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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盐湖，古称河东盐池，总面积达 132
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

一，也是山西省面积最大的湖泊。运城盐湖

有 4600 多年的开采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

文盐田景观，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重要历史

价值。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我们要充分保护好、利用好，更要传承好运城

盐湖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运城

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退盐还湖，修复盐湖生态

盐湖北岸的“七彩盐湖”绿道上，往来行

走的游人很多。“这里原来是盐化工业生产时

期的专用运输道路，白色的是车辆抛撒的芒

硝。经过整治后，现在改造成了干净整洁、色

彩斑斓的绿道。”一名工作人员拿着两张图片

对比着说。

这条绿道的功能性转变，体现了运城盐

湖保护的一个重要举措：盐湖保护范围内停

止一切工业生产，实施“退盐还湖”。

运城盐湖有 4600 多年的食盐开采史和

70 年的无机盐开发史。上世纪后半段，当地

化工企业发展进入高峰期，对盐湖的生态环

境造成了巨大影响。

长期高强度开发，加上大量废水和废弃

物的流入，曾让运城盐湖的生态系统受到威

胁。为了保护盐湖，当地下定决心、采取多种

措施，大力恢复盐湖原有的生态功能。

2020 年 9 月，相关盐化工企业全面停止

盐湖保护范围内的工业生产活动；2021 年 3

月，运城市与山西焦煤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加快推进工业企业退盐还湖、退城入园等工

作；2022 年 5 月，运城市收回了盐湖禁墙以

内和盐湖周围汤里滩、鸭子池、北门滩和硝

池滩的土地使用权。目前，全市关停搬迁了

盐湖周边工业企业 15 家，正在有序推进厂

区实物核对、资产评估、建筑物拆除、遗址改

造等工作。

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心主任孙

冬青介绍，现在的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

发中心，就是在原盐化局彩印厂的旧址上改

建的，其功能也由“生产”变为“保护”。

“退盐还湖”的同时，运城制定出台《盐湖

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2021—2035 年）》《运

城市盐湖保护条例》等政策法规。2021 年，

盐湖堤埝除险加固及生态修复项目开始实

施，工程以保护修复为主，旨在恢复盐湖自然

历史风貌，打造独具特色的“七彩盐湖”，改善

盐湖的整体生态环境。

近年来，运城加大沿湖区域污水治理力

度，杜绝污水直排盐湖，开展“净湖行动”，及

时清理盐湖内外垃圾；实施了十里北坡绿化、

高速路通道绿化、南山荒滩荒坡绿化等项目；

推进环湖绿化，在盐湖周边形成了两季有果、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秀美景色。

同时，运城市加强对中条山的保护。一

段时间以来，由于矿石开采，中条山的山体遭

到破坏，运城全面取缔了沿山一带的采矿企

业，对中条山盐湖段凤凰谷东西两侧 4 处山

体进行修复。

几年来，运城通过实施“退盐还湖”及相

关生态修复工程，把盐湖从“工矿开发区”变

为“生态保护区”。

推进水系治理，保护好
盐湖原生态系统

盐湖北侧，施工人员正在对盐湖现有江

道进行疏浚。“通过疏浚江道，连通盐湖内部

水系、保证水循环，来控制湖水盐度变化，以

保护好盐湖的原生态系统。”运城市水务投资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素平说，“这也

是保护‘七彩盐湖’的重要措施。”

盐度的相对稳定性对保持盐湖的斑斓色

彩 至 关 重 要 ，也 是 盐 湖 生 态 保 护 的 重 要 指

标。对盐湖而言，既不能没有水，又不能水太

多，需要有个合理的度。

专家认为，盐湖水位大幅升高，会导致

盐度变低，盐湖内特有的植物、藻类、卤虫等

盐湖生态系统的基础性生物将会减少甚至

消失，影响其生物多样性。为此，古人曾经

围绕盐湖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修筑了非

常完备的防洪水系设施——如今则被称为

“一渠二河四滩七十二堰”。

运城市大力推进水系治理，恢复防洪水

系设施；投资 22 亿元，实施了鸭子池水生态

综合提升、姚暹渠水生态综合治理等项目。

目前已完成投资 8 亿元，盐湖自然湿地风貌

逐渐恢复，截污防洪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保障

了盐湖防洪安全，改善了水生态环境。

运城适时启动生态修复工程，其中包括

修建环湖绿道、边坡绿化、清淤等项目，让盐

湖恢复原有的生态面貌。在生态修复过程

中，对破损的堤埝进行修复加固，最大限度保

持盐湖的历史风貌。

融合发展，传承盐湖独特
的人文历史资源

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盐湖保护范围内不再有任何工业

生产，只保留了一小块用于展示“五步产盐

法”古法产盐的产盐区。2021 年 6 月，“晒盐

技艺（运城河东制盐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坐落于盐湖北岸的河东池盐博物馆于

2021 年 11 月开馆，通过文物、雕塑等，展出盐

池形成、历史演变、盐池产盐等内容，集中展

示、传承运城的盐文化。

“盐湖虽然停止了工业生产，但其可开

发利用的资源仍有很多。比如文化资源、旅

游资源和生态资源。”运城市副市长刁海鹏

说。近年来，运城市积极做好“文化+旅游+
生态”融合发展，通过举办池盐文化旅游周、

环湖自行车赛等活动，让盐湖成为市民亲近

自然的好去处和外地游客的打卡地。

如今，运城盐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盐湖

动植物种类日渐丰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

湿地生态系统。目前共记录鸟类约 205 种，常

见的有反嘴鹬、火烈鸟、天鹅等，还有柽柳、芦

苇、碱蓬草、蒿草、盐角草等植物 30余种。

运城盐湖 ，已成为创建黄河流域（山西

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重要区

域之一。

上图：运城盐湖美景。

赵玉祥摄（人民视觉）

实施生态修复、推进水系治理，山西运城盐湖——

黄河岸边 绽放“七彩之光”
本报记者 刘鑫焱

核心阅读

5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西运城盐湖考察时指出，
盐湖的生态价值和功能越来
越重要，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
工作，让盐湖独特的人文历史
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传承
下去，逐步恢复其生态功能，
更好保护其历史文化价值。

运城盐湖具有 4600多年
的开采史，有着深厚人文底蕴
和重要历史价值。近年来，当
地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实施“退盐还湖”，推进水系治
理，修复盐湖生态。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把自然讲给你听R

由于不同盐湖中含
有的离子组合不同，我们
在自然界可以看到蓝色、
绿色甚至棕红色的盐湖

初夏时节，随着气温不断上升，各地盐

湖宛如调色板，色彩斑斓，美不胜收。这种

美丽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首先要明确，不是所有的咸水湖都能叫

盐湖，盐湖一般指湖水含盐量达到 50 克/升
以上的湖泊。我国是盐湖资源比较丰富的

国家，超过 1000 个大大小小的盐湖主要分

布在青藏高原以及新疆、内蒙古等地。

那么，是什么让盐湖如此色彩斑斓呢？

其实，我国 98%的钾资源、超过 80%的锂资

源、50%的硼资源、50 亿吨的镁资源都赋存

在盐湖卤水中，还有巨量的石盐、芒硝、天然

碱、硝酸盐等矿产资源，盐湖可以说是一个

个“聚宝盆”。也正是由于不同盐湖中含有

的离子组合不同，以及富含盐湖微生物，如

绿藻等，我们在自然界可以看到蓝色、绿色

甚至棕红色的盐湖，十分美丽。

盐湖按成因可以分为陆相盐湖和海相盐

湖。陆相盐湖主要形成于大陆内部，如青藏

高原、内蒙古等地的盐湖；海相盐湖蒸发岩形

成于相对封闭的海湾、浅水台地等。按形成

时间，盐湖又可以分为现代盐湖和古代盐

湖。如柴达木盆地盐湖一般形成于几十万年

以来的第四纪晚期，属于年轻的现代盐湖；而

四川盆地深部的杂卤石形成于 2 亿多年前的

三叠纪，就属于比较老的古代盐湖（矿）。

无论是海相还是陆相成因，盐湖的形成

都需要三个必备条件：构造、物源和气候。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盐 湖 不 一 定 是 有 湖 水 的

“湖”。合适的构造、丰富的物源，加上持续

干旱的气候，导致湖水大量蒸发浓缩，各类

元素不断在盆地中富集，经过长时间演化，

最终形成了高矿化度的盐湖。如果补给水

源消失或减少，盐湖将进一步浓缩，甚至可

能形成地表水较少或没有地表水的干盐湖，

或者最终埋藏在地下而形成古代盐湖。例

如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湖就是一个巨大的

干盐湖。干盐湖的主要特征是在一年内绝

大部分时间是干枯的，只有潮湿季节才有暂

时性的表面卤水。

盐湖作为水圈、大气圈和岩石土壤圈相

互作用的联结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作

用。一方面，盐湖作为流域的尾闾，湖表水与

周围地下水之间存在密切水力联系，因此盐

湖在流域水文生态系统起到维持水—盐动态

平衡的作用。另一方面，盐湖虽然含盐量高，

但水中仍然生活着大量嗜盐和耐盐微生物。

由于盐湖多发育在干旱盐渍荒漠为主

的封闭型内陆高原盆地，这里干旱少雨，淡

水资源短缺，植被覆盖度低，土壤盐渍化和

荒漠化严重，物种稀少，盐湖区生态环境十

分脆弱。因此，必须统筹做好盐湖的保护利

用工作。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本报记者姜峰采访整理）

盐湖为什么色彩斑斓？
王建萍

本报北京 5 月 22 日电 （记者董丝雨）5 月 22 日是第二

十三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从协议到协力：复

元生物多样性”。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十四五”以

来，我国以旗舰物种拯救保护为抓手，持续推进就地和迁地保

护体系建设，大量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栖息繁

衍环境稳步改善。

近年来，我国系统实施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

育 培 植 、放 归 或 回 归 自 然 等 多 种 措 施 ，有 效 增 强 了 生 态 系

统的服务功能，亚洲象、雪豹、东北虎、海南长臂猿、苏铁、

兰科植物等 300 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

中有升。特别是还启动了国家公园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设立了首批五个国家公园，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科

学布局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将实现保护规模世界最大、保

护 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国

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挂牌运行，带动了各级各类植物

园、树木园、种质资源库等蓬勃发展。

此外，湿地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长江保护法、黄河

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生物安全法等法律制修订工

作相继完成，《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调整发布，自然生态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治

体系不断完善。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按照《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

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的总

体目标，持续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使全国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

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重要栖息地（生境）得到有效保护，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持续稳定向好。

推进就地和迁地保护体系建设

我国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持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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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 5 月 22 日电 （记者寇江

泽、李茂颖）2023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

球主场活动在昆明举办。生态环境部和

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

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20）》和《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

（2020）》。

开 展 生 物 多 样 性 濒 危 现 状 评 估 和

红色名录制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界 的 共 识 。 2013 年 和 2015 年 ，生 态 环

境 部 联 合 中 国 科 学 院 分 别 发 布 了《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红 色 名 录》（高 等 植 物

卷）和《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红 色 名 录》

（脊 椎 动 物 卷）。 红 色 名 录 自 发 布 以

来 受 到 国 内 外 广 泛 重 视 ，成 为 我 国 政

府 履 行 国 际 协 议 、开 展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空缺分析和制定保护对策的重要科

学依据。

近 10 年来，随着生物多样性调查和

监测力度不断加大、科学研究不断深入，

我国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的分类、系统

进化和保护等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动

植物濒危物种保护管理能力显著提升。

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于 2020 年再

次联合对红色名录进行科学调整，最终

形成此次发布更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

红色名录》，实现对中国现有分布的高等

植物、脊椎动物生存状况的全面评估和

更新。本次评估汇集了全国相关研究院

所、大学等数百位专家的力量，覆盖了全

国 野 生 高 等 植 物 39330 种 、脊 椎 动 物

4767 种。

与上一次评估工作相比，本次评估

的物种数量有较大增加。本次评估涵盖

的高等植物较上一次增加 4880 种；脊椎

动物较上一次增加 410 种。同时，物种

基础资料得到了极大丰富。本次评估

中，有 595 种高等植物和 157 种脊椎动物因相关数据得到补

充，其濒危等级获得了更新评定。

据介绍，此次评估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受威胁物种的变化

情况。评估结果显示，我国的野生植物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脊

椎动物受威胁状况的恶化趋势有所减缓，部分物种濒危状况

持续向好。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

生物多样性受威胁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经济和社会活

动的影响，依然有一些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一些

重要生态系统退化，珍稀物种生存受到威胁。”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张涛说，“因此，我们需要定期开展物种现状评估，及时掌

握受威胁情况并制订红色名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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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2日电 （记者李晓晴）近日，农业农村部

在各省份推荐基础上遴选发布 2022 年十大农作物、畜禽、水

产优异种质资源，旨在提升全民资源保护意识，引导科研单

位、种业企业深入发掘资源潜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

和产业优势。

此次遴选发布的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均为 2022 年

在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中新发现的珍稀特色、具有创新

开发利用价值的地方品种，包括明水大红芒香稻等 10 个。十

大优异畜禽种质资源是我国养殖历史悠久、具有典型体貌特

征和品质特性的地方品种，包括清远麻鸡等 10 个。十大特色

水产种质资源为初步突破繁育养殖技术、推广初具规模的水

产养殖品种，包括秦岭细鳞鲑、瓦氏雅罗鱼等 10 个。

2021 年，农业农村部启动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计划

用 3 年时间，全面完成农作物、畜禽和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

查，抢救性收集保护一批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去年扎实推

进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工作，农作物种质资源野外普查收集全

部完成，实现了对 2323 个农业县（市、区、旗）的全覆盖，新收

集种质资源 12.4 万份。

2022年十大优异农业种质资源发布
去年新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12.4万份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正子村，一

排排以美丽乡村、绿色生态等为主题的“彩绘

墙”引人注目。在村委办公室，由东兴区政府

办、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等 4 个

单位组成的“正子村农村面貌改善行动帮扶

队伍”工作人员，按照清单一项项对照推进工

作进度。

为了解决劳动力流失问题，内江以农村

面貌改善行动为突破口，制定出台《内江市推

进农村面貌改善行动实施方案》，确定了规划

编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乡村治

理等 8 项重点工作。

正子村是东兴区首批示范点。东兴区乡

村振兴局局长刘涛介绍，通过从帮扶单位选派

业务骨干、专业技术人员蹲点帮扶，7000 多万

元财政资金全力保障，强化与四川农业大学

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等措施，短短几个

月，正子村的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在位于正子村的中药材产业科技示范园

内，58 岁的管护员罗世全正在自己的“责任

田”清理杂草。141 亩的示范园，由罗世全和

另外 7 名村民共同管护，管护费、收益分配等

加起来，每人每年收入有 4 万元，这让罗世全

有了留在村里发展的底气。

正子村党支部书记何玉明介绍，依托离

城区近、毗邻文化旅游园区等优势，正子村确

定以农旅融合为主导产业，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整治撂荒地 260 余亩，建设大豆油菜

复合种植基地 740 亩。中药材产业科技示范

园同步实施粮药套种，通过“玉米+天冬”“大

豆+天冬+佛手”等套种，实现粮药综合亩产

值达 1.2 万元。

村民杨小兵种植 6 亩两季鲜食玉米，一年

收益可达 4万元，与以往相比收入翻了两番。

村两委在环境卫生、邻里关系等方面，召

集各村村民小组长、党员代表、群众代表，每

户每月评定不同星级，年底根据相应标准进

行奖励，村民环境卫生意识显著提高。

在内江其他示范点，结合自身实际，突

出一村一韵、一户一景，改善效果良好。目

前，内江启动首批 18 个目标镇（街道）、188
个村、72 个社区的农村面貌改善工作，截至

3 月底，已完成投资 1.68 亿元。“农村面貌改

善，绝不仅仅是农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只有产业兴旺了，才能让农村留得住人，成

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内江市委书记邹

自景表示。

四川内江改善农村面貌

村庄美推动产业兴
本报记者 王明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