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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红树林在护岸减灾、维护
近海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
方面，有着陆地森林不可替代
的作用。作为我国首批 5 个
海洋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之一，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取多种
措施开展红树林修复，保护红
树林生物多样性，增强红树林
生态系统固碳能力。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5.9 亿多元，山东青岛灵山岛的“绿水青山”有价了。近

日发布的《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产

品总值（GEP）核算报告（2022 年度）》显示，经测算，灵山岛

生态产品总值为 59474.45 万元，单位面积生态产品总值价

值量为每平方千米 1811.48 万元。

2022 年 10 月，山东省正式开展省级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试点工作，遴选了 22 个试点地区，灵山岛省级

自然保护区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试点要求，山东省将利

用 3 年时间，针对生态产品“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

难”等问题，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办法、认证评价

标准等技术规程，逐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考核、绿色金融

等方面制度保障，积极拓展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生态保护

补偿等价值实现模式，促进试点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

GEP 核算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前提和基

础，通过 GEP 核算科学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依据和参考。

2021 年 12 月，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碳排放核算结

果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认证。此次核算中，灵

山岛聚焦青山绿水、资源价值、低碳生活，通过调查分析

森林、灌丛、湿地、农田、草地、城市、海洋和其他生态系统

类型、面积及分布，全面掌握生态产品数量、空间分布、经

济价值、生态价值等基本信息，形成了具有灵山岛地域特

色的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价值总量

核算。

此次核算结果主要包括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生态产品

实物量与价值量。在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供给、文化 3 类

服务中，调节服务价值量为 53839.26 万元，占灵山岛生态产

品总值的 90.53%；供给服务价值量为 3539.60 万元，占比

5.95%；文化服务价值量为 2095.59 万元，占比 3.52%。

“我们将积极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应用，开发生

态产品价值绿色金融产品，实现保护生态和促进增收双

赢。”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主任李锋说。

山东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绿水青山”有价 保护发展双赢
本报记者 侯琳良

本报北京 3 月 18 日电 （记者寇江

泽）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建立

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构建现代化生态环

境监测体系框架，明确现代化监测体系

建设的基本思路、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

保障措施，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监测发展

的指导性文件。

《意见》明确了“两步走”的建设目

标 ：第 一 步 ，未 来 五 年 ，集 中 力 量 推 进

现 代 化 监 测 体 系 建 设 取 得 重 要 进 展 ，

实施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建设工

程、监测科技创新工程、强基层补短板

能 力 提 升 工 程 、监 测 人 才 培 养 工 程 等

“ 四 大 工 程 ”，加 速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数 智

化 转 型 ，提 升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整 体 能

力 。 第 二 步 ，再 用 五 年 左 右 时 间 ，到

2035 年 ，现 代 化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体 系 基

本 建 成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综 合 实 力 达 到

世界先进水平。

《意见》从监测网络、监测技术、业务

支撑、数据质量、监测管理等方面提出了

主要任务，强调抓好健全天空地海一体

化监测网络、塑造数智化监测技术新优

势两个重点，推动监测数据高质量、监测

管理高效能、监测支撑高水平。

生 态 环 境 部 研 究 制 定《现 代 化 生

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要点（省域）》，分

领 域 明 确 细 化 具 体 建 设 要 求 ，为 地 方

推 进 监 测 现 代 化 提 供 有 力 抓 手 ，鼓 励

先 进 地 区 先 行 先 试 ，引 导 落 后 地 区 补

齐短板，系统、全面提升地方监测整体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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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18日电 （记者王昊男）日前，国务院批

复《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3 月 18 日，记者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

展示范区的任务清单、政策清单和需要国家支持政策事项清

单已编制印发。任务清单对照《方案》进行细化分工，形成

141项任务，成为城市副中心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抓手。

根据国务院批复，要使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习近平

生 态文明思想重要践行地、绿色发展制度改革先行先试

区、绿色技术示范应用创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领区。

《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内

生动力明显增强，绿色产业规模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

成果转化体系基本建立，城市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到 2035 年，以绿

色为底色的现代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

据介绍，任务清单对照《方案》进行了细化分工，形成

141 项任务；政策清单研究提出了区域能源互联网建设试

点、气候投融资试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等 20 项

政策；需要国家支持政策事项清单从探索绿色发展新机制、

推动区域绿色一体化发展、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梳理了 7
项内容。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将聚焦建筑、交通、产业“三大

关键领域”，大力推行智能舒适的绿色建筑，全面建设便捷

畅达的绿色交通，加快发展创新驱动的绿色产业。聚焦能

源、生态、文化“三大重点支撑”，积极构建安全高效的绿色

能源体系，着力夯实清新美丽的绿色生态本底，持续营造低

碳环保的绿色生活风尚。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制定3个清单明确141项任务

春天的泾河静静地伏在山峦之间，水流

淙淙。暖阳中，几只白色水鸟飞过芦苇，翩

跹嬉戏。

泾河是渭河最大的支流，从甘肃省平凉

市崆峒区穿城而过，一路向东。尽管是枯水

期，但崆峒区河道养护站站长张默却不敢放

松。“刚从‘智慧河长’信息平台上看到，这里

有一处风险点，我就和辖区河长过来看看，

就怕有人乱挖沙子。”拄着一根登山棍，张默

一边说话，一边往山里走。

作为土生土长的崆峒人，张默既是临泾

河而居的受益者，又是这片流域的护水人。

张默 1997 年参加工作，从水库管理所到

水资源管理处再到河道养护站，是个“老水

利人”。2018 年，崆峒区成立区级河长制办

公室，下设崆峒区河道养护站，承担全区河

流的管护职责。2019 年，张默来到了养护站

工作。

跟 水 打 交 道 ，巡 河 是 家 常 便 饭 。 除 了

泾河干流，养护站还要负责其支流——颉

河、后峡河、大岔河、小芦河、南杨涧河等 8
条区级河流，20 条乡级河流，153 条支沟以

及 2 座水库的养护工作，流域面积加起来接

近 1800 平 方 千 米 ，河 流 长 度 近 400 千 米 。

然而那几年，整个养护站的工作人员最多

时只有 8 人。

夏 天 天 气 好 时 ，张 默 和 大 伙 儿 头 戴 草

帽，背着水壶，再挎上一个望远镜，早上 8 点

多出发，晚上 7 点回来。但河道大多处于层

峦叠嶂中，到达难度大、巡查项目多，一天下

来，只能巡查不到 60 千米。

磨破了脚，跑肿了腿，累伤了腰，眼睛却

看不到多少东西。“看不到，就很难管得住，

得想个办法。”张默说。

在一次巡河时，张默看到离河道不远的

信号铁塔，想到之前参加过的省、市信息平台

建设相关培训，心里顿时有了想法——利用

这些铁塔，从河湖视频监控智能化入手，建设

“智慧河长”信息平台，能否提升巡河效率？

于是，张默牵头，在当地率先建设了区

级“智慧河长”信息平台，先后布设 39 个高清

智能摄像头，全部与信息平台

相连，实现了全区重点河段全

覆盖。

信息平台的设立让巡河有

了强大的“智慧之眼”，布设的每

个 点 位 都 是 张 默 精 挑 细 选 出 的 。

现在，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实

时监控河段情况，并结合以往图像、邻

近点位进行综合分析。一旦发现问题，就

可以通过 APP 向属地河长“派单”。同时，张

默也会带着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有针对性地

进行巡查管护。

在以往人力难以到达的区段，信息平台

配备的无人机巡航就可以大显身手。无人

机在高空发现问题后，实时将其传回平台总

端。经过总端智能化判断和工作人员确认

后，对应的乡镇河长就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指

令，养护站工作人员也能直奔“问题靶心”。

2023 年 7 月，工作人员通过信息平台发

现，一条比较隐蔽的河道中出现几辆挖掘

机。工作人员立刻启动响应机制，在通知

属地乡村河长前往调查的同时，养护站执

法队也得到指令赶赴现场，启动无人机固

定证据，联合公安部门对相关人员和作业

机械采取措施。

张默介绍，在“智慧河长”信息平台的

精准辅助下，崆峒区内水系曾经存在的违

法采砂、侵占河道、非法排污、乱倒垃圾等

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同时，平台还能

远程监督水利工程建设、开展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等工作。“从‘一身土、两脚泥’的全

人力巡查，到如今在‘智慧河长’信息平台

的助力下，实现空地结合、立体交叉的监管

体系，科技赋能，让守护河流的‘眼睛’更加

明亮了。”张默说。

上图：张默在巡河。

雷万彦摄（人民视觉）

甘肃平凉崆峒区河道养护站站长张默——

做好这片流域的护水人
本报记者 宋朝军

3 月 12 日傍晚，位于广西北海市合浦县

的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

心英罗管理站附近，成群的鸟儿时而飞起，叽

叽啾啾的声音充盈着整片红树林。

“现在正是候鸟北飞的高峰期，据我们监

测，目前飞抵我们保护区的白鹭已经超过 5
万只，其他候鸟约 10 万只。”英罗管理站副站

长韦杰说。

红树林在护岸减灾、维
护近海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有
重要作用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

带的木本植物群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

成了特殊的排盐系统，具有胎生、光休眠等众

多陆生植物没有的“技能”。这让红树林在护

岸减灾、维护近海生物多样性、碳汇、净化水

质、科学研究等方面有着陆地森林不可替代

的作用。

“红树林的胎生苗可以在海上漂浮数月，

原因在于其拥有其他植物没有的‘光休眠’本

领——胎生苗根端有种特殊的植物感光系

统，在海面，它能感知亮光，自动关闭生长发

芽系统，只有在根端接触到土壤并长时间感

知不到光的情况下，生根发芽系统的‘开关’

才会被打开。”广西科学院红树林保护与利用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廖馨说。

地处粤桂交界处的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0 年由国务院批准成

立，是我国首批 5 个海洋类型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之一。目前，保护区内有红树林 919.6
公顷，有真红树植物 8 科 10 属 10 种。保护区

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

上 ，经 过 多 年 保 护 ，这 里 已 成 为 国 际 重 要

湿地。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红
树林湿地环境不断改善

“这几天，我们还在沙滩上发现了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嘴鸥。”韦杰说，“这说

明山口红树林滨海湿地环境在不断改善。一

方面，良好适宜的湿地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

物吸引了众多鸟类；另一方面，鸟类觅食等活

动可以有效抑制红树林虫害。”韦杰介绍，潮

滩中含有大量有机残余物，可为底栖动物提

供能量，丰富的底栖动物又是鸟类取食的重

要来源。

2023 年 ，山 口 红 树 林 保 护 区 记 录 鸟 类

245 种，比 2008 年增加了 27 种；昆虫种类 613
种，比 2008 年增加了 1 倍多。

除 了 常 人 可 见 的 密 林 和 鸟 类 ，廖 馨 介

绍，红树林的林下湿地生物多样性也非常丰

富，不同生物系统相互依存：红树林沉积物

中的细菌在红树林物质能量循环中发挥着

重 要 作 用 ；浮 游 植 物 是 海 洋 动 物 的 直 接 饵

料，其丰盛程度能反映水质状况；底栖动物

是海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的

参与者，也是鱼类等的食物源。

科学治理互花米草，提
高红树林固碳能力

合浦县山口镇墩仔村外的保护区核心

区，有一处清除互花米草后整理出来的 87 公

顷的滩涂，已用木桩围起来，并种上了红树

幼苗。

互花米草是入侵物种，繁殖能力强。互

花米草生长的滩涂，生物多样性下降。为了

保护红树林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山口红树林

保 护 区 去 年 治 理 被 互 花 米 草 侵 占 的 滩 涂

273.53 公顷。到 2025 年，保护区内 90%的互

花米草将被清除。

“红树林是地球上固碳效率最高的生态

系统之一。”廖馨说。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后，一

部 分 的 碳 用 于 植 物 的 生 长 ，储 存 在 植 物 体

内，这是红树林的“生物固碳”；另一部分的

碳 会 输 送 到 植 物 根 部 ，而 红 树 林 的 根 系 发

达，地下部分占植株总重的 60%，植株死亡

后会随着海岸沉积的淤泥填埋到深处，从而

将碳长期保留，这是红树林的“土壤固碳”。

此外，红树林还可以拦截海水、河水中的悬

浮物，帮助净化海水水质，拦截下来的有机

物 颗 粒 中 的 碳 则 会 在 红 树 林 湿 地 里 沉 积 、

堆埋。

据介绍，广西科学院红树林研究中心近

年来在大力支持山口红树林保护区开展红树

林营造、修复的同时，积极开展蓝碳领域碳汇

方法学研究，让红树林生态系统为实现“双

碳”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图①：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图②：韦杰在介绍红树林的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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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守护者R

科技赋能，让守护河流的
‘眼睛’更加明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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