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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壤质量不断下降，农业生产中土壤的贡献率比40年前下降10%——

拯救“过劳”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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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满山废坑碎
石、寸草不生的“沙窝
子”，缘何在几年间变
成 了 郁 郁 葱 葱 的 绿
洲？建筑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就是奥秘所在。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青岛平度市梨沟山，看到这

样的景象：一边是满目疮痍的废旧采石坑，另一边却
是茂密的雪松林，形成巨大的视觉反差。“几年前，整
个梨沟山矿坑碎石遍地，寸草不生。风一刮，尘土满
天飞，有时都能飘到市中心去。作为平度人，家门口
变成这样心里实在不好受。”青岛北苑环保建材有限
公司负责人代建强说，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开始探
索用建筑废弃物进行山体生态恢复。

经营土石方业务多年，代建强深知建筑废弃物
的价值，别人眼中的垃圾在他眼中却是宝贝。“废旧
采石坑要恢复生态，最重要的就是填坑移土覆盖植
被，这些通过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都可以实现。”
代建强告诉记者，建筑垃圾和尾矿碎石经过动筛、破
碎、分选，80%可转化为再生骨料，一部分可以替代
天然砂用于混凝土生产，一部分可以应用于道路施
工垫层。分拣剩的废弃渣土，因透水性好，又成为理
想的回填矿坑材料，覆盖植被存活率很高。

据了解，青岛北苑公司共承包梨沟山1300多亩
废弃矿山，经过几年努力，已回填渣土 500 万立方
米，恢复植树 200 多万株，初步改善了梨沟山生态，
该项目被评为“全国废弃石矿恢复治理示范基地”。

“按计划，两年内我们将把 1300 亩废弃矿山全
部回填复绿，5年内将把山体打造成城市生态公园，
让市民可以在这里散步、休闲。”代建强说。

梨沟山变化的背后，是青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的不懈努力。据了解，自 2009 年以来，青岛坚
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原则，全力打造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青岛模式”，统筹解决好

“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两大城市发展难题，收到
良好效果。2013年1月1日，《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条例》正式实施，为推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提供了法律保障。自2013年以来，青岛市已批
准建设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17家，累计资源
化利用建筑废弃物4500万吨，可节约建筑垃圾填埋
土地 4500 余亩，减少对周边近 1.5 万亩土地和地下
水源的污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 30 万吨，创造
产值 25 亿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的有机统一。

青岛平度市利用建筑废弃物进行

山体生态恢复——

废弃矿山披绿装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德杰

这是近日拍摄的青岛平度市梨沟山修复后的废
弃矿山和2011年拍摄的同一处矿山。 杨发鹏摄

“土地也会‘过劳死’。人们不断从土
地索取，然后注入各种‘营养’，还使用大
量防治病虫害的农药，土地的功能被破
坏。过度使用和地力透支是我国的土地
环境现状。”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说。

孟伟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工
程院关于全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
战略咨询项目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土壤质
量在不断下降，我国农业生产中土壤的贡
献率大约在 50%至 60%，比 40 年前下降
10%，比西方国家至少要低 10 至 20 个百
分点。该如何拯救“过劳”的土地？日前，
在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和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主办的土壤环境保护与
污染防治工程科技论坛上，专家学者“号
脉”土地问题，开出了药方。

红线内的危机

小麦收获了，但是媒体近日曝光的一
则新闻却让人忧心：河南新乡麦样麦粒总
镉不达标，超标范围从1倍多到10多倍不
等。对此，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粮食安全
应急机制。

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
之一，小麦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
一。去年在新乡发现的部分“镉麦”，最高
比国家标准超标34.1倍。究其根源，是来
自“久病”的耕地“母体”。在过去几十年
时间里，当地电池产业的粗放式发展导致
了严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

近年来，我国保住了 18 亿亩耕地这
条红线，粮食连续 12 年增产，食用农产品
质量不断提升，合格率达到95%以上。然
而，时不时出现的镉大米、镉小麦等事件
也让人忧心，土地的“生死疲病”正在成为
红线内的危机。

我国的土地状况究竟怎样？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魏复
盛表示，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历史较
短，土壤污染没有发达国家积累严重，全
国土壤大部分的环境质量较好，90%以上
农地适合耕种。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我国
土壤局地局部污染严重，中度和重度污染
土壤约占 2.6%，轻微污染约占 11%，耕地
中度和重度污染占2.9%，而且污染速度在
加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柏仇勇直
言：耕地在减少，需求在增加；土地在减

产，粮食要增产。
我国土地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触目惊

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林伟伦告诉记者，我国粮食产量占世界的
16%，化肥用量占 31%，每公顷用量是世
界平均用量的 4 倍，过量的化肥很快被水
冲到地下，影响土壤的营养平衡。而我国
每年 180 万吨的农药用量，有效利用率不
足 30%，多种农药造成了土壤污染，甚至
使病虫害的免疫能力增强。不断加剧的
农药使用，对于环境、农地粮食和食品残
留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长期的“带病生产”让土地出现了严
重的“过劳”问题。“由于化肥农药不合理
施用，有机肥减少，加重了土壤板结与污
染，导致土壤质量有下降与退化的趋势，
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
半。而土壤有机质下降，对重金属的固定
作用就大幅度减少，土壤的PH值降低了，
增加了土壤重金属的危害性。”魏复盛说。

“农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超
过自然界生态系统可以自我完善和恢复
的生态阈值，但是现代农业的污染已经不
小于工业污染，占全部污染的 47%，需要
高度重视。”林伟伦说。

被误解的土地

土壤滋养着万物，是陆生植物、微生
物、动物以及人类生存的物质宝库，人类
消耗的 80%的热能、75%以上的蛋白质和
大部分植物纤维的生产都来自土壤，此
外，土壤还具有维护生物多样性、水土保
持、控制病虫害、减缓气候变化等生态服
务功能。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土壤可
以容纳万物，对土壤的“免疫力”和“自我
净化能力”过分乐观。

其实，这是对土壤的误解。魏复盛表
示，土壤只是环境中的要素之一，环境是
统一的整体，各种要素互相影响，大气污
染、水质污染、污泥污染、化肥、农药的污

染，这些污染物最终都会渗到土壤里。土
壤一旦受到污染，则会因其污染来源复
杂、隐蔽性与累积性强等特点，导致修复
治理难度大、周期长、投入多。

农业部土壤调查显示，污灌区的土壤
污染比较严重，140 万公顷中，受重金属
污染的土地面积占 64.8%，很多污灌虽然
已经停止了，但残留在土壤当中的重金属
迁移能力很弱，对土壤的吸附力很强，难
以清除。

污染后才进行治理让很多地方付出
了巨大代价。北京化工二厂作为房地产
开发区，修复费用花了 7 亿元；杭州一个
农药厂修复费用花了 1.7 亿元；武汉赫山
农药厂 DDT 和 666 农药超标，修复成本
达到2.8亿元。

而有时，对如何区别治理“病情不一”
的土地，“医生”们并不明晰。“普遍认为，
超过标准值就是污染，污染了就是有害，
有害了就要治理。实际仅从刚性方面做
出判断是不够科学的。污染的土地，有可
能由于调整了种植结构、种植品种、耕作
方式，就不会对农作物产生有害的影响。
比如，同一块土地，对粳稻和籼稻产生的
污染差别就很大。”魏复盛说。

专家认为，土地污染风险评价制度很
重要，应制订土壤非刚性污染物的筛选
值、指导值，如果超过了筛选值和指导值，
土壤可能就有问题。此外，还要采取长期
跟踪监测的制度和风险评价制度，构建分
类指导、科学合理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

由表入里的“药方”

为了摸清各地的土壤“症状”，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展了
土壤监测相关工作，如今团队不仅掌握了
我国不同历史阶段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和
推进情况，取得了一批国内领先的技术研
究成果，还建立了宝贵的土壤样品库，保
存了近 8 万份珍贵的历史土壤样品，为土

壤污染防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土壤的“对症下药”，要制定分类施策

措施。魏复盛表示，首先，对没有污染或
轻微污染的土壤优先保护；其次，对于轻
度、中度污染的土壤要安全利用，通过产
业结构调整、农艺措施排除风险，比如说
有的地方种向日葵就不吸收重金属，广西
种水稻就吸收镉，种荔浦芋头就不吸收，
这方面要将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科学发现
的成果用在土壤修复和安全利用上；此
外，重度污染的土壤，要依法依规改变土
壤的用途，退耕还林还草、农林轮作或者
经修复后作为建筑用地、居住用地和工业
用地重新开发利用。

治疗“表症”容易，要调息内里却需要
“长期服用小火慢熬的药”。魏复盛表示，
解决土壤“带病”问题，要推进农业的现代
化和产业化，耕地和粮食生产由重数量安
全、轻质量安全到数量与质量安全并重转
型。推动农业的循环生态建设，科学合理
地用肥、用药，实现化肥和农用化学品的
减量化和零增长。畜禽养殖的规模和消
纳的农用地要匹配，推广畜禽粪尿就地土
地消纳或加工成有机肥料的生态化畜禽
养殖技术等。

与此同时，需要尽快补齐土壤保护与
治理污染的短板。“目前，我国对土地所有
权、使用权、土壤环境保护与防治污染的
责任主体等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土壤
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不仅严重滞后
于大气、水、固废和噪声的污染防治专项
立法，而且与国际立法先进经验存在较大
差距，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魏复盛说。

而土壤研究的科技支撑薄弱也成为
掣肘。魏复盛表示，“土壤污染来源是什
么，污染物在土壤当中怎么迁移转化、怎
么消长缺乏研究，土壤退化、修复、治理的
核心技术也很缺乏。我国设立了水污染
防治的重大专项科技支撑项目，也设立了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科技计划，应该尽早在
土壤污染防治上设立专项科技计划”。

过度使用和地力透支是我国的土地

环境现状。应制订土壤非刚性污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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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高达86.44%，负氧离子每
立方厘米超过 1 万个——海南五指山市
如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五指山
在严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发掘生态产业价
值，当地百姓的口袋也越来越鼓。

2000年，郑丽娟来到五指山市永训村
包下一座荒坡种植茶树。17 年过去了，她
的茶园依然保持着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只
有守住优良的生态环境，我才有吃饭的本
钱，我的产品才有竞争力。”

“五指山市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生态
环境。要坚持环境优先，充分认识到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创造价值。”五指山市委书记
宋少华告诉记者。

一方面要守住生态红线，一方面还要
促进当地百姓增收。五指山市加快推进热
带雨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真正使
生态资源变成生态效益。

“我们确定生态立市战略，要真正做到
将五指山的生态资源转化成生态效益，让
老百姓享受更多的生态红利。”宋少华说。

近年来，五指山市深入开展生态环境
6 大专项整治行动，修复、绿化、美化被破
坏的山体，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86%以上。

青峦叠嶂，秀丽田洋，五指山市水满乡
毛纳村拥有独特的美景。去年，毛纳村还

带着“贫困帽”，如今，通过发展合作社、启
动美丽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一个内外兼
修的美丽乡村走进了人们视野。

在毛纳村保育基地，灵芝螺在树干上
休憩。“去年，村民偶然间在附近山坡上发

现了灵芝螺，我们了解后得知，它的营养价
值、药用价值极高，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毛纳村驻村第一书记秦存平说，目前还在
培育阶段的灵芝螺售价已达10元/个。

毛纳村还到其他乡镇“取经”，引入了

百香果种植业，同时，考虑到目前山兰稻产
量低，毛纳村将结合当地景观，发展农旅融
合项目。

农村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
程，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长久的系统的保
护与维护。

从 2014 年 起 ，五 指 山 市 安 排 资 金
2000多万元，通过直补方式对重点生态功
能区的农民给予适当补偿，受益的林农达
到6万余人，增加了农民收入，调动了农民
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开展森林生态效
益直补以来，农民保护生态的意识明显提
高，从“谁砍山谁坐牢”转变为“谁保护谁受
益”。

记者来到五指山毛阳镇牙力村村民王
明胶的红心蜜柚园，果园藏在绿水青山之
中，产出的果实绿色无污染。

“我们早就不砍树了。”王明胶说，以
前，当地农民因为生产水平低，对大山的原
始依赖程度很高，缺钱了就砍树卖，或者砍
树种经济作物。现在则是依靠大山里的自
然环境，提高农产品的价值。

从生态环境中尝到甜头的老百姓更懂
得如何保护生态环境。随着百姓保护生态
意识的提高，近年五指山森林火灾发生率
为零，毁林案件也明显下降。

海南五指山推进热带雨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

百姓尝到生态保护的甜头
本报记者 何 伟

7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一名农民在水稻田间喷洒农药。
新华社记者 张春雷摄

五指山优美的自然环境。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