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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县地处吕梁山南端西麓，是山西
省省级贫困县，境内曾经是沟壑纵横，秃
岭裸岩，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劣。
同时，又因蒲县富产煤炭，曾经是山山挖
煤，村村冒烟，蒲县又得了一张名扬三晋
的“黑色名片”。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从
1998 年秋季起，蒲县县委、县政府下大
力气启动实施了城区荒山绿化、昕水河
百里绿色长廊、通路增绿、新农村绿化、
单位认养绿化、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
工程项目，打响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
建设攻坚战和持久战。

原县绿化队长席洪昌说，在我们这
个地方栽树不易，难成活。比如，搞垒石
坑填土植树，一个石坑要求内宽 70 厘
米，长 1.6 米，回填黄土层 50 厘米，外高
70厘米，底宽 40厘米，顶宽 30厘米。小
坑成本 6 元钱，大坑成本 8 元钱，50%以
上的石头从外地运。树苗来源近处为周
边县市，远则陕西、河南，拉苗要求土球
装车、运回、上山“三不破”，水从山下用
水泵抽到山顶水池，再用水管抽着浇。
土球大小，株距，施肥，阳、背面栽什么树
都有严格的规定，不然就活不了。

在石头坡上用碎片石垒坑、客土回
填、带母土或营养袋栽植苗木，彻底解决
了多年石坡造林不易成活的难题，一举
打破了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年年栽树不
见树，岁岁造林难成林”的怪圈。长达
16 年的绿色接力，使曾经的“石山土盖
头、坡陡岩裸露”变身为“垒石坑填土植
树数量最多县”、“全国绿化模范县”。

如今，全县林地面积累计达到 117
万亩，林木覆盖率达 52.5%，垒石坑填土
植树 90 万株，人均公共绿地 10.8 平方
米，城区二级以上天数达 360天。

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变、科技兴林的
富民，为蒲县这个以煤炭工业为县域经
济支柱产业的资源重县向生态大县迈
进，加快转型跨越发展，建设经济强县步
伐注入了强劲动力。

陡峭的山坡，白色的石坑，一

株株绿油油的油松迎风招展，傲

然挺立，绵延3公里，树木将整座

山覆盖成荫，成为一道令人赞叹

的绿色景观。这座山是山西蒲县

境内的翠屏山，一看就知，这是人

工凿岩栽成的绿色树林。

蒲县林业局局长马旭东说，

像翠屏山这样的山峦在蒲山有很

多座，过去是山下有煤，山上荒

秃，现在是煤窑封口，山上大多栽

上了树，成为一座座青山。

5月4日，记者来到蒲县，对该

县16年来接力建设生态环境的情

况进行调研，解读蒲县让“煤”变

“林”、让“绿”转“富”的缘由。

位于城郊的寨圪塔山，被树木遮蔽，
一片葱绿。但昔日的这里却是一座光秃
秃的荒山，是全县最干旱的地方，也是原
来主管林业工作的副县长王安保当年搞
的“试验田”。王安保说，早些年在外地
他发现好多地方也有垒石坑填土植树的
做法，存活率很低，却总有一部分活了下
来，这就证明石头山是可以植树的。

在实践中，蒲县总结出了一套“合同
管理，专业队实施，专业工程师指导，不
见活树不付钱”的行之有效的植树办法，
并实行了封山禁牧，将 10 万只山羊迁出
了禁牧区。

记者了解到，在蒲县栽树，60％以上

的地方是石崖陡坡，蒲县人硬是靠凿山劈
石，砌石垒坑，背土回填，背树上山，一坡
挨着一坡栽，一山接着一山干，先后完成
了 16 处山崖陡坡植树工程，造林面积
4058亩，仅垒石坑一项就完成了15万个。

同时，蒲县创新性地总结出“绿化筹
资激励机制”、“苗木与技术捆绑模式”、

“阶梯式管护、网络化监测模式”、“垒石
坑填土植树造林模式”、“立体式农林发
展模式”等一整套植树造林、生态富民系
统模式，为全国同类地形植树绿化提供
了成功的经验范例。

植树资金哪里来？蒲县创新“绿化
筹资激励机制”，采取政府牵头、企业出

资、干部捐资、群众按“一事一议”集资等
多种形式，坚持“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
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拓宽造林绿化
资金的筹措渠道，确保造林资金的使用
效率。

近年来，蒲县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千
万元，在城区植造生态林 1.5 万余亩，发
展城周生态庄园 9 个，近 1.5 万亩；投资
2000 万元，对境内公路两侧进行绿化，
建成生态景观林带 479 公里，荒山绿化
率达 100%；对煤矿企业采取“以煤换绿”
的方式，煤矿企业每年每矿绿化 500 亩，
绿化总面积达 2.01 万亩；由政府提供苗
木，村委投资投劳，在全县启动以新农村
绿化工程，每个村环村造林 100 亩以上，
绿化面积达到 1.8 万亩；鼓励县境内有经
济实力的单位、企业参与荒山造林认养
活动，有 23 家单位和企业认养绿化基地
1.89万亩。

青山绿树有很好的环境效益，如何
使之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进而带动整
个县域经济的发展？蒲县的思路是，坚
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推广立体化种植模式，以项目带动，靠科
技支撑，把“绿起来”与“富起来”相结合。

核桃产业就是最好的突破口。蒲县
建设了 10 万亩优质核桃基地，实施经济
林全覆盖工程。县财政每年拿出至少
1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核桃产业
发展，仅今年全县已免费发放核桃苗 63
万株，直接让利于民 630 万元，并对核桃
种植户每栽植一亩补贴 200 元，对新发
展的 500 亩以上连片优质核桃园每亩给

予 300元补贴。
走进蒲县山中乡，沿着盘旋而上的

柏油路，漫山遍野的核桃林汇成绿色的海
洋。在该乡军地村村民杨记安的核桃园
里，记者看到，地间栽植核桃苗，核桃树两
侧种植有大豆、马铃薯等低矮作物，中间
种植玉米等高秆作物，地边补栽着黄花
菜，形成了“豆粮果菜立体化种植模式”。

老杨一边给新近栽植的树苗套防虫
袋，一边高兴地说：“这种种植模式利用不
同作物在生长期采光高度的不同，成熟有
早有迟、长势有高有矮，对营养吸收的差
异，取长补短，可提升核桃苗木的成活
率。同时，科学分布每亩植苗密度，可提

高土地的产值，达到核桃种植效益的最大
化，实现树上树下两不误，树上树下双丰
收。”他共栽植了30亩，每亩栽33苗，现已
有 280 苗挂果，年收入可达 3 万元。 中
山乡乡长曹建生说，目前全乡已发展核桃
22000亩，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记者从县核桃产业发展中心了解
到，蒲县核桃基地已发展到 9.6 万亩，挂
果面积 2 万亩，农民人均 1 亩以上，产量
800吨,年销售收入可达 2000余万元。

蒲县县委书记闫建国感慨地说，搞
生态环境建设，必须致力于提高生态环
境质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才
能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如今，林木已成为蒲县农民增
加收入的“绿色银行”，2013 年全县人
均纯收入达到6277元。发展核桃产业最
早的山中乡山中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8900元。

石头山上能种树

如何保证树木的成活率如何保证树木的成活率

绿起来之后，怎么富起来

“六一”儿童节将至，用环保的大豆油墨进行

绿色印刷的童书绘本，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欢迎，

绿色印刷的理念在我国日渐深入人心。

所谓绿色印刷，是指采用环保材料和工艺，印

刷过程中产生污染少，节约资源和能源，印刷品废

弃后易于回收再利用再循环，可自然降解，对生态

环境影响小的印刷方式。实施绿色印刷，既是实行

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的需要，也是加快结构调整，

实现从印刷大国向印刷强国转变的需要，更是保护

人民群众和印刷从业者健康的需要。

自 2010 年实施绿色印刷以来，我国绿色印刷

的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基本形成。2013 年中小学

秋季学期开学，北京和上海在全国率先实现中小学

教科书绿色印刷全覆盖。据估算，整个印刷行业因

实施节电、节水、节墨、节纸等环保措施，综合成

本每年减少约 5 亿元，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每年减少排放总量的 1.5%。

《关于实施绿色印刷的公告》 提出，到“十二

五”期末，我国要基本建立绿色印刷环保体系，力

争使绿色印刷企业数量占到我国印刷企业总数的

30%，印刷产品的环保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要让绿

色印刷多起来，需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虽然我国绿色印刷推

行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从数量来看，申请获得绿色

认证的数百家企业，仅占印刷企业总量的极小比

例。这固然有成本增加的压力，但更多的还是部分

印刷企业经营者和从业者的认识问题：他们有的对

印刷业污染治理的紧迫性、必要性认识不足；有的

认为即便不搞绿色印刷企业依然可以生存，甚至生

存得还很好；还有的认为在我国搞绿色印刷为时尚

早，会影响印刷业发展。

应该看到，在资源与环境约束趋紧的情况下，

实行绿色印刷已是大势所趋。观望和怀疑有害无

益，只有顺势而为、把握先机的企业才能走得更

远，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二是环保与效益的关系。实施绿色印刷后，企

业原辅材料和各项费用有所增加，成本比传统印刷

要高。对于大多数中小印刷企业来说，在当前印刷

业行业环境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仅靠企业自身来化

解新增成本，压力较大，这也成为影响企业实施绿

色印刷的阻碍之一。

实施绿色印刷，企业是主体。对于获得绿色认

证的企业，各地应结合自身实际，给予包括资金和

技术支持、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有关企业、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实施绿色

印刷的新模式，对实施绿色印刷取得突出成绩的部

门和企业进行奖励，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绿色印刷的

积极性。

三是上游与下游的关系。绿色印刷不仅事关印

刷企业，还关系到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要进一

步完善绿色印刷的标准，将与印刷相关联的原辅材

料、印刷设备等都纳入管理范围。实行绿色印刷，

不仅产品要绿，流程要绿，观念更要绿。绿色印刷

产品的价格一般高于普通产品，要增强全社会的绿

色印刷意识，让更多人愿意为绿色消费买单。

让绿色印刷

多起来
熊 丽

为了摘掉“黑色名片”，山西蒲县进行了长达16年的“绿色接力”——

每天上午在浓浓的麦香中，青岛啤酒
二厂的参观走廊里都会迎来一批批游
客。透过宽敞明亮的包装车间玻璃，人们
看到一瓶瓶新鲜下线的啤酒在现代化的
生产链条中不断穿梭时，总会发出阵阵的
赞叹声。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在这条繁忙的产
品生产线背后，另外一条循环经济链条也
在不停运转着。

“酿造产生的废水经过深度处理，不
仅能作为绿化用水还能养鱼；大麦酿造产
生的酒糟和麦根，可以制成动物饲料；就连
污水处理后的污泥，都可以用来制作生物
肥料⋯⋯”在青岛啤酒二厂污水处理工段
员工宋广宇眼中，青岛啤酒有一个能够自
体循环和几乎不排放废料的“生态空间”。

污水变清能养鱼

在青岛啤酒厂污水处理站旁边的景
观用水池，一池清水里锦鲤在游泳，各色
的花草遍布周围，如果不是看到旁边“排
污口生物指示池”的牌子，游客很可能会

认为这是公园的一角。
“生物指示池和污水站出口处是连接

在一块的，处理过后的污水可以直接流到这
个养鱼池里用来养鱼，用于园林绿化浇花种
草，还可以作为城市景观用水排放到工厂旁
边的张村河内，补充河道生态用水。”

宋广宇和他的同事戏称此处为青岛
啤酒“环保会客厅”，这里集中展示着青啤
环保理念和实物，在由废硅藻土特制的青
砖砌成的“博古架”上，展示着由污水处理
后的污泥制成的花肥和员工制作的各种
环保工艺品。

“在青岛啤酒，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世
上本没有废物，只有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这句话。”宋广宇说。青岛啤酒厂不仅在
经营着啤酒生产这条产业链，而且对生产
过程产生的废弃物都作为资源进行优化
配置，让每一种资源能在循环经济的链条
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员工都是“环保达人”

在宋广宇所在的污水站办公室，一进

门最显眼的就是“促低碳减排、做环保卫
士”的标语，作为青岛啤酒厂环保团队一
员，宋广宇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
工厂的污水和锅炉站巡检每项指标，“按
照国家节能减排计划，我们制定了更为
严苛的环保内控指标，这样就更加确保
了不会触碰环保红线，相当于上了两道

‘安全阀’”。
“在车间的每一台机器设备上，除了

设备的名称、型号外，我们还制作了它的
耗电、耗水指标，每个小时耗电、耗水多少
一目了然。”宋广宇说，工厂每一道工序和
操作步骤都有相对应的环保执行标准，

“这个操作环节用水不能超过多少，包装
过程产生的废料如何堆放分类，就连每天
几点开灯关灯都有明文规定”。

此外，为了能够让每一位员工都理
解环保的重要性，青岛啤酒每年还通过

“环境日”向员工征集环保小创意和作品，
通过设计开发《青岛啤酒环保手册》，以图
文并茂的方式，普及节能环保的“金点
子”，真正使环保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
觉行为。

五度“考进”绿公司百强

“单是我们厂一年回收利用的二氧化
碳量，就相当于种植了 10 万棵 30 年树龄
的冷杉树，你说这个量可观不？”每当谈及
废物资源化利用，宋广宇总是习惯性地给
大家算算环保账，而这只不过是青岛啤酒
在全国 60多家工厂中的一组环保数字。

对青岛啤酒来说，每一滴水、每一粒大
麦进入青岛啤酒后，都会在这条循环经济
链条上发挥最大用处。2013 年青岛啤酒
实现废物回收利用 100%，打造出对原材
料加工利用，再对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
的循环经济链条。此外，通过技术研发、
产品设计、生产制造、销售等多个环节改
进和整合，青岛啤酒在业界率先摸索出了
一条低碳经济时代的商业新模式。

在日前举行的“2014年中国绿公司百
强”评选中，青岛啤酒以发展循环经济方面
的可持续商业案例再度蝉联年度中国绿公
司百强，这已经是中国绿公司百强发布以
来，青岛啤酒连续五年入选该榜单。

一个特别的“环保会客厅”
本报记者 刘 成

包头投资 120 亿元还绿于民

生态经纬度生态经纬度

本版编辑 来 洁

人在现场

近日，随着气温回暖，甘肃张掖肃南县祁连山水源

涵养林保护站的职工抓紧时机育苗、植树。肃南林业

职工不仅管护区域所辖 800 万亩祁连山水源涵养林，

每年还植树 100多万株。 新华社发

上图 如今，蒲县的林木覆盖率达 52.5%，垒石坑填土植树 90 万株，图

为悬崖石壁上凿坑植树。

下图 蒲县对境内公路两侧进行绿化，建成生态景观林带 479 公里，图

为百里绿色长廊。 本报记者 刘存瑞摄

本报讯 记者乔雪峰报道：内蒙古包头市大手笔
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城市供水改造、生态环境整
治”三大环保工程，计划投资 120 亿元，力争用 3 到
5 年，让群众呼吸上新鲜空气，喝上干净的水，看见
满眼绿色。

包头是重工业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任务重。今
年，包头市计划投资 30 亿元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启
动包钢二期尘源点治理工程，清理整治包钢周边严
重污染企业，关停公路、铁路沿线 307 家煤场，取
缔城区现有 1170 台燃煤小锅炉；今年包头还将继续
推广健康水工程，改善居民饮水条件，并启动工业
用水置换工作，逐步关停企业自备井，让群众喝上
地下水，新增城区健康水受益人口 10 万人以上，解
决农村牧区 1.5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该市还将投
资 90.7 亿元用于生态环境整治，将绿意从市区向城
市周边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