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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2 标段完成互花米草治理。该项

目旨在保护与修复堤外海滩、恢复潮间带

生物多样性、打造绿色生态空间与亲海近

海空间相融共生的滨海湿地生态廊道。

互花米草为外来入侵物种，对临港滨

海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施工团队将基

本清理 22.7 万平方米互花米草，再种植芦

苇、海三棱藨草等，并投放底栖生物，以丰

富该地区生物多样性。

刈割清除互花米草，
促进生态修复

由于有固滩、消浪作用，本世纪初，上

海崇明曾在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引种互花米草。不出几年，互花米草就抢

占了本土植物海三棱藨草、芦苇的生存空

间。截至 2011 年，互花米草在崇明东滩分

布面积已达 21 平方公里左右，并引发了一

系列生态问题。

地处长江口的崇明东滩是亚太地区

迁徙鸟类重要的中途停歇点和越冬栖息

地。海三棱藨草的球茎、种子是鹤类、小

天鹅及其他植食性雁鸭类的主要食物来

源。互花米草的蔓延，严重影响鱼类和底

栖动物的生存。

2005 年 起 ，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牵头调集全市相关委办局和高校科研力

量，摸索出工程学和生态学相结合的“蓄

水刈割法”，形成大规模清除互花米草技

术综合集成。2013 年 9 月，崇明东滩生态

修复项目开工。项目实施总面积约 25 平

方公里，包括互花米草生态控制、鸟类栖

息地优化和科研监测基础设施三大建设

内容，在保护区内围堤 27 公里，建 44 公里

随塘河、4 座涵闸和 1 座水闸，阻止互花米

草继续扩散；在互花米草生长期，通过水

位调控淹没其根系，阻断光合作用，同时

刈割清除互花米草 25367 亩；促进东滩本

土物种逐步恢复，人工种植海三棱藨草

2000 亩、海水稻 427 亩。

“互花米草一割，第二年鸟就飞回来

了。”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

支部书记、主任钮栋梁说。自 2016 年项目

完工至今，东滩保护区互花米草控制率达

95%以上，修复区内主要土著植物的生长

面积达到 1.4 万亩，鱼类种类恢复至 21 种，

大型底栖动物恢复至 25 种，生态修复区内

外鸟类种群数量均明显增加。

探索技术精治理，完善
机制保长效

一大早，山东省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合执法部海域保护科负责人刘光辉赶

往广利港疏港路南侧的海滩上，查看互花

米草治理情况。“这片海滩上，互花米草曾

一度泛滥，翅碱蓬、芦苇等滨海原生植物

的生存空间被严重侵占。”刘光辉回忆。

踩着泥泞，刘光辉到达海滩深处。拿

起铁锹，在海滩上的监测点位挖了下去，

被挖出来的互花米草根茎已有些腐烂。

“可别小瞧了它，这种植物的生命力极其

顽强，现在气温和湿度还不是很适宜，天

气暖和后它们可能还会发芽，必须盯紧，

及时清理。”刘光辉说。

2020 年，山东正式启动全省互花米草

治理工作，印发实施《山东省互花米草防治

实施方案》，要求 3 年内基本遏制扩散态

势，全面提升综合防治能力，为全省治理互

花米草提供了方向。

东营市地处黄河三角洲地区，是山东

互花米草防治的重要区域，为此，市一级

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治理专

班，沿海 5 个县区、市属开发区均成立本级

治理专班，统筹解决全市互花米草防治问

题，刘光辉便是东营经济开发区治理专班

中的一员。

专班牵头，具体怎么干？山东发挥科

技优势，组织生物、生态环境等领域专家，

编印《山东省互花米草治理技术手册》。

“东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精准治理，针对

不同生境的互花米草，因地制宜采取刈

割、刈割+翻耕、刈割+围淹等治理措施，

科学确定刈割留茬高度、翻耕深度和围淹

水深等技术指标，组织专业队伍分区分段

同步治理。”东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局

长荆向辉介绍，2020 年至 2022 年，全市共

治理 10547.4 公顷互花米草。经过几年治

理，山东省互花米草存量大幅减少，快速

蔓延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治理区域生态功

能逐渐恢复。

但是，互花米草治理是一场持久战，

局部区域复生较为明显，为此，山东鼓励

各地探索建立长效防治机制。“市里多措

并举，用好科技力量，建立健全互花米草

监测网络，实施治理全过程跟踪评估，同

时，将互花米草防治成效纳入各县区、市

属功能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以

‘清单化’推进日常治理，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清理。”刘光辉说。

加强后续管护，逐步
恢复生物多样性

初夏时节的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东

吾洋，海水澄净，滩涂上成片的红树林茁

壮生长。“如今生态好了，得抓紧多投些鱼

苗，扩大养殖。”渔民陈发胜说。

就在半年多前，这片滩涂上还生长着

近 1.5 万亩互花米草。“疯狂生长的互花米

草不仅导致航道堵塞、生态环境破坏，还

严重挤占了我们渔民的生产生活空间。”

陈发胜说。

互 花 米 草 耐 盐 耐 淹 、繁 殖 力 极 强 。

福建是受互花米草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

一，东吾洋是福建最大的互花米草连片

分布区。

2022 年 9 月，福建全面打响互花米草

除治攻坚战，按照“一年明显见效、二年基

本除治、三年完成修复、长期加强管护”的

总体目标，将互花米草除治纳入省政府年

度重点工作。

省市县资 金 的 接 连 下 达 、自 上 而 下

的空前重视，让当地渔民看到转机。统

一行动方案、购置专业设备、提升治理技

术……政府、科研院校、群众等各方面力

量齐参与。截至今年 1 月 14 日，福建全面

完成 13.66 万亩互花米草除治任务，比原

计划提前 8 个月，除治攻坚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

首轮清除过后，如何加强后续管护？

东吾洋东岸，巡护人员隔三差五就会来到

这里——巡护、监测、预警。霞浦县林业

局工作人员陈孝煜介绍，宁德市为此专门

建立了一套互花米草网格化管护办法，建

立了专业管护、长效管护、日常巡护等“智

慧+人工”相结合的监测预警机制，并以林

长制为抓手开展分区分类定期巡查。

坚持除、用、管一体化除治模式，福建

鼓励各地对互花米草除治区进行生态修

复和保护利用。霞浦县盐田乡鹅湾村，原

先受互花米草侵蚀，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

滩涂摄影打卡点。

沿海省份推动互花米草综合治理、共护海岸带生态系统

防控外来物种 保护海洋生态
本报记者 田 泓 李 蕊 王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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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花米草是外来入侵物
种，耐盐耐淹、繁殖力极强。
它的迅速扩散会引发一系列
生态问题。我国启动了互花
米草防治专项行动，力争到
2025年全国互花米草得到有
效治理，各省份清除率达到
90%以上。

近年来，沿海省份探索互
花米草治理机制，加强除治、
监测、管护一体化推进，互花
米草存量大幅减少，快速蔓延
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
性逐步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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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9日电 （记者王浩）5 月 9 日，水利部组织海河水利委

员会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省水利厅，以漳卫河为代表，通过视频连线

形式开展了 2023 年海河流域防洪联合演练。

演练选取 2021 年漳卫河洪水为本底，将洪水过程适当放大，运用漳

卫河防洪“四预”平台进行模拟推演和方案比选，实时分析洪水演进过程

和存在风险，开展骨干水库调度、水文应急测报、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堤防

险情处置等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洪水防御各环节。

针对海河流域特点，水利部门将进一步完善雨水情监测、洪水预报预

演、水工程调度运用等方案预案，提高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抓紧清除河道

内行洪障碍，开展獾洞等堤防隐患排查整治，落实水库安全度汛和堤防巡

查防守措施，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坚决守住防洪底线。

水利部开展海河流域防洪联合演练
全面检验洪水防御各环节

本报北京 5月 9日电 （记者顾仲阳）国家林草局、公安部、海关总署

自近日起至 6 月 30 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护松 2023”打击涉松材线

虫病疫木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以开展线索摸排、集中破案攻坚和开展行业整治为三

项主要任务，将通过部门联合整治，依法严厉打击涉松材线虫病疫木违法犯罪

行为，坚决斩断非法采伐、加工、经营、运输松材线虫病疫木的利益链，全面加

强松材线虫病疫源管控，切断人为传播途径，切实维护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由国家林草局、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建立协调机制，

各部门有关司局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林草

局。各地由林草、公安、海关等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并建立相应协调机制，

统筹推进专项整治行动。

三部门联合开展“护松2023”行动

打击涉松材线虫病疫木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兰州 5月 9日电 （记者银燕）近日，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印发《甘

肃省生态环境厅全力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8 条措施》。根据《措

施》，甘肃省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成绩突出地区奖补力度，设立流域横向

生态补偿省级奖补资金，有序推进流域市州、县区横向生态补偿；对签订

补偿协议、考核断面全年平均水质达标的市县，每年奖励 300 万元至 1000
万元，连续奖励 3 年；根据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结果设定奖补额度，对考

核优秀市州加大切块奖补力度。

根据《措施》，甘肃还将实施总投资 1.48 亿元的 4 个土壤污染源头管

控工程项目，在 4 个以上地级市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分，完成 14
条农村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24%以上。

对生态环境保护成绩突出地区

甘肃出台措施加大奖补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