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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行驶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香溪河
畔的盘山公路上，只见两岸山峦青翠。山与
水的交界处，植被相对稀疏，形成一道浅绿色
的“腰带”。这样的景色在三峡库区十分常见。

“三峡水库蓄水、消落的水位变化，在两
岸形成了一个介于水域和陆域之间的、涨落
幅达30米的湿地生态系统。”秭归县水利和湖
泊局副局长韩敏介绍，消落带的环境保护和
生态治理至关重要。

秭归县内消落带面积和消落带岸线长度
均占湖北省的半壁江山。前些年，受水库反
季节涨落等影响，消落带内植物种类少、群
落结构简单，加之周围人口密集，工程建
设、农业生产活动多，造成水土流失加剧、
污染增多。近年来，秭归县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通过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为主、
工程治理措施为辅的方式，着力推进三峡水
库消落带治理。

香溪河东岸，秭归县万古寺村，一片片
枝繁叶茂的柑橘园依山就势，金灿灿的果子
挂满了枝头。柑橘园下方的消落带草木葱
茏，地表上密密麻麻地长着一种网状的草本
植物，平均长度60至70厘米，最长的有1米多。

“它叫狗牙根，耐旱、耐淹，匍匐生长，
种下去一周左右就能存活，是很好的固土护
坡植物。”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秭归项目负责人刘俊峰告诉记者，2021年3
月种下以后，这些狗牙根边长边扎根，逐渐
向四周蔓延开来；同时，其他植物的种子也
能够藏在狗牙根的根须底下，不再被涌浪冲
刷走，逐渐生长起来。曾经植被稀疏的消落

带，绿意渐渐多了起来。
在相对陡峭、土质不够稳定的区域，科

研人员还采用生态混凝土进行固坡，在消落
带上铺设安装三维纤维网和锚钉，并尝试在上
面种植狗牙根。

“三峡库区香溪河流域综合治理修复工程
于 2020 年 9 月开工，2022 年 6 月完工。”韩敏
介绍，项目坚持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
的原则，栽植适应消落带水位变化的植物，
采用生物治理和生态护坡，完成香溪河两岸
消落带植被恢复46.82万平方米，道路边坡裸
露面植被恢复3.05万平方米。

在秭归县童庄河之畔、隔河相望的郭家
坝村和烟灯堡村，记者见到岸边消落带的植
被生长更加繁茂、更加层次分明，这里是
2019年5月开始实施的秭归县三峡水库重点消
落带植被恢复工程的一部分。

“我们坚持乔、灌、草结合的模式，对重
点消落带按海拔分为 4个区域进行修复。”秭
归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吴勇前介绍，145米至
160 米消落带种植耐淹性能极强的狗牙根；
160米至170米消落带种植牛鞭草、暗绿蒿等；
170 米至 173 米消落带以种植香根草为主；173
米至175米消落带种植桑树、柳树等乔木，搭配
部分灌木和草本植物。通过 5年多的人工恢复
和自然生长，如今修复成效比较明显。

确保消落带的生态安全，不仅要做好生
态修复工作，还要加强后续管护。“过去，有
群众利用退水的时间在消落带开荒种地，部
分污染物、固体废弃物会随着水位涨落进入
水域，对水库水质产生不良影响。”吴勇前
说，近年来，秭归县全面禁止消落带耕种，

不断加大巡查管护的力度，任命县、乡、村
三级河长260名，水利、生态、交通、农业等
多部门定期开展联合执法和巡查活动。

根据 2017 年 《三峡水库消落带调查报
告》，宜昌市三峡水库消落带面积为 27.93 平
方千米，岸线长588.3千米。近年来，宜昌实
施消落带综合整治项目 24 个，累计投入专项
资金 6 亿元，完成消落带植绿增绿 7234 亩，
治理消落带水土流失面积7568亩。

“通过一系列项目的实施，消落带地质环
境基本稳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岸线景观
更美。”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有关负责人说，
当地定期开展消落带综合监测等工作，加强
高切坡监测和蓄退水影响处理，着力实现三
峡水库“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不仅是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
会团体也加入到消落带治理工作中来。今年3
月，在秭归县郭家坝镇童庄河江心小岛的消
落带，三峡集团开展长江珍稀濒危植物野外
回归志愿服务活动，将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
中心人工繁育成功的 3000 多株丰都车前、疏
花水柏枝等珍稀植物移栽野外。

据悉，丰都车前和疏花水柏枝都具有较
强耐水淹的特性，适宜长江流域滩涂边坡和
消落带的栽植。“我们将持续对这批珍稀植物
的成活率和生长情况展开监测，后续将从中
挑选出性状优异的个体进行扩大繁殖，以便
更好地保护和修复消落带生态。”三峡集团有
关负责人说。

上图：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香溪河消落
带绿意浓。 王 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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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重庆市开州区汉丰湖边湿
地公园里，百亩荷花渐次绽放。环湖步道
上，湖光山色，花香四溢。

市民谭永国时常漫步在汉丰湖边的亲
水步道，闻花香、赏飞鸟、览湖景。

很难想象，在10余年前，这里曾是一
片水体污染、让人掩鼻的“水凼凼”。汉
丰湖从无到有，从破落衰败的消落带到花
团锦簇的沿岸美景，他是见证者。

开州区是三峡水库消落带面积最大的
区县，长江一级支流澎溪河穿城而过。为
让消落带与城市环境相融，开州区在开州
新城下游地带、三峡水库澎溪河回水末端
建成一座长 507 米、高 24 米的水位调节
坝，形成了面积约 15平方公里的“Y”字
形人工湖——汉丰湖。

汉丰湖形成后，一定程度减少了消落
带面积，但因水体大部分时间处于静水状
态，在谭永国印象中，每年退水后，裸露
出来的乱石和淤泥常会发出臭味，很少有
人愿来湖边。

对于消落带的治理，开州并没有止步
于汉丰湖水位调节坝的建成。

几年后，谭永国发现消落带开始发生
新变化，以前光秃秃的消落带被种上了花
草树木，有的地方种上了荷花，被两岸的
景致引来休闲的人群也不断增多。

在当地市民眼中，汉丰湖沿岸景致的
改善，是开州区持续治理消落带的结果。

在消落带，耐旱植物会在蓄水期被淹
死，耐淹植物会在枯水期被干死。没有植
物，水土容易流失，消落带的治理被称为
世界级难题。

“经过六七年反复的试验，我们经历
无数次失败，最终才找到了适合生存的植
物。”开州区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08年起，科研人员
和湿地保护人员在试验田里反复栽种多种
可能适合生长的植物，次年找出能在消落
带真正成活的种类。

2011年，科研人员发现中山杉耐湿性
强，生长不错，最终到 2013 年才试种成
功。随后，当地针对不同类型消落带湿地
的特点，实施了消落带系列湿地生态工
程——景观基塘工程、林泽工程、鸟类生境
工程等。

景观基塘工程主要是在消落带 165 米
至 175 米平缓区域挖泥成塘，种植荷花、
菱角、美人蕉等水生植物。水位上升时，
植物淹没水下休眠；水位下降时，基塘出
露，形成上千亩的生态景观，既净化水
质、保持水土，又美化环境。

林泽工程则解决了消落带反季节和耐
水淹的植物种植问题。通过反复试验筛
选，在消落带 165 米至 170 米区域种植了
落羽杉、水松等10余种耐水淹的木本植物
600余亩，成活率超90%。

景观基塘工程和林泽工程的成功实
施，突破了多年来消落带生态恢复技术的
瓶颈，通过小微湿地和鸟类生境营造等工
程的建设，提升了汉丰湖和澎溪河流域的
生物多样性。

10余年来，开州区在汉丰湖消落带建
成了 600 余亩湿地林泽、900 余亩景观基
塘、300余亩小微湿地等。

近年来，开州区在汉丰湖乌杨坝等区
域实施了消落带生态修复项目，栽植落羽
杉、水松、秋华柳、乌桕、江南桤木等适
宜当地生存的 20 余万株乔灌木，面积达
600 多亩。这些乔灌木一年四季呈现出不
同的湿地林泽景观，被当地居民亲切地称
为“五彩林”。

同时，开州不断完善汉丰湖国家湿地
公园湿地监测信息管理体系建设，安装高
清摄像头，对鸟类种群及数量动态变化实
时监测。

汉丰湖边的消落带，被湿地林泽、景
观基塘、小微湿地所取代，这里不但常年
见景，也成了鸟类栖息的不错选择。近几
年入冬后，成群的候鸟来到汉丰湖。

“我在汉丰湖拍到了不少珍稀鸟类。”
开州区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主任黄
亚洲说，这些年，出现在他镜头中的鸟类
品种越来越多，中华秋沙鸭、青头潜鸭等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都有现身。

曾经的“水凼凼”，如今变成风光旖
旎的国家湿地公园，站在高处眺望，一城
山色半城湖的美景尽收眼底。

（谢国邦参与采写）
下图：汉丰湖畔，当地通过在消落带

上种荷花等水生植物，形成的小微湿地净
化了水质，也成了动物栖息的场所。

陈永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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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建成后，冬季蓄水
发电水位达到175米，夏季防洪
水位则降至145米，这一与天然
河流季节涨落相反、涨落幅度高
达30米的水库消落带，是三峡水
库水质安全的重要屏障，对长江
重点生态区的生态保护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曾经，光秃秃的消落带，不
仅影响美观，也容易引起水土流
失。经过多年治理，许多地区的
消落带已经成为新的生态景观，
也进一步筑牢了生态屏障。

今天，请跟随本报记者走进
湖北宜昌、重庆开州，探访三峡
水库消落带生态治理的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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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高椅岭的人，都会被这里鬼斧神工
的自然奇观所震撼。

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的高椅岭村，
位于飞天山景区旁，在陡峭险峻的山岭下，
星星点点的水洼与蜿蜒河流交错点缀，形成

“碧水丹霞”的独特景观。
行走在红岩绿水之间，很难想象这里曾

经是火电厂废料炉渣的消纳场。
高椅岭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宏说，21世纪

初，当地一家火电厂产生的煤渣，每天源源
不断地排放到这片丹霞地貌形成的沟壑中。
煤灰沉积、废水堰塞，曾经的水塘变成了专
门堆放粉煤灰的灰坝。灰坝下游有700亩农
田受到影响，无法正常耕种。时间长了，植
被受损、水土流失、生态破坏……

丹霞地貌具有不可再生性，生态环境相
对脆弱，生态破坏加上雨水消磨，一度让高
椅岭的生态退化十分严重，火电厂排放的煤
灰沾染在山水画卷上，令人心痛。

当地人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不及时保
护，高椅岭的天生丽质很难再重现。

高椅岭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虎
臣说：“为了留住这片‘丹霞秘境’，苏仙区
政府一方面在火电厂周边建设循环经济产业
园，利用电厂排放的粉煤灰、炉渣等固体废
弃物，开发生产新型建筑材料；另一方面大

力实施地貌恢复、加盖覆土等生态修复工
程，引进资本成立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实现
景观资源的可持续保护、管理与利用。”

治污要治本，治本先清源。苏仙区政府
通过展开生态治理、国土绿化和景观修复等
工作，联动翠江水环境治理……一系列举
措，让高椅岭的土壤、水质、植被有了明显
改善。

“经过多番调研论证，我们制订了一系
列方案，发起了生态攻坚战，大力发展循环
产业‘治源头’、推进生态修复‘绿山头’、
开发旅游景区‘有看头’。”郴州市苏仙区人
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曾经的“一湾死水”变成人们争相探寻
的“网红打卡地”，山水画卷又铺展于蓝天
碧水之间。

2021年10月1日，高椅岭景区正式对外
开放，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水岸街

区、水景创意、水上剧场、乡野市集、乡村
民宿……与山水相亲、与自然贴近，高椅岭
成为许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令人流连
忘返。

随着前来观光的游客越来越多，曾经贫
穷落后的高椅岭村，变身成郴州旅游的“网
红”村。村民有的成了景区工作人员，有的
经营起了民宿、餐厅、旅游营地，光秃秃的

“石头山”成了发家致富的“金山银山”，焕
发出新的生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以前，我们村很穷，石壁上寸草难

生，石头顶上风化成土的地方才能生长一些
竹木，田土少，开垦成本高，还经常遭受干
旱。种出的一点农产品要挑到资兴、桥口去
卖，路很远，还赚不到几个钱。”高椅岭村
杨冲组村民廖建军说，如今在山上养点鸡鸭
黑羊，土菜馆、民宿多了起来，一到节假
日，常常客满，大家伙的日子过得越来越
滋润。

在绿色发展的征途上，郴州选择了呵护
大自然的馈赠，还高椅岭曾经的绿水青山，
走出了乡村美、村民富的新路子。

左图：俯瞰湖南省郴州市高椅岭村，一
幅生态美景展现在眼前。 欧阳常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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