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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贵州省地图，可见西北部有两

股细流蜿蜒两三百公里，在毕节黔西市

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汇合，于东北方向流

出省界，至重庆涪陵区汇入长江。这就

是贵州省第一大河——乌江，也是贵州

的母亲河。

乌江有南、北两源，南源三岔河发

源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香炉山，

北源六冲河发源于赫章县妈姑镇，于化

屋村汇合后称乌江。乌江在贵州境内

的江段全长 896 千米，流域覆盖 8 个市

（州）、52 个县（市、区）。

近年来，贵州省系统推进乌江生态

保护修复，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治理，建设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

治理水污染，刻不容缓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播州区，处在遵

义、贵阳两市交界处。人来车往，口耳相

传，带火了乌江镇的乌江鱼。乌江镇餐饮

协会会长何岺松回忆：“最多的时候，专门

做乌江鱼的餐饮店有近 200家。”

老渔民何岺松曾带着渔具和 200 多

个网箱辗转于乌江上、中、下游。在乌江

镇养鱼期间，何岺松和其他 20 多户渔民

收入可观。

2006年，就在渔民们沉浸于丰收的喜

悦中时，在离乌江镇 10多公里的贵阳市息

烽县交椅山，一座磷石膏渣场建成了。

贵州省磷矿资源丰富，经过长期发

展，磷化工产业逐步成为贵州的特色优

势支柱产业之一，省内 99 个涉磷企业有

74 个分布在乌江流域。其中，交椅山渣

场属于贵阳中化开磷化肥有限公司（现

贵 州 磷 化 集 团 贵 阳 开 磷 化 肥 有 限 公

司），用来堆放磷石膏废渣。

3 年后，乌江镇的渔民们发现，江水

变成了乳白色，尤以右岸最为明显。李

忠勇是土生土长的乌江镇人，他说，那

时，“有时候江水一半白、一半清，水里

一股腥味。”

出现异常后，环保部门迅速组织专

家对乌江进行“会诊”。通过现场勘测，

锁定了乌江 34 号泉眼。经检测，泉水中

总磷浓度高达 300 毫克/升；氟化物浓度

高达 120 毫克/升。泉眼以下的乌江遵

义境内断面全部为劣Ⅴ类水质。

循着 34 号泉眼，专家们找到了污染

源——交椅山渣场。原来，3 年多来，交

椅山渣场的磷石膏废渣堆积如山，由于

缺乏防渗漏设计，高浓度含磷污水渗入

地下，与乌江地下水汇合，再通过 34 号

泉眼进入乌江。

不只是乌江镇，乌江上游的村民们

也发现了变化。说起那时候的乌江，化

屋村村民尤荣利直摇头。在化屋村，不

少村民都曾以渔为生。多年来的网箱

养 殖 超 载 、饲 料 投 放 过 量 让 乌 江 不 堪

重负。

治磷又治渔，水质达标

乌 江 治 理 ，重 在 治 磷 。 贵 州 省 于

2009 年启动 34 号泉眼污染治理，一直

持续至今。

在贵阳开磷化肥有限公司监控大

厅内，屏幕上实时显示着 34 号泉眼涌泉

水的总磷浓度。公司磷石膏运行部部

长陈长春介绍：“废水处理后总磷降到

了 0.989 毫克/升。”在 34 号泉眼附近，4
套污水处理装置有序运行。陈长春说：

“目前，4 套装置全开，污水处理量能达

到 1.2 万立方米/小时。”

在 磷 污 染 治 理 中 ，污 水 处 理 装 置

属于“末端兜底”。在源头层面，交椅

山渣场堆放磷石膏由“湿法堆存”改为

“干法堆存”，减少磷石膏中的含水量，

降低渗漏风险。随后又将磷石膏堆积

体 全 面 覆 膜 ，阻 止 新 产 生 的 污 水 进 入

渣 场 底 部 ，进 一 步 减 少 原 堆 积 体 的 污

水渗漏。

贵阳、遵义两市每年开展乌江流域

联合执法行动，对乌江 34 号泉眼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通过

系列措施推进磷污染治理后，乌江总磷

浓度大幅下降，干流水质已全面达到Ⅱ
类标准，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100%。

治磷，也要治渔。2018 年，贵州全

面取缔网箱养殖，引导渔民转产上岸，

全省累计取缔网箱养殖面积 33543 亩，

乌江流域的 9579 亩养殖网箱也被全部

拆除。

2022 年 3 月底，《贵州省深化乌江

流域生态保护专项行动方案》印发，提

出深入推进乌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和生

态修复，将乌江流域打造成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示范区。

吃生态饭，推进绿色发展

一大群鱼儿搅动水面，迅速向岸边

聚集。“它们听见脚步声，以为有人来喂

食了。”何岺松说。

网箱被拆除后，何岺松思来想去，

去哪儿继续养鱼呢？当地政府也在思

考 ，镇 上 这 么 多 餐 馆 ，谁 来 供 应 乌 江

鱼呢？

为了解决渔民转产上岸后的就业

问题和镇上餐饮业的经营问题，乌江镇

政府引入池塘内循环流水养殖系统，发

展起生态养鱼。

何岺松立即决定参加。如今，何岺

松的鱼塘里共有 8 条水道，水道内设有

吸污机。“经过沉淀、过滤、生物处理，水

质达标后再将水排出。”他说。

鱼塘养出来的鱼，能否保有乌江鱼

的品质？何岺松介绍：“每一条水道都

有‘气动系统’，模拟河水的流速，让塘

里的水流动起来，养出来的鱼肉质依然

紧实。”

目前，乌江镇还有大大小小约 100
家做鱼的餐馆。“长江禁渔以后，我们的

鱼都来自各种养殖场，本地养殖场能供

应 一 半 以 上 的 鱼 。”乌 江 镇 副 镇 长 王

兵说。

乌 江 上 游 ，尤 荣 利 的 家 就 在 江 边

上。站在院坝里，一眼就能看到乌江。

“现在的水，清亮得很！鱼也多得很。”

尤荣利望着江水，一脸欣慰。

化屋村位于乌江源百里画廊风景

区内。这些年，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

化屋村乡村旅游越来越红火。尤荣利

也收起渔具，开起了农家乐。2022 年，

化屋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5 万元，

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

在磷污染治理方面，2018 年起，贵

州实行“以渣定产”。由开磷、瓮福两大

磷化工企业重组而成的贵州磷化集团

进 行 技 术 革 新 ，用 磷 石 膏 制 作 新 型 建

材，提高磷石膏消耗能力。 2022 年 10
月 15 日，在贵州磷化集团福泉基地，磷

石膏分解制酸联产水泥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项目建成后，福泉基地磷石膏综

合利用率有望突破 100%。 2020 年，贵

州磷化集团实现当年新增磷石膏“产消

平衡”，2022 年磷石膏综合利用率提升

至 80.54%。从整个乌江流域来看，2022
年，磷石膏产生量 643.84 万吨，利用处

置量 671.31 万吨，磷石膏综合利用能力

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优良

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

势。”贵州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贵州推进水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千里乌江复清流
本报记者 汪志球 陈隽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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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
河，是贵州的母亲河。近
年来，贵州深入推进乌江
流域水环境保护和生态修
复，下大力气治理磷化工
污染，全流域取缔网箱养
鱼。如今的乌江，如一条
透亮的绿丝带，铺展在黔
中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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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程 晨 张文豪 何宇澈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我们的母亲河⑥我们的母亲河⑥

R

作为一名与苔藓植物打

交 道 的 标 本 管 理 员 ，每 当 听

到有人将苔藓与地衣混为一

谈 ，心 中 总 会 飘 过 一 阵 淡 淡

的忧伤。尽管与“五谷不分”

相 比 ，不 明 白 苔 藓 与 地 衣 的

区 别 显 得 无 伤 大 雅 ，毕 竟 两

者 都 容 易 让 人 脚 底 打 滑 ，看

起来又特别像。甚至由于两

者标本的尺寸和存放方式相

似 ，在 全 世 界 同 时 收 藏 苔 藓

和 地 衣 标 本 的 馆 藏 机 构 中 ，

它们多半也是统一管理的。

不过，从物种分类角度，

这 两 者 属 于 两 个 不 同 的 类

群 。 通 俗 地 说 ，苔 藓 属 于 可

以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地衣并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植物，而是一类由共生

藻和共生真菌结合而成的生物共生

体，是一种稳定的菌藻胞外互惠共生

群落，共生藻负责为共生真菌提供有

机物，共生真菌则为前者提供结构性

的保护以及环境中的水分。如果共生

藻类为绿藻，这类地衣尚可进行光合

作用，实现植物自养的“个性追求”；若

共生藻类为蓝细菌，则地衣只能借助

硝化作用将无机养分转化为有机养分

维持生命活动，故不属于植物的范畴。

其实，将苔藓与地衣这两个大类分

开并不难。这是因为，地衣的颜色、形

状、质感更多是共生真菌所呈现出来的

形态，有些类似“蘑菇”；苔藓则更像

“草”。可以按以下步骤来区分两者：

一看颜色。苔藓植物有叶绿体，

不论是何种类群的苔藓，多数情况下

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绿色，植

株含水的状态下尤其明显，偶

尔有棕色等特殊情况，也可以

结合其他特征加以区别。地

衣在干燥状态下色泽上多少

会有些发灰、发白，或者呈橙

色、红色等鲜艳的颜色。

二看形状。苔藓植物有着

类似种子植物根茎叶的结构分

化，分别对应为拟根、拟茎和拟

叶，看起来像是迷你版的盆景

植物；地衣虽然也可被大致划

分为叶状地衣、壳状地衣和枝

状地衣三大类，但形状上更像

是缩微处理后的紫菜、海带或

发菜，地衣在组织结构上的分

化程度要较苔藓更为简单。

三看质感。通俗地说，苔

藓摸起来像“草”，地衣摸起来

像“革”。尤其是在未完全脱水

的状态下，地衣有很强的韧性，

要使上一点劲才能将其掰扯成

碎片。在干燥状态下，大多地

衣又较为易碎。反观草质感更

强的苔藓植物，摸起来更接近

草本植物，干燥状态下的易碎

程度也不及地衣。

四是比较有性繁殖器官

形态。虽然两者都特别擅长

无性繁殖，都不开花不结果，

依靠孢子繁殖，但它们的有性繁殖器

官明显不同。负责帮地衣传宗接代的

孢子体器官叫子囊盘，是贴生于地衣

体的圆盘状结构，或是生于地衣体顶

端的球形结构；苔藓植物孕育和储藏

孢子的孢蒴不仅形态复杂多变，还有

蒴柄、蒴帽、蒴盖等结构的分化。

从“吃”的角度，两者也有很大的

区别：树花、石耳、肺衣等地衣，由于与

大型真菌——蘑菇有着更近的亲缘关

系，因而可以作为野菜食用，而苔藓植

物目前还没有见到被人端上餐桌。

不论苔藓还是地衣，我们都应给予

关注。因为两者大多数种类都对环境污

染十分敏感，是很好的环境指示物种。

它们长得好的地方，环境一般都不赖。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植物标本馆标本管理员，本报记

者杨文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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