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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将霾写入《北
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
案）》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
霾是否应该被列入气象灾害
众说纷纭。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祥德认为，霾虽是气象现

象，但其造成的危害已可定义为气象灾害的一种。
什么是气象灾害？中国气象局资料显示，气象

灾害是由气象因素在特定孕灾环境中作用于承灾体
所形成的灾害，由气象因素、孕灾环境、承灾体三方
面构成。天气现象如风雨、雪霜、雾霾等，它们是灾
害的触发因素；孕灾环境主要指经纬度、地形地貌
等；承灾体主要指人和人造设施，三者共同作用才构
成气象灾害。风雨、雪霜、雾霾等天气现象不能等同
于气象灾害本身。

徐祥德认为，《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
案）》依据《气象法》和国务院制定出台的《气象灾害
防御条例》的有关规定，将气象灾害种类定为暴雨、
暴雪、寒潮、大风、大雾和霾等造成人身财产、社会功
能、生态环境等损害的严重事件，是科学合理的。

实际上，霾作为一种气象现象、气象灾害，有国
内国际历史渊源和法律政策的认可。我国气象文献
类书籍都有对霾观测、预报的记载，而世界气象组织

（WMO）和各国和地区气象机构都将霾列入天气现
象。国务院《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也对大雾、霾等
提出明确防御措施。

然而，不少人担心，将霾列入气象灾害是否会出
现《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与《大气污染
防治法》有关条款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徐祥德认为
两者之间既不矛盾、也不冲突。

首先，霾与重污染天气既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也
有外在的实质性差别，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

徐祥德表示，霾的发生发展既有自然因素，也有
人为排放污染物的影响，人为影响加剧了霾的危害
与影响，并形成重污染天气，因此当前“重污染天气”
是霾的特例或者人为影响加剧的结果，是在具备霾
产生的气象条件下，大气污染物浓度达到一定程度，
人为影响已转化为主要因素，突出强调的是污染。

其次，《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北京市气象灾害防
治条例（草案）》各有侧重。《大气污染防治法》重点规
范对大气环境、空气质量和人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的污染。《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主要从
气象角度规定“市和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机构
按照职责向社会统一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为
此，“重污染天气”的预警发出应当依据《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九十五条中规定实施，霾的监测预报预警也
应当按照《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实施。

徐祥德认为，将霾写入条例，有利于提升城市防
灾减灾能力，强化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健全北京
市防灾减灾体系，提升应急处置和城市治理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祥德：

霾是气象灾害
本报记者 杜 芳

“猫萌”守望华北豹

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前期论证，12年
的工程建设，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东中线
一期工程日前已全面通水两周年了。奔
腾的长江水分别从扬州江都、湖北丹江口
一路北上，润泽了久旱的北方大地。

累计调水 70 多亿立方米，8700 多万
人受益，惠及沿线 30 多个大中城市，水质
全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及以上⋯⋯通
水两年来，南水北调工程在保障受水区居
民生活用水、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
库区和沿线治污环保等方面，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效益。

日前，《经济日报》记者随国务院南水
北调办前往多地调研，探水源、走水厂、访
用户，切身感受通水后的变化。

缓解北方之旱

北方之旱，由来已久：华北地区水资
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2%，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全国的五分之一。过去，华北地区
主要依靠地表水，据水利部门统计，华北
地区上规模的河流有 21 条，但现在 90%
的河流消失。

地表水用完了怎么办？只能使用地
下水。一开始，地下水还只是补充水源，
到了后来，水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只能不
断开采地下水。据测算，华北地区每年超
采的地下水约有 60 多亿立方米，累计开
采超过1500亿立方米。

严重超采地下水会引发地表下陷等
诸多问题。有统计称，华北地区地表下陷
超过20厘米的地区有6万多平方公里，其
中最严重的地方超过 3 米。像天津等沿
海地区，如果地表下陷导致海水倒灌，将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水是生命之源。如果城市的水资源
缺乏保障，发展就没有持续性。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下，南水北调工程于
2002 年开工建设，东线一期工程于 2013
年贯通，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 年贯通，两
线工程累计向北方地区输水 70 多亿立方
米。

全面通水两周年来，受水地区水资源
保障能力得到了极大改善。国务院南水
北调办党组书记、主任鄂竟平表示，在工
程设计之初，南水北调是作为补充水源
的，而目前，南水北调成为了很多城市的
主力水源。

从东线来看，山东省累计受水 11 亿
立方米，超过 4000 万人受益。487 公里
的南北输水干线和 704 公里的东西输水
干线，包括部分引黄济青和胶东调水干
线，在齐鲁大地上编制出“T”字形大水网
框架。未来，南水北调将成为山东最大的
战略性水源。

从中线来看，南水占北京城区日供水
量近七成，供水范围基本覆盖城六区及大
兴、门头沟、通州等地区。北京自来水集
团新闻发言人梁丽告诉记者，目前，北京

市人均水资源量由原来的 100 立方米提
升至 150 立方米，中心城区供水安全系数
由1.0提升至1.2。

天津市 14 个行政区的市民都用上了
南水，改变了以往生产生活主要依靠引滦
单一水源、农业和生态环境用水靠天吃饭
的局面。形成了引江、引滦相互连接、联
合调度、互为补充、统筹运用的城市供水
体系。不少天津市民反映，以前停水停电
是常有的事情，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

此外，河北的石家庄、廊坊、保定、沧
州等 7 个城市，河南郑州、新乡、焦作、安
阳、周口等 11 个城市也都不同程度上受
益于南水。

北水变甘甜

12 月 7 日一早，家住北京市丰台区星
河苑小区的居民王冬梅像往常一样开始
烧水做饭。

“以前水质很差，水碱很多，家家户户
都得安装净水器或者用桶装水，现在，直
接用自来水就没问题了，水很甘甜。”王冬
梅拿着一个透明的玻璃杯向记者展示。

北京市南水北调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南水进京后，北京自来水硬度由原来
的380毫克每升降至120毫克至130毫克

每升，自来水水碱明显减少、口感变甜。
水质的改变让每个受水地区群众

都能感受到。在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宾
水北里社区，78 岁的潘绍芸老人说，上个
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人喝的是海河水，
又叫“苦咸水”。80 年代，滦河水入津后，
天津人喝上了不咸不淡的滦河水，如今，
喝上了甘甜的长江水。

河南省周口市镇平县自来水公司副
总经理丁国建说，过去水厂一天要用净水
剂一吨左右，而现在只需要200多斤。

河北省自通水以来，供水逐步切换
为南水北调水源。沧州、衡水、邢台、
邯郸等黑龙港地区即将彻底告别祖祖辈
辈饮用苦咸水、高氟水的历史，预计到
2020 年将有 3000 多万人喝上优质的南
水北调水。

“南水北调成败在水质。”鄂竟平说，
要转变粗放不合理的用水方式，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用最严格的制度守护水安
全底线。

东线工程处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
区，工程主要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沿线现
有的湖泊调蓄和河道输水，这些湖泊和河
道水污染一度相当严重。对此，山东省制
定了严格的排放标准，对沿线治污不达标
的企业坚决关停，700多家企业只剩下10

家。目前，东线沿线水质由工程建设初期
的Ⅴ类、劣Ⅴ类全部提高到Ⅲ类。

在中线水源区，当地对矿物采选和冶
炼、黄姜皂素生产、汽车电镀等重点水污
染行业加大治理力度，坚决关闭治理不达
标企业，积极推进工业清洁生产。目前，
中线一期工程水质保持稳定，特别是丹江
口水库，水质一直保持在Ⅱ类及以上。

正是水源地和沿线城市的大力保护，
保障了一江清水顺利北上。

生态逐步恢复

12 月 9 日下午，记者来到济宁市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老运河人工湿地，曾经
的废弃河道如今已变了一番模样：堤岸上
的垂柳与湖水、芦苇遥相呼应，勾勒出一
幅和谐的生态画卷。

济宁市环保局副局长孟青松告诉记
者，该项目主要是通过截污导流管道引进
济宁市污水处理厂外排中水，经过湿地深
度净化，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后排至南四
湖，项目占地面积 3823.5 亩，日处理污水
约7.5万吨。

一位正在散步的济宁市民告诉记者，
如今南四湖里又看到了绝迹多年的小银
鱼、鳜鱼等对水质要求比较高的鱼类，周
围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漂亮的景
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游玩。

记者从南水北调东线总公司了解到，
山东省通过东线工程向东平湖、南四湖上
级湖分别生态调水0.55亿立方米、1.45亿
立方米，极大改善了“两湖”的生产、生活
和生态环境。2015年2月至今，南水北调
工程向济南市保泉补源0.58亿立方米，让
泉城济南重现百泉齐涌的美丽景观。

东线工程上游的江苏省通过东线工
程向骆马湖补水，运行期间骆马湖水位由
21.87米上升至23.10米，对保障地区生产
生活、航运和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淮安市获得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原来
以脏乱差闻名的“煤都”徐州，也因碧湖、
绿地、清水成为宜人居住的绿色之城。

北京市利用南水北调水每天向城市
河湖补水 17 万至 26 万立方米，增加水面
面积约 550 公顷，城市河湖水质明显改
善。随着南水北调水进京，多年来超采严
重的密云、怀柔、顺义水源地，遏制了地下
水水位下降的趋势。2016 年 10 月，全市
地下水平均埋深 25.46 米，同比上升 0.53
米。同时，通过工程向密怀顺水源地试验
性“补”水 0.84 亿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
比，局地地下水位最大升幅达8.08米。

河南省利用南水北调工程向郑州西
流湖和鹤壁淇河进行生态补水。邓州等
14 座城市地下水水源得到涵养，地下水
位不同程度回升。许昌借助南水北调水
实施水源置换，开展生态补水，进行水
系连通工程和水生态文明建设，中心城
区和郊区浅层地下水位较 2014 年回升约
2.6米。

湖北省兴隆水利枢纽改善了区域生
态环境，省内绝迹多年的中华秋沙鸭、黑
鹳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先后出现在兴隆
水域。南水北调工程以及渠道两侧的绿
化带建设，也成为一道生态风景线。

一 渠 清 水 润 南 北
——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两周年

本报记者 常 理

5月19日，山西晋中太行山，民间组织猫科动物
保护联盟（简称猫盟)设置的红外触发相机拍摄到一
只华北豹。猫盟致力于对中国本土野生猫科动物实
施监测、研究和实地保护。

华北豹保护项目是猫盟全力推进的长期项目，
在长达 8 年的监测和对海量拍摄数据的梳理中，猫
盟对栖息在山西晋中太行山的华北豹种群状况有了
越来越清晰的了解。 新华社发 （猫盟供图）

在今年发行的象征“国家名片”的邮票
——《美丽中国》普通邮票第二组中，其中
有一张名为《牡丹江雪乡》。邮票中恢宏的
北国雪景取材于黑龙江海林市长汀镇雪
乡，隆冬季节，记者来到雪乡。

雪乡位于长白山支脉张广才岭与老爷
岭交汇地，这里汇聚西伯利亚与日本海寒
湿气流，有着得天独厚的降雪气候。每年
10 月，瑞雪纷纷而至，积雪达 2 米，雪期长
达7个月。举目四望，两座海拔1700多米
的“雪乡双峰”高高耸立，湛蓝的天空时有
寒鸟掠过，一派万籁俱寂的雪国风光。

雪乡至今还保留古渤海国淳朴民俗，
房屋皆为天然木料所建。前街后巷冰糖葫
芦的叫卖声、疾驰奔来的狗爬犁、炫舞热闹
的大秧歌，都在迎接远方宾朋。

在棒槌山游乐场，乘坐飞天魔毯登上
棒槌山滑道，坐上雪圈飞驰而下，游人尽情
在冰雪童话中怀旧寻欢。想过戏瘾的游人
可以去棒槌山山寨，和“镇守”山寨的老乡
们上演《智取威虎山》中的经典桥段。

游客还可以选择骑乘雪地摩托，穿梭
于茫茫林海，体验风驰电掣的速度与激情，
还可以乘坐雪龙号观光车，登顶龙江第一
峰老秃顶子山，观雾凇雪挂，赏林海奇观。

再去《美丽中国》邮票取景地梦幻家
园，欣赏林区特色建筑，体验关东风情，听
雪乡人讲山里的传说。在雪乡，乘坐特色
交通工具马拉爬犁，沿途奇美的雪舌、雪挂
景观使人仿佛走入了童话中。

“吃货”来雪乡，绝不白来。铁锅炖冷
水鱼、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黏豆包、冻
柿子、冻梨⋯⋯各色美味数都数不过来。

记者走进一家民俗特色的农家旅馆，
房间里有一个能住 4 人的大火炕，外带一
个卫生间。“吃饱喝足，躺在热乎乎的火炕
上谈天说地，别提有多舒坦！”旅馆主人热
情地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
是金山银山。”雪乡的冰雪经济更是既叫好
又叫座。黑龙江森工总局党委书记李坤强
调，要把冰雪经济作为龙江森工发展新战
略全力推进。雪乡旅游收入从过去单纯的
门票收入发展为如今的“吃、住、行、游、购、
娱”综合性收入。为停伐后职工转岗分流、
扩大就业拓展了平台，也带动了种植业、养

殖业、森林食品业的发展。目前，雪乡旅游
从业人员达 2000 多人。2015 年，雪乡旅
游人数达 56.7 万人次，旅游经营收入达
7026万元。

2016年，雪乡国家森林公园通过了国
家旅游局AAAA级旅游景区复核，大海林
林业局被授予 2016“全国森林旅游示范
县”称号。 文/本报记者 倪伟龄

黑龙江海林市长汀镇雪乡——

冰天雪地变“金山银山”

黑龙江海林
市长汀镇雪乡有
着得天独厚的降
雪 气 候 。 每 年
10 月，瑞雪纷纷
而 至 ，积 雪 达 2
米 ，雪 期 长 达 7
个月。

本报记者
倪伟龄摄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陶岔渠首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陶岔渠首。。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