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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9日电 （记者李红梅）随 着 雨 带 东

段 的 北 抬 ，19 日 起 ，长 江 中 下 游 一 带 降 雨 增 多 。 中 央

气 象 台 预 计 ，20 日 ，贵 州 、江 汉 、江 淮 等 地 仍 有 强 降

雨。 19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中 小 河 流 洪 水 气 象 风 险 预 警 ，分 别 与 水 利 部 、自 然 资

源部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

预计 19 日 20 时至 20 日 20 时，苏皖南部、上海、浙江

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南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东部、

广西北部以及黑龙江东北部、青海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

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在气温方面，19 日白天，内蒙古东南部、北京中南

部 、天 津 、河 北 南 部 、山 东 西 北 部 、河 南 北 部 等 地 部 分

地 区 出 现 35—38 摄 氏 度 高 温 天 气 。 19 日 18 时 ，预 计

华 北 、黄 淮 等 地 的 高 温 范 围 和 强 度 将 明 显 减 小 ，中 央

气象台解除高温黄色预警。但预计 20 日白天，新疆南

疆盆地、吐鲁番地区以及北京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山

东西部、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汾渭平原等地的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仍有 35—37 摄氏度，局地可达 38 摄氏度

以上。

贵州江汉江淮等地有强降雨
华北、黄淮等地高温范围和强度将明显减小

走在天津市蓟州区街头，绿树

成荫、花繁叶茂。

近年来，蓟州区着力促进人居

环境改善与生态环境相融，绿色产

业蓬勃发展。

“我们对 60 多株重点濒危古树

采 取 修 补 树 洞 、树 体 支 撑 、土 壤 改

良、垒砌坝台等措施，对 9 株重点古

树名木安装了监控探头，实现实时

动态管理。”蓟州区林业勘查设计院

副院长高志伟介绍。

据蓟州区林业局森林生态修复

科科长卢永介绍，蓟州区计划建设

多类型古树公园，保护古树资源，带

动生态旅游发展。

此外，蓟州区实施森林提质工

程，建设“口袋公园”等小微绿地，

推进村庄绿化美化工程，高标准组

织 实 施 燕 山 山 地 生 态 综 合 治 理 等

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完成封山育林

7 万 亩 ，公 益 林 、生 态 林 管 护 面 积

13.8 万亩，更新改造城区绿地 1.5 万

平方米。

在官庄镇西大佛塔村，盎然绿

意中，一座座独栋民居映入眼帘，溪

云渡民宿就坐落于此。民宿经营者

段泓名说，蓟州区支持民宿经济发

展，推动企业与村集体合作，破解产

业融资发展难题。

依 托 良 好 生 态 资 源 ，村 民 也

享 受 到 了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红 利 。 罗

庄 子 镇 三 道 岭 村 拥 有 500 多 年 树

龄 的 古 流 苏 树 ，村 民 赵 晓 娟 在 距

离 古 树 不 远 处 经 营 着 一 家 农 家

院 ，“ 好 多 游 客 都 是 奔 着 古 树 和 村

里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来 的 。 生 态 好

了 ，我 们 的 生 活 也 更 兴 旺 。”赵 晓

娟 说 ，“ 今 年‘ 五 一 ’假 期 ，提 前 一

周房间就订完了。”

据 蓟 州 区 政 府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为 加 快 绿 色 产 业 布 局 ，蓟 州 区

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产业，推进抽

水 蓄 能 电 站 项 目 和 风 电 、光 伏 项

目；以“生态修复+产业导入”的模

式，实施好矿山修复等重大生态工

程建设。

天津市蓟州区促进人居环境改善与生态环境相融

“生态好了，我们的生活也更兴旺”
本报记者 武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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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下 ，正 是 藏 羚 羊 迁 徙 的 高

峰期。

每年 5 月开始，栖息在青海三

江源、西藏羌塘以及新疆阿尔金山

等地的藏羚羊，会陆续前往位于可

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可可

西里湖一带产仔，在平均海拔超过

4800 米的高原开始繁衍，繁殖季结

束后携幼仔返回原栖息地。

蜿蜒在高原深处的青藏公路、

青藏铁路，在助力高原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留足藏羚羊迁徙

通道，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青藏线上，顺利迁徙的藏羚

羊群，展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动画面。

青藏铁路——
设置 33 处野生动

物迁徙专用通道，列车
经过专用通道严禁鸣笛

6 月 11 日，晨光熹微，从青海西

宁开往西藏拉萨的 Z265 次列车映

着粉金色的朝霞，行驶在茫茫的可

可西里。

“快看！藏羚羊！”

随着一声惊呼，车厢里的人们

纷纷靠近车窗、拿出手机，对着远处

的藏羚羊拍摄。

驾驶室内，机车司机李瑜琪却

赶紧伸出双手，朝着正在作业的徒

弟比划了一个“保持安静”的动作。

“如果随意鸣笛，势必会惊吓到

藏羚羊，干扰到它们的正常迁徙。”

在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以下

简称“格拉段”）上跑了 30 多年，今

年 57 岁的李瑜琪也成了半个野生

动物专家，“我见过 30 多次藏羚羊

的迁徙，这些家伙，机灵得很！”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

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过

长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水系，沿

线分布着可可西里、三江源、色林错

3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类型众多、

面积广阔的自然湿地，生态环境原

始、独特而脆弱。藏羚羊的迁徙路

线，也与青藏铁路有所重合。

为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在建设之初，青藏铁路就

投入 15.4 亿元用于沿线生态保护，

考虑到当地野生动物迁徙，还设置

了 33 处野生动物迁徙专用通道。

“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当地生态

环境的影响和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成了青藏铁路的一条‘铁律’，特别

是在藏羚羊迁徙和产仔期，列车通

过野生动物迁徙专用通道时，司机

都会履行与它们的‘约定’，严禁鸣

笛。”李瑜琪说。

光亮的地板、整洁的床铺，还有

充足的供氧，车厢里，李瑜琪介绍：

“我们格拉段运行的客车全部采用

全封闭 25T 型客车车体，车体不仅

有制氧供氧设备，还设有生活垃圾

收集系统，旅客在列车上产生的生

活垃圾在收集后，会由清运车、吸污

车清理转运。同时，沿线设置了多

个污水处理设备站点，努力把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监测数据显示，青藏铁路沿线

野生动物迁徙专用通道的使用率，

从 2004 年的 56.6％逐步上升，2011
年至今，迁徙专用通道使用率一直

保持在 100％。

青藏公路——
采取临时交通管

制、禁止鸣笛、巡护救
助等措施

车行至青藏公路 109国道 301路

段，记者遇上一群藏羚羊准备穿越

公路。

20 多 只 藏 羚 羊 穿 过 青 藏 铁 路

五北大桥，朝着青藏公路走来。这

群 藏 羚 羊 先 是 三 三 两 两 排 成 一 条

长 队 ，缓 慢 前 行 。 突 然 ，羊 群 开 始

加 快 速 度 ，或 从 两 侧 迂 回 、或 径 直

前进。

十几分钟后，藏羚羊群顺利通

过青藏公路。这期间，在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管委会可

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工作人

员指挥下，全部来往车辆远远停车，

耐心等候，在藏羚羊全部穿过公路

走远后，才重新启动。

整个过程，现场十分安静。

“最近正是藏羚羊迁徙高峰期，

除了开展常规巡护，就是为藏羚羊

迁徙、回迁‘护航’。”五道梁保护站

副站长尕玛英培介绍。

“我们统筹安排以五道梁保护

站为主的力量，各基层保护站在辖

区内不间断巡护，一旦发现藏羚羊

要穿越公路，第一时间采取临时交

通管制措施，尽量减少对动物迁徙

的干扰。”尕玛英培说 ，今 年 藏 羚 羊

迁 徙 比 往 年 早 10 天 左 右 ，预计到

7 月底、8 月初会陆续回迁。

在藏羚羊繁衍迁徙季，青藏公

路上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禁止鸣

笛、巡护救助等措施，让迁徙的藏羚

羊群安全通过。

此外，管理处工作人员还将全

面监测藏羚羊产仔期间的各项动态

情况，对迁徙时间、迁徙数量等进行

统计。

“ 前 些 年 ，每 到 藏 羚 羊 迁 徙 时

节，一些过往旅客出于好奇，会下车

拍照，这种行为会让生性机警的藏

羚羊受到惊吓，甚至一整天都不会

穿过青藏公路。我们去劝阻这些游

客，有时还会发生争执。”尕玛英培

说，如今，这种情形基本不再出现。

沿线保护站——
展开日常巡护，协

助藏羚羊顺利迁徙

烧一锅水，放进奶瓶，消毒后取

出沥干，再煮开牛奶、晾温装瓶……

经过一系列程序，管护员才文多杰

轻声呼唤，3 只藏羚羊跑了过来。

这是索南达杰保护站工作人员

才文多杰的日常，他被称为藏羚羊

的“奶爸”。“每年都会有走散的小藏

羚羊，如果遇到，我们都会带回来，

喂养几个月后进行野化训练，等到

它 们 能 彻 底 适 应 后 ，就 放 归 大 自

然。”说起藏羚羊，才文多杰语气格

外温柔，“这两天，同事们大部分去

了 被 称 为‘ 藏 羚 羊 大 产 房 ’的 卓 乃

湖 ，还 有 太 阳 湖 ，守 护 产 仔 的 藏 羚

羊，剩下的同事负责日常巡护，协助

藏羚羊穿越青藏线。”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

袤而神秘。沿着青藏线，不冻泉保

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沱沱河保护

站、五道梁保护站、库南保护站依次

排列，守护着野生动物的家园。每

个月，五个保护站工作人员至少要

开展一次大规模巡山，短则一周，长

则十几天。

“ 进 山 前 ，要 准 备 钢 板 、千 斤

顶、备用轮胎、锅碗瓢盆、被子铺盖

等；进山后，手机有时候没信号，大

家能听完所有下载的歌曲，说完所

有想说的话。”才文多杰告诉记者，

5 个保护站共 50 多人，平均年龄不

到 30 岁，这里的日子虽然单调，但

看到藏羚羊、野牦牛、藏狐在奔跑，

“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形容。”

除了保护站，还有一些牧民生

态 管 护 员 自 发 组 建 藏 羚 羊 保 护 协

会，一路远远跟随迁徙的藏羚羊，将

它们送过青藏线。

“保护站工作人员、过往的司机

旅客，大家互不认识，但在静静等候

藏羚羊穿过青藏线那一刻，都达成

了默契。”翻开手机相册，才文多杰

说，大家更多的是在远处默默注视，

藏羚羊也很顺利地穿过公路。

以前，只有察日错湖周边 5 个

村 及 109 国 道 沿 线 有 通 信 信 号 覆

盖，可可西里其他区域均无网络覆

盖。去年，卓乃湖附近 5G 基站开通

运行，保护站工作人员通过“5G 远

程视频巡检+现场值守”相结合的方

式 ，实 现 了 对 藏 羚 羊 的 远 程 实 时

监控。

如今，在多方努力下，可可西里

的藏羚羊种群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

不足 2 万只，增加到 7 万余只。

走出索南达杰保护站，已是傍

晚，夕阳勾勒出远山的轮廓，一只只

藏羚羊正奔向远方。

上图：藏羚羊穿越青藏公路五

道梁保护站附近。

何启金摄（人民视觉）

左图：藏羚羊准备穿越青藏铁

路楚玛尔河特大桥。

东科力加摄（人民视觉）

留足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协助藏羚羊繁衍迁徙

青藏线上的生态守护
本报记者 贾丰丰

核心阅读

青藏公路、青藏铁路
在助力高原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在保
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展开
积极探索。

为保证藏羚羊繁衍
迁徙顺利进行，青藏铁路
设置 33 处迁徙通道，青
藏公路为藏羚羊迁徙采
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青
藏线沿线各保护站协助
藏羚羊繁衍迁徙……在
青藏线上，顺利迁徙的藏
羚羊群，展现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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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9日电 （记者郁静娴）记者从农业农

村部获悉：6 月 18 日，2000 余尾 2 龄中华鲟、6 万余尾 8 月

龄中华鲟在湖北省荆州市放归长江。随着此次中华鲟放

流活动开展，2024 年中华鲟放流数量已经超过 100 万尾，

为历史最大年度放流规模。

中华鲟是长江水生生物的旗舰物种，是反映长江生

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性物种。受多种因素影响，

中华鲟自然种群极度濒危，保护形势严峻。近年来，农

业农村部高度重视中华鲟保护工作，持续扩大人工繁

育和增殖放流规模，实现 2024 年放流百万尾目标，力争

3—5 年达到年增殖放流 500 万尾规模，有效补充恢复中

华鲟野外种群数量；实施“陆—海—陆”接力保种，提升

人工保种中华鲟种质质量和遗传多样性；推进自然繁

殖试验，尽快突破中华鲟自然繁殖技术瓶颈；开展全生

活史跟踪监测，修复中华鲟产卵场和洄游通道等关键

栖息地，努力重建野外自然种群，实现中华鲟系统性保

护恢复。

今年以来

中华鲟放流数量已超百万尾

本报兰州 6 月 19 日电 （记者

银燕）记者从第三次黄河流域省级

河湖长联席会议获悉：5 年来，水利

部 和 沿 黄 9 省 区 全 面 强 化 河 湖 长

制，推动黄河流域河湖保护治理管

理取得显著成效，黄河流域河湖面

貌发生全局性改善。

2021 年 10 月，黄河流域在七大

流域中率先建立省级河湖长联席会

议机制。两年多来，各省区共同研

究黄河保护治理重大问题，部署重

点目标任务，黄河流域河湖长制工

作机制日臻完善。

水 资 源 节 约 利 用 水 平 显 著 提

高。2022 年联席会议审议通过《黄

河流域坚决遏制违规取用水实施意

见》，推动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建立健全

黄河流域水资源监管长效机制。初

步建立流域管理机构与省、市、县水

行政主管部门四级联合监管长效机

制，有效遏制违规取用水行为，取用

水秩序不断规范。

强 化 生 态 流 量 管 控 ，黄 河 流

域 10 条 重 点 河 流 20 个 主 要 控 制

断面生态流量全部达标。实施重

点 区 域 生 态 补 水 ，2019 年 以 来 累

计 向 乌 梁 素 海 、黄 河 三 角 洲 应 急

生 态 补 水 28.41 亿 、8.82 亿 立 方

米。流域各省区通过总河长令等

方 式 部 署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完 成

3081 条（个）河（湖）健 康 评 价 ，对

黄 河 流 域 801 条（个）河（湖）开 展

“ 一 河（湖）一 策 ”保 护 修 复 ，河 湖

面貌持续向好。

水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沿黄 9 省区累计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3.1 万平方千米，水土流失实现面积和强度

“双下降”、水蚀和风蚀“双减少”。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2023 年黄河流域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

为 91%，整体水质为优，国考断面水质变好的前 30 名城

市中黄河流域有 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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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6月 19日电 （记者肖家鑫）记者获悉：山

东省荣成市农商银行、农业银行威海市分行等单位从山

东省威海市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购买一笔海草

床碳汇，完成了 338.7 吨二氧化碳的减排量交易。这标志

着山东基本打通了省级海洋碳汇交易路径，引领实现海

洋碳汇价值转化新模式。

海草床碳汇是海洋碳汇的一种，海草经过种植、培

育、监测，到管理部门对碳汇量认证，完成价值转化。山

东海洋资源丰富，推动实施了海草床碳汇交易，探索海洋

碳汇价值转化路径。

探索海洋碳汇价值转化路径

山东实现海草床碳汇变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