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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湖 水 ，浪 打 浪 ，洪 湖 岸 边 是 家
乡！”54 年前，电影《洪湖赤卫队》红遍全
国，一曲《洪湖水》，美名天下传。如今，
经过长达 10 年的一系列恢复和治理，洪
湖重现天高水阔、鸟飞鱼跃景象，“人人
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的歌声
再次唱响。10 月 19 日，《经济日报》记者
泛舟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一探洪湖独

有的生态之美。

鱼米之乡 人间天堂

洪湖是我国第七大天然淡水湖泊，
以优美的湿地风光、富饶的鱼米之乡和
红色革命根据地闻名于世。1959 年，

《洪湖赤卫队》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
首次进京演出，一炮走红。一曲《洪湖
水》淋漓尽致地唱出了洪湖的美丽和富
饶：“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
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现在，祖祖辈辈围湖而居的渔民们依
然保留着每天下湖捕捞的习惯，洪湖市滨
湖办事处文泉村村民丁厚刚就是其中之
一。文泉村说是村子，其实是个水上渔
寨，全村由两个渔场合并而成，400 多户
渔民都住在船上，只有 30多户上了岸。

记者见到丁厚刚的时候，他正在补渔
网。他的船分底舱和外舱两层，面积共约
110 平方米，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船头还
种了 3 盆太阳花。“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住
在船上，以前船小条件差，10 年前花了 8
万元打了这条大船，住的蛮宽敞。”47 岁
的丁厚刚说，他从 7 岁开始下湖捕鱼，那
时候洪湖莲叶接天，鱼虾丰美，百鸟齐飞，

“出一趟船回来就是一满仓鱼，对着鸟群
打一铳就能打几十只鸟”。现在，老丁每
天傍晚摇着小船把 100 多个地笼下到湖
里，第二天凌晨趁着凉风初起的时候收回
来，平均一天能捕三五十斤鱼，好的时候
每天能卖 200多元钱。

其实，下湖捕鱼只是丁厚刚的副业，
他家在湖里分得了 20 亩水面，混养着花
白鲢和河蟹，每年有近 6 万元的纯收入。

“湖里养的鱼蟹品质好，虽然生长周期长
点，但收购价格高。”老丁随手从湖里捞起
一只螃蟹说，这只母蟹大约一两七钱重，
收购价是 19 元，如果是池塘养殖的最多
只能卖到 17 元。记者看到，老丁家的大
船旁边还系着 1 条水泥船和 4 条渔船，老
丁说，“下了一辈子湖了，每天不划着船出
去一两趟，心里就不舒服。不为赚钱，就
为过瘾，还锻炼了身体”。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
程师卢山说：“老辈洪湖人有一种说法，

‘宁可靠大湖，不可靠大户’，意思是宁愿
住在大湖边上，也不愿依靠富贵人家。因
为大湖里的资源取之不尽，能长期满足基
本生活需要；即使再富足的人家，他们的
资源也是有限的。”

如今，洪湖丰富的物产不仅为沿湖而
居的渔家提供了食物来源，更成为当地一
大重要的旅游资源。记者从码头到丁厚
刚家的水路上，就遇到了 3 家“渔家乐”。

每逢节假日，武汉、长沙、岳阳等周边地区
甚至是河南、安徽的游客络绎不绝，或垂
钓，或采莲，在碧波荡漾的洪湖上观景休
闲，享受水乡独有的乐趣。

还洪湖以水阔天长

洪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渔业和旅游，
更具调蓄洪水、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的重
要功能，有“中南之肾”的美誉。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这里水域辽阔，水草丰茂，物产
丰富，湖中仅水生植物就有近 500 种，生
长着 57 种鱼类、138 种鸟类，每年在这里
驻足越冬的鸟儿多达几百万只。2008
年，洪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然而，由于过度开发和管理失控，明
珠一度蒙尘。上世纪 80 年代初，洪湖开
始发展围网养殖。大量渔民涌进洪湖，插
旗为标，插竿围网，无数个小鱼池将洪湖
分解得支离破碎，逐渐形成了壮观的“水
上长城”，昔日“浪打浪”变成了“竿打竿”。

“当时围网连着围网，不熟悉航道的
话，进去了别想出来。”丁厚刚说，围养的
螃蟹不仅吃完了围养水域内水草的叶和
茎，还剪断草根，使水草无法再生。渔民
们绞不到水草了，便购买含大量氮、磷的
人工饵料养殖螃蟹，过剩的饲料腐烂变
质，使湖水发黑发臭⋯⋯

“2004 年底，洪湖 53 万亩水面中，围
网养殖面积达到 37 万亩。”卢山说，那一
年洪湖仅观察到 12 个品种 2000 多只水
鸟。水草覆盖率由原来的 98.6%，下降到
只有零星水域有水草，水体净化能力明显
减弱。湖区水质降至四类甚至五类，野生
鱼类种群趋于单一化和小型化，几乎到了
无鱼可捕的程度。

洪湖生态恶化引起了国家重视，拆围
网、救洪湖成为共识。2005 年，洪湖湿地
管理局成立。同时，湖北省投入 7000 多
万元“拆围”，将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渔民迁
移上岸。保留下来的 2535 户渔民由政府
安置，每户分配 20 亩水域，统一规划好养
殖区，发放捕捞证，禁止过度捕捞。

经过 10 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洪湖湿
地修复成效初显：围网拆除工作基本完
成，恢复天然湿地 33 万亩；水生植被覆盖
率恢复到 85%，洪湖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
天然荷花分布区；建成 5 个野外监测站、1
个指挥中心，实现对洪湖的全天候监控。
同时，通过修复候鸟栖息地、人工投放鱼
苗和灌江纳苗、清除外来有害物种等方
式，逐渐恢复洪湖的生态环境，鸟类恢复
到近 10万只。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朱
俊华说，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强了洪湖的自
我修复功能。2011 年夏天，70 年一遇的
大旱灾袭击荆州，洪湖湿地充当了“天然
蓄水池”，为沿岸 60 多万人提供饮用水
源、农业生产灌溉用水，有力缓解了灾
情。但因此带来的蓄水量不足也让洪湖
湖域干涸见底，鱼类绝收，水草枯死。“即
便连遭这种近乎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洪湖
依然能快速复原。”

生态修复任重道远

10 月下旬的洪湖，已经看不见夏季
旅游高峰时“百舸争流”的场面了，湖面显
得空旷寂寥，一眼望不到边。除了偶尔可
见的渔民，只有不时零星飞过的水鸟。“船
老大”张圣元说，现在夏候鸟已经飞走，冬
候鸟还没到，等到了年底，来此越冬的水
鸟又会遮天蔽日。

保护区专门开辟了一片候鸟栖息地
——八卦洲保护区。张圣元以前是有名
的猎鸟能手。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反复
教育下，老张渐渐从打鸟人变成了护鸟
人，每天风雨无阻地在湖上巡逻。

沿着巡湖水道深入八卦洲保护区，张
圣元一路给我们讲鸟类的趣事。正说着
话，小船左侧约 10 米远处突然惊起一群
飞鸟，扑棱棱飞往远处，不见了踪影。张
圣元说，这是白骨顶鸡，是洪湖最常见的
越冬候鸟，也是以前猎手们最喜欢猎杀的
对象，曾一度难见踪迹，现在又多了起
来。现在，许多洪湖人像张圣元一样，认

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洪湖让
他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他们也
纷纷以自己的行动保护这片赖以生存的
家园。

但是，记者采访也发现，洪湖生态环
境保护仍面临很多难题。作为江汉平原
的“水池子”，上游生活、生产造成的污染
十分严重，大量废水、外来入侵物种顺流
而下进入洪湖，使得洪湖不堪重负。

记者在洪湖入湖口、河道、养殖区周
边看到，许多水葫芦“浮岛”成为新的污染
源。在水葫芦集中的区域，下面的沉水植
物均因缺氧而死亡、腐烂，水质变坏发臭，
部分养殖区即将收获的螃蟹也出现死亡
现象。虽然保护区管理局组织渔船大力
开展水葫芦清理工作，但其危害依然没有
得到彻底解决。

“据统计，连片的外来入侵物种水葫
芦超过 10 万亩，这些都是跨流域的问
题。”卢山说，必须高度重视流域性保护，
从源头抓起，只有改革湖泊管理体制机
制，才能更好地保护洪湖。

事实上，经过近 10 年的保护，洪湖生
态环境虽有了质的变化，但依然脆弱。“洪
湖上生活着 1500 多户渔民，他们吃住都
在船上。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
政府过去按照每户 20 亩划分养殖水面，
但因人口的增长，现在已不能满足渔民的
需求。同时，由于湖区面积太大，人员分
散，存在着违法捕鱼、围网行为，监管难度
大。”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科
科长温峰说，随着渔民户数、人口的不断
增长，从事养殖的渔民越来越多，超过了
洪湖的承受能力。目前湖区的围网养殖
面积从拆围初期的 5 万多亩，增加到了近
15 万亩。在部分水域，水质仍停留在四
类水平，湖区的生物多样性指标远远没有
恢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平，保护“中
南之肾”任重道远。

据了解，随着国家“渔民上岸安居工
程”启动实施，保护区会逐步将渔民在岸
上进行安置，让洪湖告别养殖时代。湖北
省林业厅也已制订了工作方案，到 2016
年年底前拆除洪湖所有围栏围网。

湖北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曾饱受围网养殖困扰——

洪 湖 重 现 鸟 飞 鱼 跃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陈 婧 曾晓东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白鹭翩翩起舞。 张 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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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嘴鸥连续 31 年昆明越冬

10 月 28 日，红嘴鸥在昆明滇池草海上休憩。近

日，超过 3000 只红嘴鸥飞抵云南昆明，这是生长在西

伯利亚的红嘴鸥自 1985 年以来连续 31 年来到昆明越

冬。 蔺以光摄 （新华社发）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

保企业自身实力发展壮

大，越来越多的环保企业

尝试迈出海外并购的步

伐。如首创集团继去年收

购新西兰固废公司，成为

环保行业最大的海外并购案例之后，今年又收购了新

加坡危废处理行业排名第一的企业。前不久，永清环

保也完成了我国土壤修复行业第一宗海外并购案。

巴安水务也正在筹划收购普拉克等欧洲环保资产。

环保企业海外并购“风起云涌”的背后，反映了企

业通过外延式扩张做大做强的决心。这种冲动其实

不难理解，纵观一些世界 500 强企业以及细分行业巨

头的发展史，往往也是一部不断兼并、收购的历史。

通过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弥补自身业务“短板”，快

速进入新领域。如首创的环保业务过去主要集中在

水务产业，固废业务有限。通过收购，首创的整体战

略布局得以完善，固废业务所占比重迅速提升。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环保企业同质化现象严重、

竞争加剧，部分环保企业打起了借海外并购加强自身

技术储备的算盘。很多发达国家的环保企业拥有先

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正是我们所欠缺的。通

过海外并购，有利于引进、吸收先进的环境治理技术

和经验，为我所用。如永清环保正是看准了“土十条”

即将出台、土壤修复市场即将开启大门的机遇，提前

作出技术布局，以抢占先机。

随着我国治理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文明

建设有望纳入“十三五”规划，环保产业迎来重要战略

机遇期。巨大的治理需求，将催生一批环保行业龙头

企业。目前我国环保行业的整体集中度不高，环保企

业的规模以及实力普遍偏弱，与治理要求不相适应。

应鼓励环保企业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实现裂变式

加速发展，成长为行业巨人，承担起环境治理重任。

当然，“走出去”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目前，我

国环保企业海外并购标的规模整体偏小，以收购技术

类公司居多，运营管理类的公司偏少。主要是由于新

兴市场存在一定的风险，对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情

况不熟悉的企业难免会“呛水”。一些国际收购还会

遇到所在国的阻挠，面临审批无法通过的风险。我国

企业应未雨绸缪，做好相关咨询和风险评估工作。

此外，国外的技术虽然先进，但也可能由于投资、

成本较高，面临“水土不服”、难以推广的尴尬。应结

合我国的国情，做好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比如一些

固废处理技术建立在国外垃圾分类比较完善的基础

上，拿到国内来可能就行不通。如果对这种技术进行

改造的代价太高，还不如在国内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

行完善。因此，在引进之前，企业要充分做好技术和

市场的调研、论证工作，不宜盲目上马。

海外并购，既是高招，也是对企业综合实力的考

核和检验，期待更多的我国环保企业下好这步棋。

环保产业要下好

海外并购这步棋
金 名

仲秋，沈阳市民刘和带着家人去辽西
的朝阳市游览凤凰山。刘和以前已经来
过几次，对凤凰山可谓是轻车熟路，直接
开车来到了山门前。

“凤凰山不愧是国家森林公园，每次
来感觉都会不同。不同的景色，给人不同
的心情。”刘和说。刘和的妈妈说，刘和对
凤凰山着了魔。

朝阳凤凰山，是位于朝阳东郊 4 公
里、隔大凌河相望的 4A 级风景区。凤凰
山峻逸峭拔，自古以来就是朝阳城的一
道天然屏风。它占地 55 平方公里，最高
峰 海 拔 达 660 米 ， 体 量 巨 大 ， 森 然 兀
立。来过朝阳的人，出火车站口，往往
会习惯性地抬眼一望，便可见凤凰山，
由此顿生山城相依、爽气东来之感。《承
德府志》 曾这样描述它：“群峰连亘，周
九十余里，山椒一塔耸峙，诸峰抱之，
如翠凤昂首张翼形。”其惊异之情溢于言
表。但这道雄奇伟岸、天造地设的屏
风，却不是“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
声”的居家摆件，而是一幅朝晖夕阴、
气象万千的动态画卷。

这里有着辽西特有的壮美景观：山峰
笔耸，环列如墙。山顶时有巨石浮空，或
两两对立，宛如哺天双乳：或高下相向，如

仙人问路；或山体透空，如象鼻探入林海。
凤凰山植被蓊郁丰茂、物种众多，是

国家濒危珍稀鸟类黑鹳的重要栖息地。
据统计，景区林地面积 1334 公顷，植物达
400 余种，仅大面积天然椴树次生林就有
4000 亩。凤凰山不仅自然景观壮丽，人
文景观也是得天独厚。

凤凰山巅的华严寺里有个古洞叫朝
阳洞，有一种说法称这就是朝阳市名字的
由来。洞里有一尊卧佛，因此这里也叫卧
佛古洞。往下走不远，就能看到中寺云接
寺，始建于辽代的摩云塔灰色塔身遍布精
美浮雕，在蓝天的映衬下非常惹眼。

凤凰山林密，多有峻岭奇石，而且经
过历代开发建设，沉淀了丰厚的文化内
涵。漫步凤凰山，能明显感受到一种独特
的文化氛围。正如刘和所言，此山与别山
不同。

凤凰山是朝阳人的圣山，因其独特的
自然人文景观，近年来名气越来越大，一
到节假日人流如织，多为外地游客。这促
使朝阳人更加珍惜爱护凤凰山。今年，朝
阳市拨付 2548.8 万元专款用于凤凰山被
破坏山体修复工作。历经近 40 年的粗放
式石料开采，朝阳凤凰山迎城区面山体形
成了 400 亩裸露岩石。对单体生态修复

工程投入如此巨额资金，在朝阳市历史上
尚属首次。

凤凰山旅游景区党工委书记刘子余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朝阳市新近成立了
凤凰山旅游景区管理委员会，并提出用 5
至 10 年时间，把凤凰山旅游景区打造成
为世界知名的 5A 级景区。

朝阳人对凤凰山的保护和开发，是从
文化的高度出发的。朝阳人说，一个地方
要在文化上多做积累和贡献，发展的途径
才更加宽广，富有后劲。

凤鸣朝阳是指凤凰在太阳初升时鸣
叫，比喻稀有的吉兆。凤凰山的美好前
景，预示着朝阳未来一派辉煌！

气 象 万 千 凤 凰 山
本报记者 张允强

辽宁朝阳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与人文景观荟萃。 本报记者 张允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