个黄杨科野扇

花属的植物，你瞧，它的茎是‘之’字形状的。”

拿出采集袋，周厚林小心翼翼地将一段小枝

装进去。

如今，每当有科研团队来五里坡科考，都

要来找周厚林一起进山。裤腿和袜子上擦些

肥皂可以免受蚂蟥的袭击、泡点林檎叶能防

止水变质……常年在山林中奔波，周厚林的

野外生存经验派上大用场。

天色渐暗，准备返回。路过里河沟，周厚

林拿出录音笔：“嘘，我记录下泉水的声音。”

这些年来，周厚林一直搜集五里坡各类自然

元素。每次发现珍稀植物，他都要记录留存，

形成了一份独特的珍稀植物分布图。

走出大山，他又变得沉默。上了车，收拾

好行囊，周厚林小声嘟囔道：“明天还要再来

看看。”

图①：三峡白前。

周厚林摄（人民视觉）

图②：周厚林在野外进行植物调查。

谭瑜州摄（人民视觉）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周厚林——

山林相依 植物相伴
本报记者 常碧罗

核心阅读

辽河是辽宁的母亲河，曾
因污水无序排放等原因，生态
环境问题突出。近年来，当地
实施生态工程建设，修复流域
生态，辽河流域水质明显提
升、河湖生态面貌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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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

王”的美誉，其实芍药原先比牡丹名

头更响亮。北宋文学家王禹偁《芍

药诗并序》说芍药“百花之中，其名

最古”。

相 比 而 言 ，牡 丹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期 并 不 为 人 所 知 ，甚 至 连 名 字

都 没 有 ，人 们 用“ 木 芍 药 ”来 代 指

牡 丹 。 牡 丹 的 兴 盛 始 于 唐 朝 ，唐

朝诗人白居易在《牡丹芳》中描写

道 ：“ 花 开 花 落 二 十 日 ，一 城 之 人

皆若狂。”

从植物学上看，牡丹与芍药同

属芍药科芍药属。那我们该如何区

分它们呢？

牡丹和芍药的花期不同。民间

常有谷雨时节看牡丹，立夏时节赏

芍药的说法。其实这描述的是北方

的情形。在江淮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清明前后牡丹就进

入盛花期，随后就到了芍药绽放的时节。赏完牡丹赏芍

药，让人大饱眼福。由于栽培技术的发展，如今牡丹和芍

药可以通过人工调节，在一年四季随时开放，点缀人们的

生活。

牡丹为落叶灌木，而芍药为多年生草本植物。简单

地说，牡丹是“木”，芍药是“草”。牡丹有比较硬而坚挺的

茎，而芍药的茎属于草本，柔软纤细。到了秋冬季节，牡

丹地上部分还能留有一段茎。而芍药的地上部分全部枯

黄凋落，只有根还在泥土中延续生命。

牡丹的叶子颜色是黄绿色或者浅绿色，叶片比较

宽 大 ，有 3—5 个 叶 裂 ，形 似 鹅 掌 ；芍 药 的 叶 子 呈 深 绿

色，叶片较窄，1 个叶柄上有 3 片小叶，叶片深裂，状若

鸡爪。此外，牡丹花径较大，花瓣数量比较多，层层叠

叠 ，给 人 以 雍 容 华 贵 之 感 。 芍 药 花 径 略 小 ，显 得 更 加

匀称秀气。

作为深受人们喜爱的观赏植物，牡丹和芍药的颜色

都很丰富。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植物，野生的牡丹种类均

出自中国。利用野生牡丹资源，越来越多优良品种被培

育出来。从颜色上说，以黄、绿、肉红、深红、银红为上品，

黄、绿尤其珍贵，金黄色的品种格外夺目。

（作者为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本

报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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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干流之源”——在辽宁省铁岭市

昌图县长发镇王子村福德店，一座石碑立于

辽河岸边，六个大字笔力遒劲。东、西辽河

在此汇合为辽河干流，悠悠辽河水奔流不

息，滋养一方沃土。

辽河在辽宁省内长度 554 公里，干流经

过铁岭、沈阳、鞍山、盘锦等市，流域山川俊

秀。曾经，辽河连续枯水，甚至出现断流现

象，生态水面严重不足，植物成活率低……

如今经过治理，辽河面貌持续改善，水美景

更美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加大综合治理力度，提
升干流防洪能力

“早些年，大伙儿都在河滩上种玉米，打

农药、施肥有污染不说，秋收后河滩就是光

秃秃的。”说起辽河，今年 74 岁的赵景武眯起

眼睛，回忆以前的场景。赵景武家在长发镇

王子村，在河边住了一辈子。

那 时 更 严 重 的 污 染 ，来 自 工 业 排 放 。

2005 年，辽河全河段为劣Ⅴ类水质，有 5 项

指标年均值超标，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分

别超标 60%和 80%。

不只水质差，其他问题也不少：十几年

前，干旱造成辽河水量偏少，甚至出现断流；

维持河道内生物繁衍和滩地内植被生长的

生态水面严重不足，植被退化严重；河滩裸

露，土地沙化严重……

转变始于十来年前。为保护辽河流域

生态，辽宁省划定辽河保护区，成立辽河保

护区管理机构，通过实施采砂疏浚清障、源

头治理保护、中小河流治理、城镇河段整治

等措施，有效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今 年 2 月 ，在 沈 阳 市 沈 北 新 区 辽 河 鲁

家 大 桥 南 岸 ，数 台 大 型 挖 掘 机 械 正 在 作

业 ，工 程 车 辆 往 来 穿 梭 。 据 了 解 ，这 是 辽

河 干 流 防 洪 提 升 工 程 沈 北 新 区（石 佛 寺）

段的一部分。

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是国家 150 项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总投资 70 亿元。实施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等工程以来，

辽河干流防洪能力全面提升。通过加大水

污染综合治理力度，辽河流域水质正在逐年

好转。

实施生态工程建设，完
善湿地生态系统

乘一叶扁舟，沿水路向深处摆渡，船头

一转，水面豁然开朗。远处，一座大坝矗立

河中，正是辽河干流唯一一座大型控制性水

利枢纽工程——石佛寺水库，水库防洪库容

1.6 亿立方米，不仅完善了辽河干流的防洪

体系，同时还承担着沈北新区生产和生活供

水任务。

2009 年以来，石佛寺水库实施了整体生

态工程建设。如今，库区植物覆盖面积达

1.5 万亩，其中芦苇 2600 余亩、蒲草 5500 余

亩、荷花 3000 余亩，各种乔灌木 20 余万株。

“经过多年的生态建设及后期涵养，水库已

经形成了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力争实现旅

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资源优势与经

济优势相互促进转化。”辽水集团石佛寺水

库副总经理高云彪说。

河水潺潺，鸟鸣清脆。在沈阳市康平县

青龙山生态示范区，遥望辽河两岸，康平县

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张春栢说：“经

过十年治理，辽河康平段的生态环境确实改

善了不少。”

十余年来，康平县按照辽宁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治理辽河、恢复辽河生态”总体要

求，全面推进辽河干流康平段的治理保护工

作。“只有保护好辽河生态环境，游客才会多

起来。”张春栢说。

在 开 原 市 ，五 棵 树 橡 胶 坝 成 为 辽 河 治

理的亮点。它是辽河干流生态抗旱蓄水重

点 工 程 之 一 ，可 将 水 导 入 下 游 800 亩 湿 地

内，有效提升生态效益。

“ 橡 胶 坝 建 成 后 ，上 游 形 成 湿 地 水 面

2029 亩 ，与 滩 地 林 木 带 、护 堤 林 相 结 合 ，

使 这 里 成 为 水 清 、岸 绿 、林 茂 的 绿 色 通

道 。”开 原 市 水 利 事 务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马

波 说 。

如今，辽河两岸美景再现。辽河流域有

序推进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县建设，河

湖生态面貌持续改善。辽宁积极创建辽河

口国家公园，河道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物

多样性得到恢复。

生态效益带来经济效
益，激发文旅产业发展动力

潮起潮落间，4000 余米长的木栈道蜿蜒

向前……在盘锦市西郊，辽河三角洲末端，

水网密布，特殊的地质构造、大片的芦苇、林

地、河流、滩涂、沼泽、坑塘、沟渠、稻田，构成

了独具特色的北方滨海河川湿地自然景观。

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让这里成为盘锦旅

游的标志性景区之一。“独特的湿地自然景

观、浓厚的生态文化气息，吸引着许多游客

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游玩，景区解决就业岗位

超 100 个，5 年来累计接待游客约 100 万人

次。”鼎翔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赵晓波介绍。

在鞍山市台安县，辽河生态之美正被转

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台安县以张荒

地公路桥两侧的辽河水体为轴，规划总面积

40 平方公里的辽河台安文化旅游区，推进辽

河沿线生态景观、人文景观和休闲娱乐设施

建设。

每到夏季，铁岭莲花湿地游人如织。这

里既是“城市绿肺”，又是辽河的“净水器”。

“铁岭老城区每日排出的 2 万吨生活污水经

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流经潜流湿地和表流湿

地，再进入莲花湖。土壤及植物根系中的微

生物可以进一步去除水中污染物，有效减少

莲花湖水体水质污染，基本实现市区污水对

辽河的零排放，改善辽河干流水质。”莲花湿

地负责人杨帆介绍。

辽宁省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辽河从初步遏制污染加剧的趋势，到日渐恢

复生机，“辽河清、流域兴”的美好景象正在

逐步实现。

下图为辽河开原段。

张宝良摄（人民视觉）

开展流域综合整治，改善河湖生态面貌

为了辽河水美景更美
本报记者 辛 阳 刘佳华

本报昆明 4 月 19 日电 （记者叶传增）云南省生态环境

厅近日印发《2023 年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环境执法工作

方案》，《方案》明确要坚持用最严执法保护九大高原湖泊流

域生态环境，助力涉及九湖流域劣Ⅴ类国控断面全部脱劣、

省控断面大部分脱劣目标实现，不断提升九湖流域生态环

境执法能力和水平，推进九大高原湖泊水质、水生态、水环

境持续改善。

为持续强化九湖流域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工作，《方案》从

九湖流域内涉水排污单位、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三同时”制度和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执行情况、九湖流域

自然生态执法检查等方面，明确了执法工作内容。

云南

严格执法保护九大高原湖泊

想要发现新奇的植物，
往往要去没人去过的地方

■绿水青山守护者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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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吹起水面阵阵涟漪，岸边坡上的茶园里，茶香春色令

人心旷神怡。

在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百丈镇解放村，村级河长彭启华

每天都要来村里的水库转转。“现在库区正在清淤，水位虽然

低了，一眼望去还是清亮。”彭启华说。

解放村内水系丰富，拥有一河二渠、三座水库。彭启华回

忆，早年间河湖水质好，但随着村里发展养殖业，河湖水质开

始受到影响。“2020 年，大家意识到再不治理，村里环境受影

响，对产业发展也没好处。”彭启华说。2021 年，解放村开设

了村级河长工作室，群众可以随时向工作室反映河湖问题。

“把收集到的问题整理分析，养殖污染是出现最多的。”彭启华

说，由河长工作室牵头，村委引导养殖户一一签署规范养殖行

为承诺书，违规即受村规民约处罚，全村人一起监督。严肃处

理几起偷排漏排事件后，河湖环境明显好转。

“河湖是大家的，管护也得靠大家。”解放村党员志愿巡护

队成员赵学坤告诉记者，村里充分发动村民，常态化开展管护

巡查和宣讲劝导，还设立了乡风文明生态超市，对积极参与河

湖管理、自觉保护生产生活环境的住户进行评比和奖励，村民

参与热情很高。

如今，村里水库水质从以前的劣Ⅴ类转变为Ⅲ类，河湖面

貌大为改观，村内人居环境也随之提升。加上茶产业蓬勃发

展，现在，前来游玩品茶的人络绎不绝。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

副主任刘锐介绍，2022 年，四川省部署在成都市、攀枝花市等

7 个市州选取一定数量的村（社区）根据水域和农户数量、农

村河湖治理基础条件等情况，因地制宜创新更多河湖管护做

法，今年还将在其他市州全面推广基层河湖长制管护模式。

四川雅安完善基层河湖长制

村级河长发力 村民共同参与
本报记者 李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