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绿色基因植入中国制造
本报记者 刘 蓉 实习生 续梦婷

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到94.3%，有亚洲象23头——

滇西南秘境 亚洲象天堂
本报记者 周 斌 通讯员 李强斌

沿着滇西南中缅边境翠绿的群山，
穿行于蜿蜒的莽莽林海间，呼吸着清新
的空气，《经济日报》记者来到了位于云
南省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临沧
市 沧 源 佤 族 自 治 县 班 洪 乡 和 勐 角 民
族乡。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下班坝,班洪乡班洪村的一个村民
小组，就在群山环绕的保护区内,寨子里
家家户户都建起了佤族孔明帽式的红瓦
房，让这个被巨龙竹包围着的村子格外
显眼。南滚河就从寨子坐落的山脚下流
淌而过，云海在山腰间飘浮，这里满目青
山，空气清新，俨然一个天然氧吧。

记者顺着户与户相连、干净整洁的
小道来到了杨永明家。62 岁的杨永明原
来是保护区管护员，如今，他的小儿子
接过了管护员的担子，守护着保护区内
的森林和野生动物。“我们班洪乡和班
老乡的佤族群众大多信奉小乘佛教，不
乱杀生。管大象叫‘达顶’‘达伞’，就
是汉话里‘爷爷’‘奶奶’的意思，是
我们佤族对大象的尊称。”杨永明说。
居住在这一带的佤族群众对大山有深厚
的感情，不仅积极配合保护区管理站的
工作，还参与到护林防火、阻止偷猎盗
伐的行动中，保护区在周边村组建了 23
支义务防火应急队伍，共有 902 人轮流
守护。

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
横断山系怒山山脉的南延部分，属滇西
纵谷区。1995 年保护区被确认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2003 年，扩建成功后的保
护区地跨沧源佤族自治县和耿马傣族佤
族自治县境内，总面积 50887 公顷，其
中 沧 源 境 内 27649.5 公 顷 、 耿 马 境 内
23237.5公顷。

说起这些年保护区的变化，杨永明
深有体会：“保护区成立以前，佤族刀
耕火种的现象非常普遍，动物变少了，
森林毁坏也严重。现在，山更绿了，动
物也多了，我们村缅寺周围也能看到巨
松鼠、猴子和水鹿，也没人去打。”

自 1980 年保护区成立以来，这里没
发生过大的森林火灾，保护区森林覆盖
率达到 94.3%，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
护，亚洲象由 1980 年的 14 头增加到现在
的 23 头。“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保护区群
众的支持和参与，保护区得不到这么好
的 发 展 ，他 们 才 是 保 护 区 真 正 的 守 护
者 。”保 护 区 沧 源 管 理 局 副 局 长 肖 健
华说。

当好野生动植物卫士

沿着蜿蜒的山路，记者冒雨来到勐
角民族乡管理站丫口检查站,这是保护
区沧源片区按管护区域划分的 6 个管理
站之一，负责芒公、勐卡、翁丁、芒告
大山东部 4 个片区，管护面积 115737
亩。副站长杨红强和 4 名管护员，拎着
铜锅，肩扛砍刀，身背干粮、睡袋，正
要进山开始新一天的巡护工作。

杨红强介绍：“我们进山巡护主要
是稽查巡护和日常巡护，巡护满勤 21 天

才算合格，每次巡护都要对监测点记
录、打点，局里通过定位就知道我们在
什么地方。”今年上半年，沧源片区 6 个
管理站的 64 名管护人员，在 91 条主要
巡护线路上，共进山巡护 5455次，巡护
长度达 569公里。

保护区沧源片区是生物多样性富集
的区域，最近开展的保护区本底考察数
据显示：该片区分布有维管束植物 2439
种 、 苔 藓 植 物 165 种 、 大 型 真 菌 102
种；分布有脊椎动物 432 种，其中哺乳
动物 30科 102种，鸟类 43科 264种，两
栖类 8 科 26 种，爬行类 12 科 40 种；昆
虫 610 种。其中有 18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和 63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是我国除西双版纳以外亚洲象的第二个
分布区。

53 岁的杨红强已在管理站工作了
34 年，他一直牵挂着保护区里的大象
和珍稀植物。他出生在班老乡,从小就
听惯了长辈们对保护野生动物和动物
习性的描述，也迷恋上了大象，他参
加工作后在保护区观测大象的生活习
性和活动轨迹。“只要是大象活动过的
地方，我通过观察树枝折断情况，就
能 判 断 出 这 头 大 象 有 多 高 ； 观 察 粪
便，就知道是成年象还是幼象，基本
上八九不离十。”杨红强对自己练就的
本领十分自豪。

保护区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建
立了 1 个科研研究中心、1 个科普教育基
地，1 个野生动物救护站，野生动植物监
测固定样地和监测样带 128 个，定位观测
站 10 个，亚洲象种群监测点 2 个。同时，
为满足保护区对外科研合作与技术交流
的需要，还开展了对印支虎、亚洲象、豚
鹿等珍稀濒危动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系统
的科研监测工作。

2011 年 5 月，保护区沧源管理局荣
获第三届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接
过奖状的那一刻，我心中真是五味杂陈，
我们这么多年的辛勤工作没有白付出。”
当年代表管理局到北京参加颁奖仪式的
肖健华回想起往事依然百感交集。

保险理赔农户有保障

沿着通往南滚河方向的山路行走，
茂密的灌木林里不时传来鸟鸣声，人在
其中，身心融入了大自然，尘世间的烦
扰烟消云散。

为我们带路的村民李三块指着山下
说：“我家的田地就在河边，野生动物
常去吃庄稼，去年保险公司定损了 3.5
亩，赔给了 1750 元，算是有了一些补
偿。”和李三块家一样，保护区周边的
群众都能享受到“政府投保，保险理
赔”的“红利”。

保护区建立后，保护区及周围森林
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得到了极
大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增加，保
护区内栖息地容量逐渐呈饱和状态，动
物食源匮乏，许多野生动物走出保护区
觅食，给保护区周边群众的人身、财产安
全带来了威胁。仅 2007 年至 2008 年，
因野生动物肇事造成保护区周边 5 个乡

（镇）的直接经济损失 260余万元，发生黑
熊严重伤人事件 4起，重伤 7人。

2009 年 3 月 23 日，南滚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沧源管理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公司沧源支公司签订了《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协议》，为保护区
周边的人、畜、经济作物等系上了“保险
绳”，成为全国自然保护区首家以商业化
运作模式建立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赔偿的
保护区。

2009 年 3 月 29 日，也就是签订保
险赔偿协议的第 6 天，佤族村民赵三生
在放牛时遭遇黑熊袭击,累计支出医药
费 19641.69 元。按照保险赔偿协议，扣
除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的 9928.01
元，以及由管理局支付的护理及生活费
用 2960 元外，其余的 6753.68 元均由保
险公司承担。赵三生也成为中国享受野
生动物伤害保险赔偿的第 1人。

保护区沧源管理局局长杨绍兵说：
“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赔偿机制的建立，不
仅让群众从野生动物伤人由谁买单的困

扰中解脱出来，也为县委、县政府新近出
台补偿标准的贯彻和落实提供了可能。”

旅游业前景广阔

走进坐落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的翁丁村，这里被《国家地理杂志》誉
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也是南滚河
国家公园 12 个景区之一。保留完好的茅
草屋、到处高挂着的牛头、充满神秘色彩
的人头寨桩，都体现出浓烈的佤族色彩。

翁丁村是一个以佤族聚居的原始部
落村，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原生
态 佤 族 村 。 全 村 辖 3 个 自 然 村 284 户
1201 人，村内以杆栏式建筑的茅草房为
主要分布,保持着原始的建筑风格；古老
的百年大榕树、独特的佤族民俗风情，集
中连片的茅草房、木结构佤族头人的住
房，以及寨子旁部落贡奉、祭祀的神林，
代表了佤族的原始风貌，是佤族文化的
结晶，沧源古老的见证和象征。

“在翁丁景区里有 4 个组 103 户 476
人，每天有 20 户人家轮流在寨子里接待
游客，表演拉木鼓、镖牛等节目，一年下
来百姓仅这一项就有 60 多万元的收入，
加上餐饮服务、织布的收入，百姓的收入
比原来增加了不少。”村党总支书记肖文
军对未来信心满满：“二级路修通了，来
翁丁旅游的人还会更多，百姓的收入还
会提高。”

保护区勐角管理站的佤族姑娘肖静
是一名专职管护员，她说，完成了日常的
巡护工作后，她有空还能和家人一起接
待游客，唱唱歌、跳跳舞，偶尔也充当导
游，给游客讲解佤族的传统习俗，生活十
分充实。

“这里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民风
纯朴，这样原生态的地方现在已不多见，
翁丁的旅游发展前景十分好，我以后还
会约家人、朋友再来。”第一次来沧源旅
游的车先生对翁丁赞不绝口。

今年底，沧源机场将实现通航，打通
了秘境沧源与外界联系的快速通道，佤
山的神秘面纱正在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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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源产业精准扶贫发展峰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艾芳报道：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

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凯迪生态承办的“中国首
届生物质能源产业精准扶贫发展峰会”日前在京召
开。会议以“绿色发展 产业扶贫”为主题，旨在分
享依托绿色产业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成功经验，推动
我国生物质能源行业发展和产业扶贫政策的落实。

根据国务院的能源战略行动计划确定的目标，能
源结构将逐步实现优化调整，生物质能源产业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谢玉红表
示，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
利用大有可为。

据凯迪生态董事长李林芝介绍，“十三五”期间，凯
迪生态将在国家级贫困县新建200个生物质电厂，以合
作社模式配套建设 20000 个村级收购点，新造林地 60
万亩，力争帮扶1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8 月 11 日，在合肥市南淝河泄洪道，环保志愿者在

清理河面水草。受汛期影响，安徽省合肥市十五里河、

南淝河泄洪道上游漂浮下来大量杂草和生活垃圾。为

了保护巢湖水质不受污染，从 8 月 1 日开始，合肥市义

城街道组织志愿者对辖区内的河道进行垃圾清理工

作 。 截 至 目 前 ，已 清 理 河 面 水 草 、河 岸 垃 圾 近 150

吨。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合肥清理泄洪道垃圾保巢湖水质安全

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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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是否有
绿色基因，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意义
重大。近日，在中华环保联合会举办的

“推进绿色制造，助力绿色发展”研讨会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司长高云虎指出，绿色发展不仅已成为
国际趋势，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旋
律。国家发展战略对制造业绿色发展提
出了新要求：《中国制造 2025 战略》 将
全面推行绿色制造作为主要方针和重要
战略任务。

我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并不平顺。粗
放的发展模式导致了资源能源消耗高、
环境影响大等问题。科技创新对工业绿
色发展支撑不足，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
难 度 大 、 进 度 慢 ， 一 些 科 研 立 项 产 、
学、研三方“脱节”问题严重。工业节
能减排整体性和系统性尚待加强，绿色
制造体系尚未形成。

对此，高云虎提出，“绿色发展的核
心是提高资源能源效率和清洁生产水
平”，落实绿色发展，首要任务就是大力
推进能效提升，加快实现节约发展。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推进结构节

能，实现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双
优化；以先进适用技术装备为手段强化
技术节能，加快高能耗行业系统节能改
造和通用设备改造；以能源管理体系建
设为核心提升管理节能，落实重点行业
强制能耗标准和水电政策；推广绿色节
材技术和装备，提高材料利用率。其次
要切实强化源头预防，扎实推进清洁生
产。必须减少有毒有害原料的使用，推
进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推广绿色基础制
造工艺，提升清洁生产管理。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巡视员胥
树凡也表示，要大力推进和完善清洁生
产，必须在结合各地实施大气、水、土
壤等污染物防治行动计划的同时，贯彻
落实 《清洁生产法》，建立和完善清洁生
产相关的各项制度，引导和帮助企业开

展清洁生产工艺技术改进、绩效考核验
收和示范企业宣传推广，特别是大力推
进重点地区、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
化改造，形成贯穿全程的清洁生产体系。

“要真正走上绿色发展之路，打造绿
色大数据平台、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和工
业绿色智能水平势在必行。”胥树凡认
为，要围绕绿色发展的要求，建立全国
清洁生产数据中心，实现大数据集中，
为清洁生产技术需求方和所有方搭建交
流与服务的平台。同时，要推动能源管
理智慧化，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
网等推动生产全过程精准协同，实现生
产资源的优化整合和高效配置，从而促
进生产方式绿色精益化。

此外，提升科技支撑能力的要务就
是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关键技术的

研发，鼓励绿色制造产业核心技术研发
和工业绿色发展共性技术创新。高云虎
强调，“在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
要根据我国资源、环境等国情等量体裁
衣”。针对提升工业绿色智能化问题，中
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高金
吉表示，“工业化和信息化要深度融合，
如何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让科
技创新来推动绿色制造和发展是我们面
临的重要课题”。他认为，实现绿色制造
和发展，智能装备是基础，要做到装备
和过程始终和谐。“自动化、安全化、自
愈化和自由化，是未来绿色制造发展的
大方向。”

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壮大绿色
制造产业不容懈怠。高云虎表示，要加
快建立从开发绿色产品、创建绿色工
厂、发展绿色工业园区、建立绿色供应
链到培育绿色企业的绿色制造体系。尤
其是要推进形成以汽车、电子电器、通
信、机械、大型成套装备等行业龙头企
业为依托，以绿色供应链标准、生产者
责任延伸制度为支撑的绿色供应链体
系，整合上下游资源。

绿色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源能源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落实绿色发展，

就要大力推进能效提升，加快实现节约发展；切实强化源头预防，扎实推进

清洁生产；加快打造绿色大数据平台、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和工业绿色智能

水平

危害严重的废旧铅酸蓄
电池，经过破碎提炼后“变废
为宝”，成为铅酸电池的生产
原料⋯⋯位于湖北省老河口
市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凯楚冶
金有限公司，通过发展循环
经济，做起了废旧铅酸蓄电
池回收再利用的大文章，成
为从事电池研发的骆驼集团
的重要供应商。今年上半
年，该公司实现产值 18.63亿
元，同比增长 6.0%。

在 楚 凯 公 司 的 生 产 车
间，一块块废旧铅酸蓄电池
开始了它们的“重生”之
旅：经过破碎、分选、造
粒、脱硫、结晶、熔炼、铸
锭等工业化处理后，废弃的
铅、塑料、硫酸等被分别送
入冶炼、再生塑料、试剂硫
酸生产线，生产出的再生
铅、再生塑料、试剂硫酸等
产品被送往电池厂再次做成
铅酸蓄电池。

“废旧铅酸蓄电池在公
司实现了‘物尽其用’。”楚
凯公司总经理余玉林介绍，
从破碎到提炼加工，每个环
节都把资源利用到极致，生
产中做到了零污染、零排
放。余玉林说，楚凯公司引
进的意大利设备，成功解决
了困扰我国 电 池 行 业 多 年
的废铅酸蓄电池冶炼再生铅过程中高耗能、高污
染、低效率问题。楚凯公司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再生
处理工艺被国务院、环保部列入 《国家先进污染防
治示范技术名录》《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
目录》，废旧铅酸蓄电池循环利用项目被列入 《环
保部重金属污染治理新技术示范项目》。

记者走进楚凯公司的厂区，这里绿树成荫，没有一
丝异味。厂区两边还设有雨水收集池，雨水将在废旧
电池的破碎、冲洗、分离等生产环节使用。“生产池里的
水酸性过大，就用强碱来中和，水自然消耗后，再用雨
水收集池的水来填补。”公司生产部经理范昌贵介绍。

楚凯公司再生铅冶炼车间主任陈玉斌指着再生铅
车间外收集废气的烟囱介绍：“公司对环保的要求很
高，我们使用的燃料都换成了天然气。”为了降本增
效，公司将直燃式燃烧炉改成蓄热式燃烧炉，仅此一
项让每生产 1 吨再生铅的天然气使用量由 30 立方米
降为 15立方米。

楚凯公司还自主研发了脱硫技术，将原来的硫酸
铅—碳酸铅—还原铅生产工艺优化为硫酸铅—四氧化
三铅，使生产成本下降了 10%，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由
19公斤降到 0.4公斤，使二氧化硫实现了“零排放”。

废旧电池是危险品，也是污染品。楚凯公司从销
售端就开始跟踪、回收每块电池。据了解，该公司已
在广西、重庆、四川、新疆等地陆续布点，降低废旧
电池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实现了回收本地化，减
少了对环境的影响。

在楚凯公司的带动下，老河口市循环经济迅速发
展，先后获得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再生资
源利用基地等称号。目前，全市再生资源利用企业达
到 17 家，形成了以业茂公司为龙头的废钢铁加工利
用产业链、以楚凯公司为龙头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再生
处理产业链、以中国中部橡胶园为龙头的废旧轮胎综
合利用产业链和以楚德、楚祥为龙头的废塑料加工利
用产业链。今年前上半年，老河口市循环经济实现产
值 32.27亿元，同比增长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