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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正在施工的西气东输四
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穿越甘肃
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64.6 公里。为了保护脆
弱的荒漠生态，维护区域生态
系统平衡，工程通过科学选
线、绿色施工、生态修复，让顺
利施工与保护生态得以同步
推进。

本报沈阳 8月 5日电 （记者刘洪超）记者从辽宁省人

大获悉：辽宁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正式表决通

过《辽宁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将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据悉，《条例》科学细化保护措施，提出为了防止数量减

少，严控占用黑土地和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

严格耕作层剥离利用管理；为了防止质量下降，要求加强农

田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广科学的耕作制度，明确黑土地保护

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要求；为了防止生态功能退化，规定了改

善和修复黑土地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规范农业投入品包

装物、废弃物和畜禽粪污处理。

黑土地保护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为了避免责任悬空，

《条例》积极推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围绕完善协调机制、明

确部门职责、制定保护规划和质量提升计划、落实调查监测

制度、保障财政投入、严格监管职责等方面提出要求。同

时，强化农业生产经营者的保护义务，规定在承包合同中应

当对保护利用黑土地作出约定。

推广科学耕作制度

辽宁出台黑土地保护条例

本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张璁）记者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惩治各类污染环境犯罪，今年

1 至 6 月，共起诉污染环境犯罪 668 件 1597 人，在办案中落

实恢复性司法理念，助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检察办案发现，当前污染环境犯罪新旧问题交织，仍需

综合施策、深化治理。例如，跨地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屡禁

不止，一些地方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

物日渐增多，少数企业因自身处置能力不足、处置成本过高

等，将危险废物非法转移至外地甚至外省，污染当地的土

壤、水体、空气。此外，传统重污染行业非法排污问题仍较

为突出。尤其是个别私人开设的“黑作坊”处心积虑逃避监

管，偷排、直排污染物。

据介绍，个别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帮助掩盖污染真

相。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出具的报告与数据是准确反映污

染状况、实施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之一。需警惕的

是，当前个别检测机构、监测机构受利益驱使，弄虚作假，帮

助产生废物的主体掩盖已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污染。

今年上半年

检察机关起诉污染环境犯罪15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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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8月 5日电 （记者李纵）近日，广东省林业局

公布 2024 年高品质自然教育基地和省级自然教育基地名

单，全省新增 20 家省级自然教育基地和 5 家高品质自然教

育基地。截至目前，广东省已建成省级自然教育基地 135
家、高品质自然教育基地 13 家。

据了解，今年新评定的 20 家省级自然教育基地主要有

文化场馆、城市公园、森林公园、林场、自然保护区、中小学

等类型。其中，广东省博物馆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和

大湾区重要文化旅游地标，其上榜标志着全省自然教育基

地中首次出现大型文化场馆；肇庆新区中心小学作为本次

唯一上榜的中小学，通过不断实践探索，推动自然教育与学

科教学内容融合发展，助力学生综合素质全方位提高。

广东自然教育基地增至135家

本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吴月辉）记者从中国科学

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获悉：我国多个科研团队近期在滦河流

域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御道口牧场等地开展滦河流域天空地

多尺度遥感联合试验，旨在实现对土壤、植被等生态系统关

键参数的三维定量反演，进一步完善遥感观测理论与方法。

此次联合试验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等 20 家单位共同完成。联合

试验总指挥、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雷洋介

绍，土壤和植被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的物

理和化学性质往往随深度变化而不同，植被的三维结构更

为复杂。这种三维分布特征对于生态系统水循环、碳循环

等过程至关重要。

“本次联合试验的目的，就在于突破传统遥感在二维空

间观测的限制，实现对土壤、植被等生态系统关键参数的三

维定量反演，为观测和理解复杂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循

环过程提供新的方法和数据支持。”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研究员施建成说。

我国开展滦河流域天空地
多尺度遥感联合试验

本报北京 8月 5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水利部黄河

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获悉：8 月 5 日 8 时起，黑河黄

藏寺水利枢纽按 300 立方米每秒下泄，这标志着工程首次

投入生态调度综合运用，正式发挥生态调度作用。

今夏，黑河流域普遍高温少雨，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态用

水需求旺盛，下游东居延海水面面积急剧萎缩。为缓解中

下游地区用水矛盾，今年 7 月，黄藏寺水利枢纽通过第二阶

段蓄水验收后，黑河流域管理局督促相关方面提前做好不

同流量级泄流实验，不断优化调度方案。同时，全面排查处

置安全隐患，在保障黑河中下游农业灌溉用水的前提下，抢

抓时机，加快蓄水进度。截至 8 月 4 日 8 时，工程蓄水位超

2609 米，蓄水量达 2.20 亿立方米，为黑河今年实施关键调

度期第二次集中调水、确保东居延海连续 20 年不干涸提供

了重要水量保障。

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首次投入生态调度

每天早上 7 点，家住湖北武汉市硚口区

的市民郭女士就要出门上班。她先在路边扫

辆共享单车，骑行近一公里到地铁站，然后乘

地铁前往位于汉阳区的工作单位。全程下

来，需要一小时左右。

放在过去，郭女士更倾向于开车上班，如

今却习惯了绿色出行。“骑行一公里，可以攒

40 克减排量；坐一次地铁，可获得 170 克减排

量。从去年 9 月注册‘武碳江湖’，现在已经

攒了 3 万多克减排量。”郭女士告诉记者，用

这些减排量，她兑换过武汉一卡通纪念卡、单

车骑行优惠券等，还为生态公益项目助力了

减排量，并获得了电子公益证书。

如今，在武汉，像郭女士这样开通个人碳

账户、享受低碳生活带来实惠的市民，已经有

近 3 万人。去年 4 月，武汉市政府印发“碳普

惠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打造

个人低碳生活平台，创建个人碳账户，研究对

接商业代金券、便民服务、文创产品等激励措

施 。 去 年 6 月 ，碳 普 惠 个 人 低 碳 生 活 平 台

——“武碳江湖”小程序正式上线。

“用户的每一次低碳行为，都能转化成减

排量，纳入个人碳账户，用于兑换各种优惠福

利、便民服务等。”武汉碳普惠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树介绍，该小程序由武汉市生态环

境局指导建设，与城市公交、地铁、网约车、便

利店等线上系统实现信息共享。用户用手机

创建个人碳账户后，做到绿色出行、减少一次

性用品、垃圾回收等低碳行为，即可获得碳普

惠减排量，可以在小程序的“低碳商城”中兑

换商家消费券、代金券、新能源车充电券以及

环保手提袋、公交纪念卡等。

据悉，小程序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用户

授权同意后，可以全面记录用户在日常生活

中的低碳行为轨迹。比如，用户在便利店购

满 3 件以上物品，没有购买一次性购物袋，付

款后，小程序能自动识别并给予相应减排量

奖励。

自上线以来，“武碳江湖”陆续推出趣味

减碳“玩法”：在低碳活动板块推出以“碳”代

捐创新模式，用户每捐赠 1 克减排量，将由当

地银行定向配捐 1 元，用于支持湖北省长江

生态保护基金会开展长江珍稀鱼类保护；开

通低碳知识板块，用户可参与答题，学习环保

知识，获得特色称号和“勋章”……

“我们已经建立了集个人碳普惠、企业碳

核算、碳账户登记于一体的统一碳普惠平台，

企业和个人低碳行为都能被量化并计入碳账

户，产生价值和收益。”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

心总经理何昌福说，商家通过用户权益兑换

收集的碳普惠减排量达到一定量后，可参与

湖北碳市场交易，实现企业碳中和等。

湖北武汉建设碳普惠体系

开通个人碳账户 享绿色低碳生活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年 降 水 量 仅 40 多 毫 米 ，蒸 发 量 却 高 达

3200 多毫米，即便在夏季，稀疏的灌木也鲜有

绿意、普遍发黄……

这里，是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国家“十四五”

石油天然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气东输四

线天然气管道工程（以下简称“西四线”）必

经之地。

这里，生态异常脆弱，却有高等植物 455
种、脊椎动物 210 种、昆虫 387 种，包括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发菜，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普氏野马、雪豹、白唇鹿、金雕等。

能源动脉须贯通，生态环境要保护。“通

过科学选线、绿色施工和生态修复，西四线施

工走出了一条‘生态路’。”国家管网集团建设

项目管理分公司甘宁工程项目部酒泉分部经

理王辉说。

选线—
为有效保护稀有植物和

湿地，管线作业带做了两次
微调

出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城，西行约两小时，

便进入保护区北片区。

管护员仔细核对准入证、做好登记后，记

者换上劳保鞋和工装，戴好安全帽，随施工人

员前往工地。

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

建于 1987 年 6 月，分南、北两片区，199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

前我国唯一以保护极旱荒漠生态系统及其生

物多样性为主的多功能综合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地处亚洲中部温带荒漠、极旱

荒漠和典型荒漠交汇处。”保护区管护中心

资源保护科负责人王亮说，这里的荒漠生态

系统，对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平衡发挥着重要

作用。

西四线贯穿保护区 64.6 公里，管道沿线

水资源稀缺，植被稀少，生态脆弱。“我们与保

护区管护中心签订《生态保护与管理协议》，

依法合规取得施工许可。”现场施工单位中石

化江汉油建工程有限公司西四线三标段负责

人韩江平介绍，入场后，首先组织人员进行了

踏勘。踏勘分两组，每组每天行进 3 公里左

右，通过目测加无人机等方式，对作业带沿线

的地质地貌、植被分布等做了详细勘察。

“踏勘，为的是精准掌握管道沿线的生态

细节，以便优化调整。”韩江平说，经过踏勘，

与设计单位对接后，对管线做了两次微调。

在桩号为 BA035—037 段，踏勘队员发现

了一片裸果木。

“裸果木为第三纪孑遗植物，在古地中

海、亚洲中部荒漠区内属比较稀少的荒漠残

遗种和稀有种。”王亮说，其生于沙地、砾石质

戈壁荒漠地带，是构成石质荒漠植被的重要

建群种之一。

“我们主动避让，管线作业带向西偏移 80

多米。”韩江平说。

沿着西四线穿行，一泓清泉闯入眼帘，大

片芦苇随风摇摆。王亮说，这是保护区内的

大泉湿地，也是保护区内动物的生命源泉。

“在这里，管线再次微调。”韩江平说，为

保护湿地植被、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打扰，调整

管线超 6 公里、偏离湿地 40 多米。同时，适当

控制机械布置密度，降低车辆行驶速度，远离

湿地加注油料，将噪声、扬尘和油污可能对湿

地产生的影响降至最低。

准备—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

教育培训，实现一体化绿色施
工；保护区同步加大巡护力度

在施工现场，一幅“进场施工须知”格外

醒目，9 种重点保护植物、9 种重点保护动物都

做了图文标注。

“在工地，这是标配。”韩江平说，“保护区

内施工，要让每一个人都有边界感，什么不能

碰、哪些不能动，必须心中有数。”

早在施工准备阶段，项目部就组织专家

对施工可能对保护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

估，制定了详细的生态保护措施，经专家评审

后报保护区备案，并邀请保护区专业技术人

员对施工人员进行了专项环保教育培训。

“要让大家知道，在保护区内施工，生态

必须优先。”王辉说。

为缩短通勤时间，高效施工，减少对保护

区的扰动，“经过现场踏勘，在红柳压气站南

侧已有场地搭建起 75 间标准野营房，作为生

活营地。”韩江平说，配套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两类垃圾装桶，生产、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后，

再由专人运到附近柳园镇处理。

“就连管道，保护区都是专门定制的。”王

辉说，一般线路管道壁厚为 18.4 毫米，保护区

内采用的是 22 毫米加厚钢管，“这意味着，强

度设计系数提高一个等级”。

同时，项目部利用无人机、机组布控球、

驻地摄像头等进行监控，对可能造成生态破

坏的施工举措及人为破坏及时纠正并制止，

在保护区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绿色施工。

施工单位能否守好生态红线，保护区管

护中心有“绿色标尺”。西四线在保护区开工

后，保护区管护中心抽调管护员专职负责巡

护。“我们会定期、不定期检查施工现场，确保

作业带不越‘生态线’。”柳园管护站副站长潘

雪娇说。

施工—
车辆沿巡护道路行驶、

严禁超范围碾压，竣工后及
时进行生态修复

走在覆盖砾石的作业带上，脚下是直径

1219 毫米的天然气管道。

贯穿保护区的 64.6 公里管道，由 5000 多

根长 12 米、重 8 吨的管道焊接而成。如此多

的管道、这么长的距离，怎样才能在确保生态

安全的前提下送抵施工点？

“先要办理人员和车辆准入手续，经保护

区管护中心批准同意后才能入场。”韩江平

说，运输管材的半挂车辆进入保护区后，有专

人引导，只能沿着管道巡护老路行驶，严禁超

范围碾压。

历经多年风雨和演化，荒漠区地表已“结

痂”，“锁”住了地下的沙尘。倘若车辆不按指

定路线前行，“结痂”的地表一旦被碾碎，荒漠

的大风就会“撕”开地面，掀起沙尘。于是，施

工时采用“钉边桩+绑红绳”方式，让车辆行驶

在原有道路。“很多时候，作业带近在眼前，但

运管车辆必须绕行。”韩江平说。

布好管道，便是焊接。西四线采用全自

动焊接，速度快、一次合格率高，为方便附近

野生动物自由穿行，焊接后的管道架在高 1.2
米以上的管墩上。

之后的管沟开挖，也是“极限”操作。“一

般作业带设计宽度为 28 米。”韩江平说，在保

护区内只批复了 24 米，这意味着挖出的土若

全堆在管沟旁，堆土高度将超过规范要求，造

成安全隐患；必须将多出的土方外运至指定

区域堆放，用防尘网苫盖，固定的运输线路租

用洒水车降尘，回填时再运回作业带。“虽降

低了工效，但避免了超宽‘越界’。”韩江平说。

眼下，管道建设正在收尾。“竣工后，将进

行生态修复。”王辉介绍，地面植被稀少、质地

以裸露石质为主的地段，将采用碎石覆盖；临

时便道地表松软地段，将采取平整压实、洒水

处理，使浮土迅速形成钙质和结皮，避免风蚀

形成扬沙。同时，选择耐旱、耐盐碱的当地优

良乡土植物，辅以人工补水等措施，让生态系

统恢复如初。

上图：短叶假木贼（摄于 2023 年 7 月）。

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供图

下图：西气东输四线工程在安西极旱荒

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焊接施工（摄于 2023
年 3 月）。 王 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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