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7月 14日电 （刘温馨、

王浩、卢天好）7 月 16 日，我国将进入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7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7 月 14 日，国家防总办公

室 、应 急 管 理 部 组 织 气 象 、水 利 、自

然 资 源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等 部 门 进 行

防汛专题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四川、

安徽、湖北、河南、山东等 15 省份，研

究部署“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救灾

工作。

会商指出，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

响，太湖、淮河相继发生编号洪水，长

江中下游干流九江段、鄱阳湖、乌苏里

江下游正在缓慢退水。据预测，7 月

14 日 至 18 日 主 雨 带 将 北 抬 ，四 川 盆

地、江汉至黄淮等地降雨具有持续性

和极端性，相关地区江河洪水、山洪地

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高，防汛形势

严峻复杂。

会商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进

入应急状态。要强化堤防巡查和涝水

抢排工作，加强长江干堤和重要圩堤

等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全力做好团洲

垸排涝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加快

开展恢复重建。要重点加强防汛薄弱

环节防范，高度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和

城乡内涝，强化山区、城乡接合部、施

工营地、工矿企业等风险隐患点监测

巡查，切实落实临灾预警“叫应”和跟

踪反馈机制，发现险情果断扩面转移，

坚决避免群死群伤。要突出做好江河

洪水防御和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密切

关注中小水库运行状况，科学调度防

洪工程；针对城市地下空间、桥涵隧道

等重点部位，落实防洪排涝应急措施，

保障城市正常运行。要做好一线防汛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防

暑降温、医疗保障等工作，退水地区做好防疫消杀，尽快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国家减灾中心利用应

急减灾卫星对淮河王家坝至正阳关段开展监测，安排国家自

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协助做好洞庭湖堤防巡堤查险工作。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入汛以来，珠江、长江、太湖、淮河等

流域大江大河大湖连续发生 20 次编号洪水。当前，太湖第 2
号洪水、淮河第 1 号洪水正在发展，长江第 1 号洪水、第 2 号洪

水仍处于演进过程，湖南华容县团洲垸险情后续应急处置还

在持续，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

水，洪水防御可能面临多线防汛；局地暴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

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难度大；中小水库、病

险水库、淤地坝点多量大，抗御洪水的能力较低，安全度汛压

力大；今年水利工程项目多，部分项目需要跨汛期施工，在建

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高。

水利部门要求所有具备防汛能力、担负防汛任务的水工

程全部进入防汛状态，实现流域控制性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

加强堤防巡查防守，严格落实堤段巡查防守责任，尤其重视夜

间巡查防守；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切实完善县、乡、

村、组、户 5 级责任制和“叫应”机制，明确“谁组织、转移谁、何

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 个关键环节的责任人和措施。

未来 10 天，长江上游仍有连续性强降雨过程，强度以大

到暴雨为主。为应对长江上游后续可能发生的大洪水，保障

荆江河段防洪安全，水利部门计划抓住 7 月中下旬有限的强

降雨间歇期，在确保中下游防洪安全前提下，充分利用中下游

河道的泄流能力，加快降低三峡水库水位，让三峡水库腾出足

够的防洪库容。

在全力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上，水利部汛前公布 744 座大

型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指导各地分级公布中小型水库大坝

安全责任人，全面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

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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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热浪滚滚，位于福建福州市鼓

楼区的福山郊野公园内仍有清风阵阵，树叶

摇晃间更显绿意浓浓。太阳还没落山，已有

不少人来到福山郊野公园散步赏景，寻一方

清凉。

陈尽也来到了公园的福康广场，他将从

这里出发，沿公园绿道前往几处水塘，监测昆

虫等生物的情况。陈尽是福州一家出版社的

编辑，从事生态科普书籍的出版工作。出于

兴趣，自 2021 年起，他开始作为志愿者在福

山郊野公园参与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这条绿

道可是贴近自然、认识自然的‘宝藏’路线，每

次来都会有惊喜。”陈尽说。

赏 绿
呈现原生态的山水风貌

沿着蜿蜒的步道行走，两侧皆是葱茏草

木，身边不时有蝴蝶翩翩飞过。脚边低处，一

团团蕨类植物凑在一起；往上瞧，三角梅等自

栏杆间探出花朵，触手可及；再抬头看，高大

的樟树、桉树等枝繁叶茂，撑起片片绿荫。“绿

道沿线的绿植分布很有层次，草本植物、灌

木、乔木等从低到高都有分布，展现了山体植

被原生态的风貌。”陈尽一边走，一边介绍沿

途的各类植物。

沿着平缓的坡道渐渐向上走，又能看到

树梢上的景观，植物的叶片纹路、果实形态清

晰可见。“快看！山椒鸟！”陈尽轻声惊呼，循

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只通身羽色鲜红的

山椒鸟正立在树梢上。“这种鸟一般只有在深

山里才能遇见，可见公园生态环境有多好。”

陈尽说。

据 统 计 ，福 山 郊 野 公 园 现 已 记 录 鸟 类

140 多种、昆虫及两栖爬行类动物超 500 种，

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0 多种。“可以

说，福山郊野公园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态

系统，从昆虫、鸟类到哺乳动物都有分布。去

年，公园内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拍到了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福山郊野公园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李滨说。

在福州，像这样串山连水的绿道共有超

1370 公里。福州依托城市内山水资源，串联

生态空间与公共空间，打造山体生态景观步

道、滨河亲水步道、街区林荫绿道等，供市民

休闲健身、亲近自然，将山、水、人、城融为一

体，并形象地称之为“福道”。

不只在福州，自 2021年起，“福道”建设连

续 3年列入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全省城乡建设品质提升行动重点任务。根据

《深化生态省建设 打造美丽福建行动纲要

（2021—2035 年）》，福建将打造依山傍水、串

联城乡、覆盖全省的“万里福道”，到 2035 年，

实现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筑 绿
以生态保护为中心

“平时没有志愿服务工作的时候，我也会

常来走走‘福道’，不管是赏景还是锻炼，都是

个好去处。”走到望峰台时，陈尽在树下歇了

一小会儿，让山风吹干脑门上的汗珠。自望

峰台鸟瞰，晚霞映照下，山下的城市高楼与远

处峰峦剪影一览无余。

“城在山中、山在城中”，福州市城区内的

山体总面积约 30.8 平方公里，具有独特的山

林景观风貌。但过去，群众一度“看山不进

山，见绿难享绿”。

为满足群众在山野间登高、健身、沐林等

不同需求，自 2016 年起，福山郊野公园开始

建设，用山地步道串联大腹山、五凤山、科蹄

山 3 座山体，建成步道约 20 公里。

李滨介绍，福山郊野公园在规划建设时

坚持以生态保护为中心，依据山体原有的山

形水势与生物资源本底打造 3 个环山绿道系

统与 4 条主轴线，串联 36 个景观节点。“建设

过程中，我们在保护原生林树种的基础上，还

进行了林相改造，生态补植多个乡土树种，特

别是酸枣树、柿子树等浆果类树种，为小动物

们提供更多食物。”李滨说，经过建设，公园山

体的植被种类由 40 多种提升至 200 多种，植

物群落多样性明显增加。

建设“福道”，必然需要采取工程措施，如何

在这个过程中做到既走近自然，又不破坏自然？

参与福山郊野公园建设设计的福州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园林景观设计院

城市生态修复中心主任陈志良介绍，为了减

少对山体植被的破坏，项目团队采取了多种

施工方式，既有创新的技术措施，步道上的桥

梁、廊亭等全程采取装配化模数化的方式进

行施工；也有传统的人工作业，山体内不允许

建设施工便道，在桥梁桩基施工时，大型机械

难以进场，就采取人工挖孔的作业方式。“首

要原则是保护生态，将施工过程对自然环境

的破坏降到最低。”陈志良说。

护 绿
守好用好城市生态基底

一路走，一路看，陈尽来到此行目的地

——福源，这里有 几 处 山 间 溪 流 汇 聚 而 成

的小水塘。只见他低着头在水塘的大石间

跨越行走，不时蹲下身，用小捞网捞出一小

团塘泥，凑近细细查看，再记录数值。“蜻蜓

等 水 生 昆 虫 是 水 质 指 示 生 物 ，它 们 的 数 量

变 化 能 直 观 反 映 水 环 境 的 情 况 。”陈 尽 说 ，

他 每 月 都 来 做 一 次 生 态 监 测 ，从 水 质 指 示

生 物 数 量 的 变 化 了 解 水 质 情 况 ，并 将 数 据

同步给公园方。

李滨介绍，许多像陈尽这样的志愿者与

部分专家长期在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与

生态监测工作，摸清公园生态本底的同时，也

为日常管理保护提供数据参考。

福州市园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福

道”除了供市民休闲游憩，还承担着城市生

态廊道的功能。“条条‘福道’加强了城市不

同绿地斑块间的连通性，利于物种扩散、生

物交流，有效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

升城市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这位负

责人说。

监测工作结束，陈尽带着数据返程，他又

被 路 旁 一 株 叶 片 交 叠 的 灌 木 吸 引 了 目 光 。

“瞧！这里面有袋蛾，它们会吐丝将两片叶子

‘缝’起来当作袋子，用来躲避鸟类捕食。”说

话间，他又拿出手机拍照，“这是个好素材，下

回可以带着孩子们来看。”

作为生态环境监测志愿者，陈尽还常常

带队开展青少年生态科普活动。“公园绿道能

给市民提供休闲健身空间，也能引导孩子们

认识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陈尽说。

目前，福山郊野公园已组织“鸟类公益

导 赏 ”“生 物 多 样 性 在 身 边 ”等 现 场 活 动 与

《发现身边的自然之美》《湿地保护》等公益

讲 座 100 余 场 ，覆 盖 福 州 市 30 多 所 中 小 学

校。“我们还开辟了认种认养区，组织植树活

动，希望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李滨说。

修复生态，织补城市绿网；绿色出行，共

享生态福利。截至 2023 年底，福州市建成区

绿地率达 40.33%、绿化覆盖率达 43.54%，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4.93 平方米。在山岭峰

峦间拥抱盎然绿意，在滨河绿地边感受水乡

之美，在大街小巷享一方绿荫如盖……行走

在“福道”上，如在生态画卷中徜徉。

福州积极建设山体生态景观步道、滨河亲水步道、街区林荫绿道等—

1370公里绿道让山水人城更相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施施 钰钰

编者按：绿道连接自然山水人文，串

起城乡美好生活。暑期来临，人们或观

赏竹林花海、湖光潋滟，或邀伴骑行健

身、散步休闲……绿道让群众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建设绿道应市民所需，是得民心之

事。本版今日起推出“身边的绿道”系列

报道，跟随生态监测志愿者、绿道建设者

等人的脚步，体验绿道建设给老百姓带

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一条彩色丝巾，上面绘有热带鱼、珊瑚、

水母等图案。值得一提的是，它是由 3 个废

弃塑料瓶制成的，这些塑料瓶都来自广东广

州市南沙区的“公益净滩行动”——近日，在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

部副部长郭芳展示了这样一条特别的丝巾。

“‘公益净滩行动’是我们开展的生态环

境保护行动之一。”广州市海洋双碳研究会副

秘书长杜宇燕说，南沙是一个典型的河口滨

海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海洋生态系统典

型，尤其是红树林生态系统。其中坦头村的

红树林面积达 45.5 亩，占了广州市现存天然

红树林面积 70%以上。截至目前，广州市海

洋双碳研究会已组织开展超过 50 场红树林

公益行动，将收集到的部分塑料瓶进行回收

利用，和制作单位共同开发了这款“美丽海

洋”主题丝巾，以及另一款“保护红树林，做大

海的朋友”主题丝巾。

塑 料 瓶 如 何 被 制 作 成 为 美 丽 的 丝 巾 ？

杜 宇 燕 介 绍 ，首 先 将 塑 料 瓶 收 集 送 到 各 回

收打包站点，压成“塑料瓶砖”，然后送入专

业 的 加 工 清 洗 厂 进 行 破 碎 清 洗 ；瓶 子 被 破

碎 后 将 经 过 预 洗 、高 温 浸 洗 、多 道 漂 洗 、风

选、脱水和自动分选等一系列工序，去除塑

料瓶片中的标签、污物、瓶盖、杂质和黏胶，

达 到 可 循 环 使 用 的 质 量 标 准 ；紧 接 着 瓶 片

经过熔融、挤压、过滤、造粒等步骤，成为聚

酯颗粒；颗粒经高温拉丝成为纤维，进一步

再 生 成 为 纱 线 ，经 过 织 布 、印 染 ，最 后 被 制

作成丝巾。

郭芳表示，我国正努力争取到 2035 年把

283 个海湾都建成美丽海湾，让丝巾上描绘

的“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愿

景成为现实。作为海洋大省，广东将全省近

岸海域统筹划分为 59 个海湾，“一湾一策”协

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

岸滩环境整治，2027 年前重点推进 27 个美丽

海湾建设。

（周浩参与采写）

右图：“美丽海洋”主题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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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南沙区开展公益净滩行动

将塑料瓶制成“美丽海洋”主题丝巾
本报记者 罗艾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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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7月 14日电 （记者孙海天）近日，海南省林业

局举办了热带雨林碳汇交易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3 家企业

认购了合计 35 万元的热带雨林碳汇。该项目标志着海南在

热带雨林碳汇项目开发交易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上

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介绍，此次碳汇交易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

片区的 1 万亩热带雨林金钟藤清除项目为基础，恢复林木生

长、维持生物多样性，促进碳吸收和积累，产生碳减排量。预

计 20 年内可产生二氧化碳减排量 10.9 万吨，碳汇交易额超过

千万元。

海南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海南省将着力构建

多层次、多渠道的碳汇开发模式，打通国内国际碳交易市场，

深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海南完成一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

本报北京 7月 14日电 （记者董丝雨）7 月 12 日是“国际

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际防治沙尘暴日”研讨会上获

悉 ：我 国 春 季 沙 尘 天 气 总 体 上 呈 现 次 数 减 少 、强 度 减 弱 的

趋 势 ，由 1981—2010 年 的 年 均 17 次 减 少 到 近 10 年 的 年 均

9.2 次。

我国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防沙

治沙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防沙治沙体系。国务院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国家林草局会同相关部门

印发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组织开展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

任考核。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沙化土地

状况持续好转，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 4 个监测期持续净减

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 515 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 1000
万亩。土地沙化程度持续减轻，重度和极重度比重由 2004 年

的 74.1%下降到 2019 年的 62.3%。

次数减少、强度减弱

近十年我国春季沙尘天气减至年均9.2次

图①：福山郊野公园内的绿道。 陈成才摄（人民视觉）

图②：陈尽正在福山郊野公园拍摄昆虫。 本报记者 施 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