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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落地后会经历一
个生化分解的过程，符合
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
能量流动的基本规律，体
现了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
和更新机制

■■把自然讲给你听R

当前，正是落叶飘舞的时节，给大自然

增添了多彩而灵动的美。除了美感，落叶

作用知多少？让我们一探究竟。

自然情况下，树叶落地后会经历一个生

化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由细菌和真菌

等微生物，以及蚯蚓等小型无脊椎动物参

与。它们分解落叶中的有机物质，将其转化

为氮、磷、钾等营养元素，释放出二氧化碳和水。这个过程符合自

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基本规律，体现了生态环境的

自我修复和更新机制，对于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分解的落叶会增加土壤的腐殖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提

升土壤的保水和通气性。落叶分解的营养物质和元素回归土

壤，能补充土壤养分，增强土壤肥力，让生长在土壤中的植物

长势更好。而且，落叶分解时，碳元素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释放

到大气中，部分碳以有机质的形式储存在土壤中，这是一个参

与碳循环和固碳的过程。

落叶为一些小型动物提供了栖息环境和生存繁衍的条件，比

如蚂蚁、蛾会在落叶下活动，一些幼虫会在落叶中生存。同时，落

叶的分解也为一些微生物提供了生存环境。这些小型动物和微

生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

落叶不仅在大自然中有如此多的作用，也在不少城市成为

一道亮丽的景观。

近几年，顺应公众愿望，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在落叶季

纷纷倡导“落叶不扫”或“落叶缓扫”。或是划定景观道，或是在

环卫工作中有选择地清扫，让落叶“多停留一会儿”，既彰显自

然之美，又凸显人文关怀，也是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管理

和人居环境建设的体现。

“落叶不扫”或“落叶缓扫”，实际上也就是适当延长落叶

清理周期，但在恶劣天气条件下或落叶残碎后，还是要及时清

扫。城市管理部门要提前制订计划，确定落叶缓扫区域、线路

和时间节点，制定环卫新策略，如在留住落叶景观的同时，及

时清理排水口落叶、清除其他垃圾、清扫机动车道落叶等。同

时加强监测，在雨天、大雾天适时清扫，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落叶之中蕴含的生态学知识，你知道了吗？

（作者为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讲师，本报记者窦

瀚洋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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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高速公路驶出西藏林芝市主城区

不到一小时，就到了雅鲁藏布江与其支流尼

洋河交汇处的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近年来，

通过保护、修复和监测等措施，雅尼湿地生

态环境持续优化，成为林芝旅游观光和生态

建设的一张名片。

维护生态功能，提高保护意识

早上 8 点，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帮纳村

村民普布多吉就来到林间，认真打量每一棵

树，仔细观察树冠、围着粗壮的树干检查。

“这里生长着许多不同种类的珍稀树木，我

们工作的重要一环，就是看树木有没有病虫

害。”他说。

普 布 多 吉 是 雅 尼 湿 地 45 名 管 护 员 之

一。作为土生土长的帮纳村人，普布多吉对

这片土地充满热爱。在他小时候，这里只是

一片不起眼的荒草滩，2009 年，雅尼国家湿

地公园开始试点建设，曾经的砂石厂关闭

了，植被在滩涂上开始生长。“十几年的变化

来之不易，我们更要把这里守护好。”普布多

吉感慨。

现在的普布多吉，还是帮纳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的志愿者，平日里向乡亲们普及

湿地保护的意义。当地湿地管理部门结合

实际，采取日常督导与群众巡护相结合的方

式，压实湿地管护责任。同时，相关部门还

积极开展湿地法律法规宣传工作，不断提高

群众湿地保护意识，提升湿地管护水平，有

效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

坚持植树造林，环境持续向好

身处雅尼湿地一角的林芝市巴宜区米

瑞乡色果拉村，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生态

脆弱、风沙威胁大的地方。

色 果 拉 村 地 势 平 坦 ，又 处 于 江 河 转 弯

处，泥沙淤积严重。乔次仁记得，2008 年刚

担任色果拉村党支部书记时，一到夏天，大

水漫过江岸，淤泥盖住地面；到了冬天，河

床又裸露着，大风一吹，沿岸居民都要“跟

风吃沙”。

“ 再 这 样 下 去 肯 定 不 行 ，咱 们 村 要 种

树！”2009 年一开春，乔次仁提出开展植树造

林、环境整治的建议，一场持续至今的植树

造林工程拉开序幕。植树面积从最早一年

一两千亩，到后来最多一年 5000 多亩，色果

拉村造林防沙效果显著。10 多年间，色果拉

村种植了几十万棵树。

中 间 也 曾 遇 到 一 些 曲 折 ，由 于 越 种 越

多，树木在滩涂上的存活率没有之前理想。

林芝市林草局工作人员通过深入调研，发现

雅尼湿地本地生长的砂生槐最能适应色果

拉村的生态环境，建议村里在生态脆弱区域

补种砂生槐。树种改良后，树木存活率显著

提升，色果拉村的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看到

家乡现在的美丽环境，我觉得这些年的付出

十分值得。”乔次仁说。

像色果拉村这样的生态修复工程，在雅

尼湿地周边还有许多。2016 年以来，林芝市

累计投入资金 3510 万元，实施了雅尼湿地保

护与恢复工程、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雅尼湿地

补助等 4 个湿地保护修复工程，截至 2022 年

6 月，完成雅尼湿地植被恢复面积 1839 亩。

生态旅游和监测研究并重

生态持续好转，雅尼湿地的秀丽风光如

何发挥更大价值？

扎西次仁是一名林芝旅游的包车司机，

过去几个月，他分外忙碌。“在西藏旅游旺

季，雅尼湿地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景区共

同构成了林芝周边短途游的‘黄金线路’。”

他介绍，“我家就在湿地周边，村里许多人在

附近景区工作，相当一部分收入都直接来自

景区。”

湿 地 附 近 的 林 芝 镇 曲 古 村 ，如 今 已 成

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度假、打卡的重要目的

地。去年，曲古村流转土地 190 余亩，建设

集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花海观光

园 ，游 客 可 以 赏 花 、射 箭 、骑 马 。 2022 年 ，

曲 古 村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中 仅 旅 游 收 入 就

突破 45 万元。

此外，林芝市大力加强对湿地的监测和

研究，让湿地发挥更多生态价值。“湿地公园

内动植物丰富，有高等植物 87 科 534 种，其

中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6 种；湿地公园

及周边野生动物有 59 科 234 种，这些物种的

生 态 价 值 和 科 学 意 义 有 待 进 一 步 开 发 利

用。”林芝市林草局工作人员说。

此 前 ，由 于 缺 少 湿 地 保 护 专 业 技 术 人

员，雅尼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发挥不明显。针

对这一问题，林芝市林草局同中国科学院、

武汉大学、西藏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完善

湿地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健全湿地保护科技

支撑机制；同时，建设湿地生态监测监控站

点，开展湿地生态状况评价和动植物监测监

控。“开展监测是为了更好保护，也为后续科

学 研 究 提 供 依 据 。”林 芝 市 林 草 局 工 作 人

员说。

“织密生态监测网，将有利于我们进一

步开展高原生态研究，进而保护好高原生态

环境。”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

员达娃说。

西藏林芝市持续推进湿地保护、生态修复——

守护雅尼湿地 高原风光旖旎
本报记者 徐驭尧 琼达卓嘎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漫步在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保和镇花

溪河景区，河水清澈。这幅美景得益于花溪

河小流域生态清洁流域治理工程。

花溪河小流域位于雁江区北部，属沱江

水系中小阳化河一段，涉及雁江保和镇黄谷

村等 3 个行政村。

然而，昔日的花溪河，却是村民眼中的

脏水沟。“由于地表植被稀疏，流域内局部水

土流失严重，水质为Ⅴ类。”保和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些都导致了当地人居环境差、产

业发展薄弱。

为 彻 底 改 善 花 溪 河 小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

2017 年，雁江区对花溪河流域实施综合治

理。“我们先后在花溪河小流域内实施土地

整治等多个生态项目，修建了蓄水池、截排

水沟、生产道路等，全面提升流域内环境面

貌。”保和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流域内

水土保持率达 98.73%，河流水质达到Ⅲ类

标准。

为巩固治理成果，雁江区充分发挥区、

镇、村三级河长及民间河长作用，整合上下

游 3 个镇派出所成立“联合警务室”，设立“河

湖保护志愿服务站”，积极培育志愿者，共护

一河清水。

治水惠民生，兴水促发展。依托花溪河

自然禀赋，雁江区大力开发建设花溪河景

区，打造黄谷码头、五连叠瀑、百花滩等乡村

景观，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旅融合，带动周

边乡村发展。

经 过 几 年 的 建 设 ，花 溪 河 小 流 域 成 为

宜居宜游的乡村特色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好

去处和雁江文旅新名片，带来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22 年 12 月，花溪河

小流域被水利部评为国家级水土保持示范

工程。

2022 年 ，花 溪 河 小 流 域 实 现 经 济 增 收

2700 万元，居民人均增收 2500 元以上。雁

江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雁江区将以更大力度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以更高水平保护好生态环境。

四川资阳雁江区小流域治理显成效——

花溪河 幸福河
王明峰 赵祖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