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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划线器往肩上一挂，双手后拉、左脚

一 蹬 ，王 立 德 甩 开 膀 子 、踩 着 黄 沙 踏 步 向

前。在他身后，一个个间隔 1.5 米的方框渐

次成型。不远处的沙格上，来小军背草，王

春梅铺草，徐延山埋沙……他们，都是参与

治沙的村民，来自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大靖

镇白家窝铺村。

这里是位于腾格里沙漠甘肃、内蒙古交

界处的大红豆子梁，也是石羊河中下游防沙

治沙林草综合治理项目第八标段的施工现

场。“通过压沙造林，古浪县境内 238.9 万亩

腾格里沙漠中 94%以上的面积已得到治理，

今年将全面完成。”古浪县林草局高级工程

师李天智说。

因地制宜，科学治沙——
人工压沙种植植被成活

率明显提高，有的地段可达
85%左右

“5 月初下了一场雨夹雪，近期沙土墒情

不错，我们瞅准时机抓紧扫尾。”施工带头人

徐 香 川 说 ，压 沙 一 年 两 次 ，主 要 在 春 秋 两

季。“我们小队共 8 个人，自带干粮和水，从早

晨干到天黑，一天能压 10 亩地。”

划完沙格，开沟犁跟上沿线挖沟，半米

高的稻草随之铺到沟里，工人再铲沙压到

稻草中间，一个“双眉式”草方格沙障就完

成 了 。“ 压 一 亩 沙 地 ，要 用 稻 草 500 千 克 左

右。草方格大小，按 1.5 米见方设置。”徐香

川说。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沙 格 没 有 延 伸 到 沙

梁顶上，而是到坡面高度的 2/3 处。这有什

么讲究？“古浪县常年刮西北风，沙梁顶上

的沙子是风蚀堆积起来的干沙，墒情差，水

分条件不适宜栽植树木。在迎风坡面高度

2/3 以下和丘间低地造林，能起到前挡后拉

的作用，从而削低沙丘高度。”李天智解释，

当地以前也曾在沙梁顶上压沙种树种草，

但成活率很低。

顺着崎岖的沙漠公路向东南方向行驶

约 15 公里，便来到古浪县 2020 年度规模化

防沙治沙试点项目区。在十二道沟新修治

沙道路两侧，1 米多高的梭梭、柠条等沙生灌

木随风摇摆，有的沙拐枣树甚至已经长到

2 米多高；低矮的沙米、沙蒿等草本植物已经

返青，虽然密密麻麻，但依稀可见当年压沙

稻草的痕迹。

“刚种下时，小草和灌木要靠稻草‘掩

护’挡风。我们采取行间交叉混播方式，栽

植适合沙漠生长的植被，现在都已经长起来

了，天然植被也在逐步恢复。”李天智介绍，

根据国家标准，干旱地区旱作造林成活率达

70%才能验收合格。目前，古浪通过人工压

沙种植的植被成活率明显提高，有的地段可

达 85%左右。

古浪县北部 20 多个重点风沙口之中，有

一个叫八步沙。这里曾狂风肆虐，沙漠不断

侵蚀着村庄和农田。1981 年，当地 6 位老汉

响应国家号召，以联户承包形式组建八步沙

集体林场种树治沙。他们立下誓言：“我不

在了儿子干，儿子干不动了孙子干，每家都

要有一个接班人！”如今，八步沙林场第一代

治沙人只有张润元健在，第二代治沙人也逐

渐老去，接力棒交到了第三代治沙人郭玺手

中。他在沙漠中养殖“溜达鸡”，在梭梭树下

嫁接肉苁蓉，利用直播销售推广。

绿化乡村，美化环境——
累计完成村镇国土绿化

44.38万亩，重点村庄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

在横梁乡绿洲小城镇——春晖新村，王

沛仁的生活迎来了大变化。2018 年底，一家

人告别土坯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老

家在横梁乡横梁村，离这里 50 多公里，海拔

2600 多米。”王沛仁说，那里十年九旱，“绝收

的年景，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更令人煎熬的，是几乎见不到树、看不

到绿，每家每户院子周边的树最多不超过 3
棵，还是祖辈栽下的。“雨水很少，有时候还

要赶着骡车到二三十公里外的水沟里拉水

吃。”王沛仁回忆，到了旱季，连人吃的水都

要靠泥浆沉淀，根本没水浇树栽花。现在，

他们不仅喝上了清冽甘甜的自来水，小区里

还种上了丁香、国槐、榆树、松树等适宜当地

生长的树种。

“为了景观效果更好，我们按乔灌草花

结合的思路引种了玫瑰、牡丹和芍药，实现

了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去年栽

了 2000 多棵树。”春晖新村党总支副书记仲

秀堂说。

古浪，名字中带水，却极度缺水，多年

平均降水量仅有 306.7 毫米，没有一条四季

有水的河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面临“先天

不足”。

2012 年，古浪决定按照“南护水源、中保

绿洲、北治风沙”的思路，先后在黄花滩移民

区开工建设 12 个移民新村和 1 个绿洲小城

镇，搬迁安置南部山区 11 个乡镇、73 个村共

计 6.24 万人。

乡亲们搬走之后，宅基地复绿、退耕退

牧 、还 林 还 草 等 项 目 在 南 部 山 区 全 面 展

开。“我们依托‘三北’防护林、祁连山山水

林田湖草沙生态修复等工程，在东起新堡

乡、西至定宁镇建设长 50 千米、宽 20 千米

的南部山区生态修复治理区，采取‘退、封、

造、管’等措施，开展水源涵养林建设。”李

天智说。

在位于县城东南方向的铁柜山生态治

理恢复区，草木丛生，原野辽阔。“这里是十

八里铺乡上团庄村旧址，现在房屋已经全

部拆除，并进行生态修复。”负责项目实施

的武威昊天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

德 鹏 说 ，该 公 司 已 在 南 部 山 区 恢 复 植 被

4000 多亩，并承担黄花滩移民区乡村绿化

2000 多亩。

治 理 修 复 之 后 ，南 部 山 区 生 态 明 显 好

转。一位林业干部告诉记者，平时进山时经

常能看到狐狸、黄羊等野生动物，有时还能

看到金雕。党的十八大以来，古浪县累计完

成村镇国土绿化 44.38 万亩，有 2 个村获评国

家森林乡村，并创建 1 个省级森林小镇，全县

森林覆盖率由 2012 年的 12.2%增长到 2022
年底的 12.75%，重点村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助推了乡村振兴进程。

落实制度，加强管护——
严格落实草原禁牧制

度，建立县、乡、村三级林长
制责任体系

王沛仁“下山”不久，刘生红等人开始

“上山”，马路滩林场从黄花滩镇搬迁至横梁

乡。“林场共有 48 名职工，管护范围 24.79 万

亩，主要是草原。下设上条、团庄、尖山、石

城 4 个管护站，每个管护站 6 至 7 名护林员不

等。”场长刘生红说，管护站责任到人，护林

员人均管护面积 9000 亩。

拨 开 匍 匐 在 地 的 芨 芨 草 ，赵 辉 半 蹲 下

身 子 ，小 心 翼 翼 地 从 一 条 羊 肠 小 道 上 滑

下。这条不足半米宽、仅容一人通过的陡

坡，是他每天巡护的必经之路。“9000 亩管

护面积，每两天要徒步走一趟。上午 10 点

出来，回去就下午 4 点左右了。”今年 53 岁

的赵辉，是团庄管护站护林员，从事护林工

作已经 31 年。

为了查看草原有无人为破坏、偷牧放牧

或者围栏有无破损，赵辉每天至少要走 10 公

里。“有些实在到不了或者太陡峭的区域，只

能靠望远镜。”他说，随着管护力度的不断加

大，草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茂盛。

自 2011 年开始，古浪县境内实施草原禁

牧，严厉打击违规放牧等行为，坚决做到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片。同时，当地大

力实施退化草原修复治理工程，累计修复

91.05 万亩退化草原，草原植被盖度由 46.2%
增长到 46.99%。“全县设立 735 名林长，建立

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林长制责任体系，形成

‘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的工作格局。”李天智说。

自 2013 年以来，古浪县全体公职人员每

年春节、国庆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一件事，就

是压沙造林。“林草部门划分各部门任务并

提供技术支持，纪检部门跟进督查进展。”古

浪县林草局局长季玉有介绍，县城区机关、

国有企业、乡镇和社会团体累计压沙 7.3 万

亩，参与人数超 4.4 万人次。

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当 地 累 计 完 成 人 工 造 林

183.79 万亩。古浪北部长达 132 公里的风沙

线、20 多个风沙口得到遏制——昔年荒蛮的

不毛之地，如今绿草如茵；曾经连绵起伏的

沙丘，已被厚厚的草丛覆盖。

图①：治理之后的古浪县南部山区。

图②：腾格里沙漠中压沙之后的草方格

沙障。

以上图片均由古浪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压沙造林，草原禁牧，扎实开展国土绿化，甘肃省古浪县——

从沙丘连绵到草木丛生
本报记者 付 文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核心阅读

古浪，名字中带水，却极度缺水。位于祁连山北麓、腾格里沙
漠南缘的甘肃省古浪县，是全国荒漠化重点监测县之一，沙化土
地占县域面积的 30%以上。近年来，当地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
动，通过压沙造林、草原禁牧等方式，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183.79
万亩、治理退化草原91.05万亩。

本报拉萨 5月 28日电 （记者申琳、琼达卓嘎）日前，西藏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等地分别出台的

雅鲁藏布江保护条例，旨在加强雅鲁藏布江生态保护和修复，促

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推进青藏高原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四地市制定的雅鲁藏布江保护条例规定，雅鲁藏布江流域

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管理制度，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水，

统筹农业、工业等用水需要。

在雪山、冰川资源丰富的日喀则市，雅鲁藏布江保护条例规

定流域内应当开展冰川、雪山、冰湖和冰缘区动态监测，依法严

格管控冰川雪山周边区域生产经营活动，依法申报自然保护区，

推进冰川雪山确权工作，禁止开发冰川。

按照各地保护条例规定，沿雅鲁藏布江的拉萨、日喀则、山

南、林芝四地市政府共同建立跨市联席会议协调联动机制，加强

区域合作，及时联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重大自然灾害，定期互

通流域生态保护相关信息，对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实行成本共

担、合作共治、效益共享。

建立跨市联席会议协调联动机制

西藏推动雅鲁藏布江保护

本报上海 5月 28日电 （记者巨云鹏）记者从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了解到，上海市水务局、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联合编制了《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供排水专项规划（2021—2035年）》。

在供水规划方面，至 2035 年，示范区内市政供水实现“同网

同质同服务”，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控制在 20 立方米以下。

在污水规划方面，至 2035 年，全面实现城乡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同时加强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在雨水规划方面，至 2035 年，示范

区雨水综合治理、全面达到规划排水标准，管理一体化。规划布

局上，以保护优先、生态恢复、低影响开发为策略，建立以“一网三

段百圩”为基本构架的城镇雨水排水规划总体布局。

长三角示范区

实现跨省供排水规划“一张图”

餐厅里、外卖平台上，“小份菜”的选择

丰富了起来。 2022 年，某外卖平台的“小

份”一词日均搜索量超 13 万次，已有超过

90 万家餐饮商户提供超过 560 万种“小份

菜”，销量较 2020 年增长 114.5%。

“ 小 份 菜 ”的 分 量 通 常 为 标 准 量 的

1/2—1/3，价格也相应下调。一方面，“小

份菜”满足了消费者灵活点餐与适量用餐

的需求，让消费者能以更合适的价格买到

更多样的菜品，又避免了因单份菜品分量

过大而产生浪费；另一方面，一些商家从

“小份多销”中尝到了甜头——某餐厅上线

“小份菜”后，订单量增幅超过 300%。同

时，有研究显示，平均每售出一份“小份米

饭”，就能减少约 92.4 克碳排放。

提 倡“ 小 份 菜 ”，归 根 结 底 是 提 倡 文

明 消 费 、低 碳 环 保 。 食 材 在 生 产 、加 工 、

运 输 和 烹 饪 的 过 程 中 持 续 消 耗 能 源 ，释

放温室气体。对食物的不合理需求与浪

费 ，是 对 有 限 资 源 的 不 必 要 消 耗 。 在 整

个食品链中，减少餐饮浪费不仅可以降低农业和工业生产带

来的直接碳排放，还能减少食物加工时因外购能源产生的间

接碳排放，以及废弃食物运输和处理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所以，在节能减排方面，“小份菜”正是一次从“舌尖”出发的

积极探索。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生活中，餐饮浪费情况仍不罕

见：食堂里，一碟碟剩菜被倒入垃圾桶；点外卖时，为了“满减优

惠”超量点餐却无法吃完……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为规范就餐消费行为，树立绿色生活新风尚，国家发展改革

委近日公布《关于防止和减少餐饮浪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从严格明码标价、减少宴会餐饮浪费、倡导节俭风尚等方面提出

一系列举措。许多餐饮服务单位在“小份菜”之外，尝试推行“一

人食”“绿色点餐制”，引导消费者适量取餐、饭后打包，劝阻食品

浪费行为，取得了良好成效。

“小份菜”，新风尚。倡导简约适度的绿色生活方式，从你我

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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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小份菜”，归根结
底是提倡文明消费、低碳环
保。倡导简约适度的绿色
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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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8日电 （记者李红梅）近日举行的第十九届

世界气象大会宣布了最新一批百年气象站，由我国申报的内蒙古

海拉尔、安徽蚌埠、浙江杭州 3 个气象站成功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百年气象站。至此，我国共有 18 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

气象站认证。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代表中国领取认定证书。

海拉尔国家基准气候站、蚌埠国家基本气象站、杭州国家

基准气候站分别建立于 1909 年、1915 年、1919 年，运行均超过

百年，多年致力于持续观测及推动探测环境保护，均满足了观

测 站 搬 迁 或 测 量 技 术 的 改 变 均 未 显 著 影 响 气 候 时 间 序 列 数

据、所有历史观测数据和元数据均已进行数字化存档等 10 个

评选条件。

长期气象观测是人类不可替代的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组成部

分。2016 年，世界气象组织为突出长期历史序列气象站作用，

肯定会员在维持站点长期运行方面所作贡献，建立了百年气象

站认证机制。本次全球共有 32 个会员的 118 个百年观测站通过

认证，其中包括 86 个气象观测站、22 个水文观测站和 10 个海洋

观测站。

我国3个气象站入选
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

本报北京 5 月 28 日电 （记者李红梅）

28 日白天，南方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大雨或

暴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中

央气象台预计，28 日夜间至 29 日，四川东北

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

中部和北部、江苏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

地区有大到暴雨。28日 18时，中国气象局分

别与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黄色山洪

灾害气象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 28 日 20 时至 29 日 20 时，四川东北

部、重庆西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

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

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重庆西北

局部、四川东北局部、陕西南部局部发生地

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此外，29 日至 31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

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天气过

程，降水分布不均，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

有 大 到 暴 雨 ，并 伴 有 短 时 强 降 水 、雷 暴 大

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未来三天，华南江南等地有高温天气。华

南大部、江南大部、云南大部、贵州东部和南

部、四川南部等地有 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可达 37—39摄氏度。

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有高温天气
四川重庆陕西等地有较强降雨

本报北京 5 月 28 日电 （记者董丝雨）

记者从 2023 年全国林草科技活动周启动仪

式上获悉：三江源国家公园、河北省塞罕坝

机械林场、中国林科院木工所木材科普中心

等被授予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首批 57
个国家林草科普基地中，有场馆类 23 个、教

育科研类 12 个、自然保护地类 22 个。

国家林草科普基地是国家特色科普基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森林、草原、湿

地、荒漠、野生动植物等林草资源开展自然

教育和生态体验活动、展示林草科技成果和

生态文明实践成就、进行科普作品创作的重

要场所，由国家林草局、科技部共同命名和

管理。按照国家林草局和科技部要求，各科

普基地依托单位将整合科普资源、保障科普

投入、加强队伍建设、发挥自身特色，不断提

升林草科普服务能力，充分发挥科普基地作

用，积极加以培育建设，提升科普工作水平。

林草科技活动周是全国科技活动周的特

色活动之一，至今已连续开展 13年。据了解，

今年林草科技活动周的主题为“走进林草科

技 共享绿色福祉”，其间将举办一系列林草

科技创新成果展示、林草科普互动体验等活

动，推动林草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和科学普及。

2023年全国林草科技活动周启动
首批57个国家林草科普基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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