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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可爱的大熊猫宝
宝终于让关心它的人们松了
一口气：经过持续多年的努
力，这种萌萌的生物终于“慢
悠悠”地从灭绝的边缘奇迹
般地“爬”了回来。由于中国
境内大熊猫数量的增加，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已将该物种的现
状由“濒危”改为“易危”。

不过，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份报告却让
我们倍感忧虑：4年间，全世界有12万头大象被非
法杀害——如果将它们的尸体累叠起来，高度可达
国际空间站；过去10年中，至少有100万只穿山甲
在野外被捕杀；平均每天就有3头犀牛被杀，西方
黑犀牛已经灭绝；类人猿在非洲部分国家也已灭绝
⋯⋯这一长串数字告诉我们，很多动物并没有大熊
猫那么幸运；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还需要做得
更多。

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级保护动物，受到的重
视自然非同一般，从建立保护区到人工繁育，我国付
出的努力得到了全世界认可。然而，我们也应该清
醒：能得到人类这般“礼遇”的动物毕竟是少数，还有
很多物种在加速走向“濒危”境地。也许不知道什么
时候，它们发出的最后一声哀鸣就成了某个物种在
这个星球上的“绝唱”。

“万类霜天竞自由”，地球家园不仅属于我们人
类。珍稀物种急剧减少，罪魁祸首是非法野生动植
物贸易。如果没有人类对野生动植物产品无止境的
贪婪索取，就不会有非法盗猎者铤而走险，使红木树
种急剧减少，让大象失去宝贵的牙齿，让鲨鱼沉入深
海痛苦死去。

保护野生动植物，并非与普通人无关。每个人
都是消费者，我们应该意识到：任何对珍稀动物产品
的消费行为，最终都有可能转化成非法盗猎者射向
野生动物的无情子弹。我们决不能“助纣为虐”，每
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拒绝为非法野生动植物贸
易“买单”。贪婪、无知、冷漠、时尚、投资以及文化信
仰等，都不能成为对任何物种造成威胁的理由。

除了偷猎等直接因素外，诸如农业、采矿、开
路等人类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气候变化等隐性

“杀手”也不容忽视。这使得即便是大熊猫，也难
以高枕无忧。由于气候变化，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竹
林面积不断缩小。预计在未来80年内，超过1/3的
大熊猫栖息地将被毁。保护生物多样性之路依然任
重道远。当前，我国正探索国家公园生态体制改
革，意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万物生
长营造空间。

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是“为生命呐喊”，旨在
号召社会大众保护野生动物，让我们为更多的生命
而呐喊！

为更多生命呐喊
杜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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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在云南昆明滇池打鱼。滇池自“九五”时期
开始被列为我国水污染防治重点,通过 20 年不懈努
力，滇池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记者从昆明市滇池管理局了解到，2016年1至6
月，滇池外海与草海水质均达V类，营养状态已转为

“轻度富营养”。与 2015 年同期相比，滇池保持污染
减轻、水质转好的势头，尤其滇池草海水质改善明
显。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云南滇池水质持续改善

山清水秀，翠竹绕岸，稻浪微漾，金秋
时节，广西大新县明仕田园俨然一幅山水
画卷。浓郁的南国田园气息令八方游客驻
足其中，流连忘返。

傍晚时分，名仕田园的“农家乐一条
街”飘出饭菜香味。一位大叔正全神贯注
地烹饪，一会儿，一道特色佳肴就做好了。

“炒菜炒到脚发抖、数钱数到手抽筋”,这位
大叔擦着额头的汗说。这条小街现有 55
家“农家乐”旅馆，400多间客房，可同时接
待 5000 人就餐。今年暑假期间，明仕“农
家乐一条街”的客房基本每天客满。

大新县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景点有德
天瀑布、沙屯叠瀑、绿岛行云、明仕田园等
40 多个,德天瀑布更有“中国最美的六大
瀑布”“中国最受欢迎的景区景点”等美誉。

近年来，大新就像一块璞玉，令无数向
往田园、向往自然的游客趋之若鹜。村民
们从中发现了商机，发展起了旅游服务业，
过上了新生活。

按照“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目
标，大新县大力推进生态乡村建设。经过
大规模的道路硬化、垃圾清运处理、村屯
绿化后，乡村一下子变得清新起来，涌现
出了浓沙屯、叫汉屯、岜隆屯、那望屯等
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乡村，并让大新县获
得了“全国生态文明进步县”“全国十佳
生态休闲旅游城市”等称号。

“大美大新，美在大新！”这是游客们发
出的由衷赞叹。坐拥优质旅游资源的大新
县牢固树立“生态·经济·发展”的理念，将
生态优势、农业优势和旅游优势有效融合，

推动休闲农业、农居民宿、养生乡村等多业
态融合发展，打造“大新大美产业”。

硕龙镇德天屯的农民发展起了以餐
饮、农宿为主的“农家乐”，并提供竹排旅
游、电瓶车观光等服务；浓沙屯紧邻县城，
沿岸风景优美，这里重点发展以草莓采摘、
烧烤、酒吧为主的乡村休闲度假旅游；岜隆
屯位于大新县德天休闲农业核心区，重点
发展以农业观光和优质水果采摘、农事体
验为主的生态休闲农业。

2015 年，德天屯人均纯收入达到 1.2
万元，是 2013 年的 2 倍。浓沙屯发展休
闲度假旅游后，年人均现金收入达 9800
多元，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 3000 元以
上 。 岜 隆 屯 通 过 发 展 现 代 休 闲 农 业 ，
2014 年人均纯收入达 10563 元，是 2012
年的 2.1 倍。

通过创新发展乡村旅游，大新县建设
了崇左市第一条生态乡村旅游示范带。目
前，全县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达 3.1 万人,今

年上半年，全县乡村旅游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8.2 亿元。2015 年全县脱贫人口 10103
人，有 3000 多人依靠旅游实现脱贫，“旅
游富民”效应凸显。

旅游业已经成为大新县的重要支柱产
业。今年 1 至 7 月份，全县共接待游客为
342.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14%；旅游综
合收入 25.83 亿元，同比增长 22.61%。预
计 2016 年全年接待游客将超过 600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0亿元以上。

广西大新县借助自然美景发展乡村旅游——

大 新 田 园 似“ 桃 源 ”
本报记者 童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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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矿冶之城变身园林之城——

江 城 黄 石 换 绿 装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吴 刚

2016 年 9 月 26 日，以生态文明为主
题 的 湖 北 省 首 届 园 博 会 在 黄 石 举 办 。
占地 1200 亩、总投资 7.65 亿元、由一个
主展馆和 45 个特色展园组成的“绿色港
湾”扮靓了长江之滨、大冶湖畔。

一座老工业城市，一届园博会，是一
段美丽邂逅，更是一次生态回归。近年
来，黄石摘掉了“光灰城市”的帽子，把

“绿色”写在了城市的名片上。一个个绿
色发展的生动样本，彰显了黄石生态立
市、绿色惠民的执著追求和坚定决心。

绿色园博 扮靓生态长江

“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迳其北，即
黄石矶也”，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
样记载，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黄石。

黄石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3000 多
年前就有采掘矿产冶炼铜铁的记录。近
代以来，汉冶萍公司、华新水泥、大冶钢
厂等老牌企业在此创立发展，黄石为我
国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石之名声，源于矿产资源；黄石面
临 的 生 态 环 境 压 力 ，也 是 因 为 矿 产 资
源。时移世易，如何实现资源型城市绿
色转型，为母亲河生态环境减压，成为黄
石近年来的努力方向。

“没有长江，就没有我们几千年的矿
冶文明，黄石必须转型发展。”黄石市委
书记周先旺说，“黄石要坚持生态立市、
产业强市战略，奋力实现换道超越！”

“保护好长江这条‘母亲河’、建设绿
色 长 江 经 济 带 ，是 换 道 超 越 的 重 要 任
务。”周先旺说。

2013 年 9 月 ，铁 山 区 北 纬 30 度 广
场，当四面八方的游客们走进“生态黄
石”2013 园林花卉展，徜徉在花海中时，
黄石人初次体会到了生态美的滋味。

不只满足于“赏心悦目”，2014 年 9
月 26 日，首届黄石（大冶）园博会上，“生
态富民”赋予了园博会更深厚的内涵。
大冶茗山乡主会场集花草种植、产品研
发、生产加工、旅游观光于一体，这里的
农民每亩土地的年收益实现了从 400 元
到 2000 元的飞跃。

2015 年的黄石（阳新）第二届园博
会，累计接待游客 136 万余人次，创旅游
综合收入 3.8 亿余元，签约重点项目 36
个，投资总额近 150 亿元。

园博之美，是绿色之美、生态之美，
更是希望之美。园博盛会让黄石人看到
了绿色的美好，体会到了生态的福利。
今年的 9 月 26 日，湖北省首届园博会在
黄石举办，黄石将园博会主题定为“转型
黄石、灵秀湖北”。“绿色港湾”成为生态
长江上一颗永久的璀璨的明珠。

攻坚治污 碧水蓝天入画图

近日，记者驱车去往黄石，在武黄高

速黄石入口，曾经的“矿冶文化名城”巨
幅招牌，已换成“中国园林城市”，改变的
不仅是一块招牌，而是整个城市的面貌。

为了给母亲河减负，黄石大刀阔斧
地治理曾经辉煌的矿冶业。“黄石发展绿
不绿，关键在环保工作的力度。”黄石市
环保局局长徐崇斌说，近年来，黄石向污
染宣战，关闭“五小”企业 367 家，整治污
染企业 460 家，直接影响工业总产值 200
多亿元，拉低工业增速 3.7 个百分点。

破污染之源，立生态之旗。黄石市
经信委主任张焕明告诉记者，近年来黄
石先后否决了硅灰石、炼焦等 100 余个
污染大、能耗高的项目。2015 年，黄石的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 99.1%，空气优良
指数达到 315 天/年。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请来了黑天鹅
担当检验污水治理效果的“检测员”。公
司党委副书记郭培峰告诉记者，生产中
产生的废水经过深度处理，一小部分排
到污水处理厂旁边的池塘，这里成了黑
天鹅游弋的场所；另外绝大部分排到各
车间循环使用，真正实现了节约环保。

工矿废弃地复垦，为母亲河添绿，是
黄石绿色发展的一个亮点。

在铁山区，一处巨大的“天坑”是大
冶铁矿的露天矿坑。开采遗址形成了
444 米的深坑，好似嵌在大地上的巨大年
轮。在铁山区乃至黄石市，像这样的历
史遗留工矿地还有很多。铁山区委书记
胡楚平说：“现在不搞生态建设，发展将
后续无力。”

铺土、植草、种树，宜耕则耕、宜林则
林、宜建则建。曾经的矿山开采遗留废
渣山再着新绿，成了美丽的公园、市民休
闲的好去处；巨大“天坑”变成了国家矿
山公园，每年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

黄石 79.37 公里的长江“黄金岸线”，
曾有 123 个非法码头泊位。“给下游也给
子孙留下一江清水。”3 月以来，一场长江
岸线非法码头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展开，
非法码头全部拆除，昔日满目疮痍的长
江岸线逐步恢复了生机。

黄石还组建了市、县两级环保警察
队 伍 ，先 后 侦 破 环 境 领 域 刑 事 案 件 多
起。同时，黄石投入近百亿资金，修复治
理辖区内 327 个开山塘口、5 万多公顷石
漠化荒地，重点实施重大节能减排项目
320 个，抚平生态伤痕。

近年来，黄石累计投入资金 30 亿
元，完成造林绿化 49.6 万亩，市域森林覆
盖率提高到 36.09%，水岸、道路绿化率
达 80% 以 上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达 到
12.54 平方米。

产业转型 老工业绿色发展

9 月，在黄石黄金山新区上达电子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年轻的技术工人
徐世亮娴熟地操作着电脑，对流水线上
的崭新电路板逐一进行质检。工厂为徐
世亮带来了对新生活的期盼，新兴的电
子信息等产业，更给黄石的经济结构带
来了转型的希望。

“不仅要对黑色 GDP 做‘减法’，更要
对绿色 GDP 做‘加法’。”黄石市市长董卫
民说，近年来，黄石提前出清过剩产能，
新的经济点不断涌现，黄石经济发展由

“增长乏力”迈向了“转型跨越”阶段。
5 年来，黄石累计投资 600 多亿元引

导和支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建材等传
统产业，加大技术改造、提升技术水平、
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由“卖资源”向“深
加工”转型。在自主品牌的引领带动下，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湖北新冶钢、大冶有色、华新水泥，

这 3 家资源消耗型企业占全市工业总量
近 30%。如今，新冶钢的特钢生产能力、
实现利润、吨钢利润均位列全国第 3 位。
大冶有色生产能力由全国第 5 位上升到
第 3 位，实现了铜冶炼清洁生产。华新水
泥公司通过协同化技术将废弃物资源
化、无害化和减量化，城市垃圾、工业废
物等成为水泥窑的替代燃料原料。

在湖北新冶钢、华新水泥、大冶有
色、劲牌酒业为代表的四种典型绿色发
展模式的引领下，黄石企业累计参与制
(修)订国内外标准 141 项。全市省级以
上名牌产品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的 68%。

黄石实施了新兴产业培育工程，积
极发展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不断增强工业发展后劲。随着
上达电子、星河电路、宏广电子、欣兴电
子等一批在建项目建成达产，可实现年
产值超 400 亿元，预计“十三五”末年产
值超过 1000 亿元。

在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
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
发展迅猛，去年以来占工业总投资比重
达到 75%。园区日处理 18 万吨的工业废
水处理厂、总长 28 公里的污水专用管
道，为项目落地提供了环保保障。

目前,黄石已经形成了服装、模具、
化工医药、铜冶炼及深加工产业、饮料食
品、高端装备制造等 7 个省级重点成长型
产业集群。经过产业结构的调整,黄石
从产业结构单一、单纯依靠资源发展的

“钢铁侠”，变身为产业多元、生态良好的
绿色城市，成为全国工业绿色转型发展
试点市。

上 图 湖 北 新
冶钢有限公司“鹅趣
苑”里，20 多只黑天
鹅 正 在 水 中 嬉 戏 。

“鹅趣苑”用水为企
业生产所产生的废
水净化后所得。

朱友松摄
左图 近年来，

黄石摘掉了“光灰城
市”的帽子，把“绿色”
写在城市的名片上。
图为黄石市一景。

周 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