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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由于旅游旺

季、节假日出行增多等

因素叠加，很多城市开

启了“爆堵”模式。面对

交 通 拥 堵 给 生 活 带 来

的种种不便，以及机动

车 污 染 造 成 空 气 质 量

下降，人们不禁强烈呼

唤少一点拥堵和雾霾，多一点绿色出行。

绿色出行，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并非“一路畅

通”。就拿骑自行车来说，虽然既环保又健身，可往往

只是“看上去很美”。由于城区很多路段的自行车道

甚至人行道上停满了机动车，造成自行车和行人无

法顺畅通行，只能挤在滚滚车流中艰难穿行，不仅要

忍受机动车的污浊尾气，还有严重的人身安全隐患。

如此出行，很难让人感受到“绿色”。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很多城市在规划、建设

道路交通系统时，过于注重为机动车服务，忽视了保

障骑车人和行人的权益。在主要为机动车设计的交

通体系中，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安全、便利、舒适等因

素，不得不放弃了骑车、步行等环保的出行方式，转

而加入“开车族”。过于依赖机动车解决城市交通问

题，结果却是道路里程的增长永远追不上机动车数

量的突进，陷入了路越修越宽、车越来越多、城市却

越来越堵的恶性循环。

要大力推广绿色出行，让绿色出行不只是停留在

喊口号上，不仅要靠每个市民的自觉行动，也要靠城

市交通规划、管理方式的转变。要在制度设计上优先

保障绿色出行方式，将道路资源和通行优先权向公

共交通、自行车和行人倾斜，才能让更多的人回归绿

色出行。

在这方面，国内外都已经开展了探索，比如国内

大多数城市都已经划出了公交专用道，保障公交车

的优先通行；在荷兰等国家，更是建起了庞大的自行

车专用道网络，鼓励人们骑自行车通勤。这些从路权

方面保障绿色出行的措施，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大大

提高了市民绿色出行的比例。

据悉，北京市将出台举措，改造城市的慢行系统：

在城中心优先保障自行车路权，辅路宽度不足 6 米的

取消路侧停车位。一直以来，这些路侧停车位侵占了

自行车的路权。“还路于自行车”，是对过去忽视保障

骑车人权益的一种纠偏，必将对鼓励、推广绿色出行

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然，城市交通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在保障自

行车路权的同时，也要解决好机动车停车问题。要通

过加强规划和引导妥善解决，宜疏不宜堵。路权有了

保障，加入绿色出行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城市交通自

然更加绿色。

优先保障

绿色出行路权
金 名

黄河，一路咆哮奔腾，到这里突然
放慢了脚步。前面就是大海，越来越宽
的河面，渐渐平静下来，缓慢地流淌，
去拥抱那无垠的蔚蓝。这就是黄河入海
口，这里的湿地，被列入了世界重要湿
地名录。广袤荒凉的湿地周边，是繁华
的城市群：200 公里内，有济南、青岛
等 10 多 个 城 市 。 9 月 20 日 ， 初 秋 时
节，《经济日报》 记者又一次来到这里。

河海交汇 人间奇观

上午 9 点多，黄河入海口游客越来
越多，好多人议论要不要乘船到黄河与
大海交汇的地方转一圈。听说记者多次
来过这里，几个游客过来咨询。黄河入
海的壮美奇观，记者几次看到的都不尽
相同。最让人神飞魄动是：黄色的河水
和蓝蓝的海水汇为一体，但黄色与蓝色
泾渭分明，像刀切过一样笔直，伸向很
远的远方。记者走过世界许多地方，但
这景色，只在黄河入海口看到过。

当风高浪急的时候，海水和河水会
犬牙交错，但依然黄蓝界限分明，像一
条没有尽头的曲线，跌宕起伏。

但眼下，是黄河枯水期，水流量不
大，风也不大。河海交汇处，海水和河
水相互浸染，渐渐融合，模糊了界限。
但融合处，依然是一幅美妙的水墨画。

游客们很兴奋，兴高采烈地照相、
发微信。北京游客苏潇请记者帮他们一
家人合影。他说，这是有纪念意义的地
方，母亲河在这里入海。

柔软的泥沙上，很多人一边赤脚行
走，一边望着河海静静地拥抱。脚下这
片土地，就是黄河泥沙沉淀、淤积出来
的。一位导游举着小旗，用喇叭告诉大
家：这里，就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

她还在扩大、还在生长⋯⋯
登上岸边的瞭望塔，眼界又开阔了

一大圈。蜿蜒的黄河，逶迤而来；辽阔
的大海，波涛奔涌。还有那葱茏的草
木，高飞的鸟群，蔚蓝的天空，洁净的
白云，每一个取景框都是天地相交的地
平线。放眼望去，天高地远，空旷辽
阔，苍凉雄浑。年轻的土地，却尽显原
始的蛮荒。

这里属于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志胜告诉
记者，保护区面积 1530 平方公里，约占
东营市面积的六分之一以上。记者粗略
估算了一下，这个面积，相当于山东东
营广饶县面积的两倍多，如果按山东省
的平均人口密度，可容纳近百万人口。

王志胜说，25 年前，东营市成立保
护区管理局。这里是保护区的试验区，
开辟了东营市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游客
们来这里可以融入自然，尽享荒原野趣。

秋色斑斓 风景如画

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副站长王天
鹏，长期与湿地为伴。他用诗的语言给
记者描绘了湿地的四季风景——

秋天，是湿地最美的时光。五颜六
色的野生花草，色彩斑斓，争奇斗艳，
给湿地穿上了最漂亮的衣裳。大群的候
鸟，将陆续在这里休养生息，储存好足
够营养，再展翅高飞，远走他乡。

秋去冬来，这里会蜕变为一片枯黄，
雪原、海冰，呼啸的北风，给喜欢野游探
险的游客一个惊喜。与喧嚣繁华的大城市
相比，这里是无比寂静荒凉的另一个
极端。

再到春天，荒原生机萌动，渐渐变
绿，一直绿满天涯。而后，是夏天的疯
狂生长，然后又是秋冬循环。

湿地上，另一个必到的景点是远望
楼。站在楼上望去，宽阔的河道水面对
岸，是艳丽夺目的“红地毯”。它平整如
织，伸向远方，随时准备迎接八方贵

客。王天鹏说，这“红地毯”由这里一
种耐盐碱的植物构成，学名叫做翅碱
蓬，当地老百姓称其为“皇席菜”或

“黄须菜”。春天，它一片碧绿，可作餐
桌上一道美味。眼下初秋，开始渐渐变
红。此后，颜色会越来越浓，红彤彤一
片，鲜亮如染，斜阳辉映，犹如燃烧的
火。人们赋予它一个名字叫“红毯染
秋”，成为湿地一道奇观。

走进湿地，到处都是密不透风的芦
苇。芦苇已经抽穗，芦花在秋风中摇曳，丰
满富态，婀娜多姿。王天鹏说，再过些日
子，芦花就会渐渐变白，洁白的苇絮就会飘
起来，将自己的种子播撒到天涯海角。

柽柳是这里另一位主角。它抗盐碱
耐干旱，红枝绿叶，一年可开花 3 次，
所以也被称为“三春柳”、“红柳”。眼前
无边的柽柳林，大片绿色中绽放着淡白
色或淡红色的花，为盐碱滩增色添彩。
现在，很多滨海城市的盐碱地绿化，也
种上了柽柳。它耐旱耐盐碱，易于管
理，景色却也不俗。

珍禽汇聚 鸟类乐园

湿地是鸟儿的乐园。草丛里，各种
清脆婉转的鸟鸣不绝于耳。不时有成群
的鸟儿飞上天空，渐飞渐远，消失在天
外。沙洲旁，水岸边，到处都有硕大的
鸟类在悠闲地捕食、散步，仿佛在向人
们炫耀自己湿地主人的身份。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保
护区管理局科研处处长朱书玉说：“东方
白鹳对栖息地特别挑剔，它不在深水区
栖息，只待在 20 至 30 厘米深的水域，
这样可以方便地捕鱼。”

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前来筑巢，管理
人员竖起高杆，搭好框架，建起了几十
个招引巢，其中 14 个已成为东方白鹳的
繁殖巢。经这里迁徙的东方白鹳达 800
只，占全球种群数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过去，东方白鹳仅仅把这里当做迁徙的
中转站，现在有的已经在这里安家落

户，居住繁殖，从“流动人口”变成了
“常住人口”。由此，国家林业局授予东
营市“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称号。

朱书玉告诉记者，近年来，这里还
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鸟种，在现有观测
到的鸟类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丹顶
鹤、白头鹤、白鹤、大鸨、东方白鹳、
黑鹳等 12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灰
鹤、大天鹅、鸳鸯等 51 种。越来越多的
海鸟和内陆鸟从这里迁徙、在这里繁
衍，让这片肥美的湿地成了“鸟类国际
机场”。当年保护区建立之初，这里鸟类
有 187 种；现在已增加到 368 种，群落
数量保持在 300 万至 400 万只。尤其是
珍稀濒危鸟类数量明显增加。

“眼前的原生态，是保护出来的”，
王志胜副局长说起这片湿地，很有感
慨：上世纪 90 年代，黄河曾长时间断
流，湿地淡水严重缺乏，海水乘虚而
入，黄河三角洲湿地面临着荒漠化、盐
碱化、沙漠化的威胁。正是在这种严峻
形势下，东营市于 1990年成立了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给这片曾长期疏于管理的
湿地带来了新的希望。

王志胜说，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
2001 年建成后，第 2 年开始便年年调水
调沙，冲刷河道，形成黄河入海口最大
的水沙流量，补充了湿地的淡水资源，
降低了土地的盐碱度。2010 年东营市向
黄河故道调水，断流 34 年的河床全线过
水，重现碧波荡漾、芦苇摇曳的新景观。

王立冬长期在湿地从事科研工作，
亲历了保护区成立以来湿地所发生的变
化。他说，建区以来，核心区、缓冲区
原始湿地都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控制
人类活动，湿地得到休养生息，走向了
良性循环。

夕阳西下，河海交汇处，大海波光
粼粼，广袤的湿地笼罩在一片金色中，
天光云影，又是一番与早上截然不同的
景象。朝暮阴晴，春夏秋冬，风雪雨
雾，这里景色变幻，各有奇观，黄河三
角洲这片大湿地，尽显大自然瑰丽多彩
的壮美。

黄河三角洲湿地严控人类活动，休养生息，走向了良性循环——

黄河入海处 湿地秋色美
本报记者 单保江

有一个地方，它有一点神秘，还有
一点夸张。

神秘是说它的风景一眼看不透，时常
“变脸”似的频换花样。夸张是说它的风
景具有别人想不到的表现力。从沈阳市
径直往北，就撞见它了——沈北新区，一
个让生态农业不断向你展示惊喜的地方。

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张柳没想到农
业“现代了”会这样：不仅好看，好
玩，还好卖。他和乡亲们种下的水稻

“嫁接”文化创意摇身变成“稻田画”，
不仅写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还引来了
万千游客。上千亩的彩色水稻铺展开

“中国日子”、“中国梦”、“嫦娥奔月”等
巨幅画作，每年都有新主题不重样，让
登上高处俯望的张柳也不禁赞叹这帮农
民兄弟们种下的惊奇。

张柳算了一笔经济账：“同是种水
稻，转给企业种就种出花样了，彩色水
稻销售收入是一笔，游客参观稻田画的
门票收入远超种植收益本身，稻田里还
养蟹、养鸭呢。粮食主业没变，收入却
翻了好几倍。”几年来，已有上百万游客
走进了沈北新区的“稻梦空间”。

沈北新区既是综合配套改革先导示
范区，也是国内目前最大的农产品深加
工基地。该区发展农业眼光独到，把都

市休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作为发展现
代农业的重头戏，实现了“游中有农，
农中有游”的产业融合。利用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生态资源，沈北沿现代农业开

发区的主交通干线，打造了一条沈北休
闲农业观光带，除了有沈阳市民已经熟
悉的七星湿地、薰衣草庄园、万亩花
海、兴隆台稻田画之外，还引进了一系

列新项目。连乳业公司的牧场也不“老
实”，奶牛悠然徜徉几十万亩的苜蓿草
地，这画面堪比大草原，一下子成了全
国最大的观光牧场。传统农业搭载了旅
游创意，摇身而为观光农业。

从简单的观光采摘、农家乐开始，
沈北新区继续向深开掘，重点打造怪坡
探秘、醉美湿地、滨水休闲等九大旅游
品牌，其乡村旅游大集包括农耕文化展
示、精品休闲农庄、锡伯族村寨等许多
特色项目。通过开展“百万市民看沈
北”系列活动，吸引都市人来这里做一
回“间歇式农民”。比如认养一块稻田，
真切地体验插秧，既能收获自己栽种的
绿色大米，又能锻炼身体。

让农业变美，背后是坚持不懈地生
态投入。近几年来，沈北新区已实施
1.38 万亩辽河滩地的退耕还生态工程，
投入 45 亿元资金进行蒲河生态廊道建
设，投资近 2 亿元开展山体修复工程，
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和旅游环境持续改
善。如今，亚洲金旅奖 （亚洲十大自然
生态旅游名区）、中国特色旅游之乡等殊
荣花落沈北新区。旅游已创造出实实在
在的农业附加值。沈北新区计划今年全
年接待游客 339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到 18.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1%和 27%。

走 进“ 稻 梦 空 间 ”
——沈北新区生态农业探访记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沈北新区的“稻田画”每季都有新颜色，每年都有新主题，秋天呈现金色的底蕴。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黄河三角洲湿地成为了候鸟的乐园，东方白鹳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王洪胜摄

红 番 茄 晾 晒 出 口 忙

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兵团第二师大力

扶植农民种植绿色无公害红番茄，年产 80 多万吨，

产品远销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图为晾晒番茄干

现场。 杜炳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