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暖春日，贵州省市县乡村同
步开展起义务植树活动。

这是贵州省扎实推进大生态战
略行动，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具
体行动。

在遵义市南部新区深溪镇高坊
村红卫组陈家店植树点，遵义市委、
市政府、市绿化委员会等组织机关
干部 200 余人，一天就植下 130 亩
楠竹、栾树、红叶李。

近年来，遵义市坚持“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全力推进植树造
林和生态保护，目前，全市森林面积
达 2722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9%，
位居贵州省前列，城区绿地率、绿化
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项基
础性指标位列全省第一，生态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环境支撑。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
“建设绿色家园·创造美好生活”为
主题的义务植树活动启动仪式上。
黔南州委书记唐德智说：“今年是

‘美丽黔南’林业提质增效三年行动
计划的启动之年，是筹备2020年第
四届中国‘绿博会’的关键一年。全
州上下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要以此次义务植树活动
为起点，在新的一年里实干苦干加
油干，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共建
绿色家园、共创美好生活。”

黔南州当天共种植紫薇、黄花
槐、油茶、蜂糖李、酥李、刺梨等树木
28万多株，面积达3800多亩。

长顺县作为贵州省生态建设的
重要阵地之一，近年来守底线、走新
路、奔小康，始终坚持绿色发展之
路，大力抓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协
调发展。今年，长顺县各部门及各
乡镇（街道）共 1652 名干部群众参
加了义务植树造林活动，植树面积
430亩。据了解，近5年来，全县累
计完成营造林 37.14 万亩，其中人
工造林24.26万亩，封山育林12.88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2010 年的
45.88%提升到 2016 年的 58.46%，
提高了 12.58 个百分点，2017 年森
林覆盖率预计将达到60%。

与以往不同，今年，三都水族自
治县自选种植黄桃、枇杷、脐橙等万
株产业树，将生态建设与助民增收
联结在一起……

据了解，今春贵州省共有 21.8
万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植树
90.03万株，面积2.14万亩。

“多彩贵州”植树忙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10 多年前，峰峰集团泉头矿
停产，留下大片老旧办公楼和厂区，
还有几平方公里正在沉陷和已经沉
陷的土地。”指着面前的清泉公园，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清泉村党支
部书记姚文学回忆说，这片视野开
阔、舒朗大气的公园曾是坑洼破败
的泉头矿采煤沉陷区，是沉陷区地
质环境治理工程治愈了它。

紧邻城区北侧的泉头矿，虽然
在关停后对采空区进行了回填，但
随着时间推移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沉陷，成为既无法进行农业耕种，
也无法进行城市建设的撂荒地，垃
圾遍地、蚊蝇滋生。

54 岁的姚文学一直在这片土
地上生活，“这片地下面就是采煤
区，以前条件不好，工人们为了方便
工作，就直接在矿井附近盖土坯房
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棚户区。后
来这些工人赶上好政策住上了棚改
房，但他们搬走后留下的沉陷区却
成为挥之不去的伤疤”。

邯郸市峰峰矿区是一个因煤而
建、因煤而兴的县级城市。新中国
成立后，这里相继兴起了煤炭、钢
铁、建材、陶瓷等产业，其中仅主焦
煤开采就超过 5 亿吨，大量煤炭开
采在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
时，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地质环境。

峰峰矿区的采煤沉陷问题十分
突出。峰峰矿区区长陈珍礼介绍
说，峰峰矿区是全国第二大主焦煤
产地，因为多年的煤矿持续开采，辖
区内采煤沉陷区面积达 118.14 平
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33.5%，极
大挤压了城市的发展空间，使得33
万城市人口只能拥挤在 28 平方公
里的狭小城区里。

“沉陷区的地质灾害不仅威胁
着矿区居民的人身安全，还限制了
城市的发展。”峰峰矿区委书记牛颖
建说，如何把这片10平方公里的沉

陷区利用起来，成为城市发展中必
须考虑的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沉陷区的地质灾
害，还上历史的欠账，峰峰集团在国
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从2014年开
始着手治理采煤沉陷区。3 年来，
中央财政和地方统筹资金总计投入
6.5亿元，连续实施采煤塌陷地综合
整治，完成各类土地治理项目 26
个，治理总面积达6万余亩，同时科
学规划田、水、路、林，复垦农田
2000多亩，增加林地7000亩。

陈珍礼表示，沉陷区治理并不
单单是生态绿化。峰峰矿区启用上
百台机械在城市北部 10 多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摆开了战场。就拿这片
占地600亩的清泉公园来说，塌陷
地经过平整变成了平地，沼泽地通
过清淤、净水、植苇后变成了生态湿
地，弃地弃坡通过修整种树变成了
生态林，其间还点缀了一些拱桥楼
阁，从而变成了生态公园。

为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沉
陷区治理，峰峰矿区坚持“谁治理，
谁受益”的原则，由相关部门先期在
沉陷区内建设好路网、水网、绿化网
等基础设施，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治
理。据了解，红星美凯龙、香港宝芝
林等公司已经明确表示了投资意
向，分别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建一座
城市综合体、医养园区，预计占地超
千亩。

“采煤沉陷区上能不能盖房子、
建城市，很多老百姓心里没底。”牛
颖建告诉记者，为了让老百姓有信
心，在这片沉陷区完成初期治理，政
府部门就把大部分区直属单位先期
搬了过来。同时，在治理成本允许
范围内，尽可能对塌陷区域进行生
态改造，并加紧建设医院、学校、商
城等公共服务设施。通过种种努
力，如今，老工矿区的面貌正在发生
脱胎换骨的变化。

河北峰峰集团

治愈采煤沉陷区综合征
本报记者 熊 丽 通讯员 杜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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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开发，
严守湿地红线

制定20多个专项规划，对
部分生态环境较好、湿地特色
显著的区域实行封闭保护

一场冬雪过后，浙江杭州的西
溪湿地银装素裹，碧水、池鱼、飞
鸟相映成趣，宛若仙境。这里是目
前我国唯一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
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
公园，是罕见的城中次生湿地。

这样的美景之所以呈现，得益
于浙江多年来对生态的重视。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肺”，浙江
有湿地面积1665万亩，占全省面积
的 10.9%。如何在发展进程中守住
湿地红线，是浙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重要
课题。

2003年，浙江以西溪湿地建设
为开端，开启了湿地保护和开发并
重的探索之路。为最大限度保护西
溪湿地资源，降低人类活动对西溪
湿地生态系统干扰，杭州市制定了
20多个专项规划，对一部分生态环
境较好、湿地特色显著的区域实行

封闭保护。公园内保留了少量的农
民房屋，小部分的建设也都采用绿
色、环保材料；外迁居民2226户和
上百家企业，清运生活垃圾 350 万
立方米……

历经12年发展，西溪湿地成功
打造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湿地公
园”品牌，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以西溪湿地建设为样板，浙江
针对全省湖泊、河流、滨海、沼泽
及人工湿地 5 种不同的湿地类型，
建设各具特色的湿地公园。据统
计，全省共建立30余个省级以上湿
地公园，每一个湿地公园都专门设
立了宣教中心，让游客在游览中拓
宽对自然的认识，加强保护意识。

近年来，浙江湿地保护力度不
断加强，让许多濒临干涸的湿地重
新焕发生机。截至2017年底，浙江
已有国际重要湿地 1 处，国家湿地
公园 12 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4
个，省级湿地公园37个，湿地及湿
地有关的自然保护区11个。

因地制宜，
实施精准修复

切断污染源头、精准修
复、岛岸绿化……针对性措施
让湿地面积增加、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

浙江湿地类型多样，功能退化
程度不一。为此，浙江各地因地制
宜，针对不同的原因，结合湿地类
型和功能，实行精准化修复。

每年冬天，在杭州湾跨海大桥西
侧的滩涂湿地上空，总会盘旋着几十
万只越冬的候鸟，它们或嬉戏玩耍、或
悠闲觅食，这里俨然一个鸟类天堂。

杭州湾是我国沙质和淤泥质海
岸的最南线，处于“澳大利亚——
西伯利亚”候鸟迁徙路径的中间位
置，是重要的迁徙鸟类中转停歇地
和越冬地。为了吸引更多水鸟在此
栖息繁衍，杭州湾于2005年启动了
湿地保护工程，并在二期规划中划
出大面积的滩涂湿地用于水鸟保
护，湿地公园也在恢复重建区构建
适宜水鸟生存的环境。

经过近几年的保护性开发，杭
州湾湿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珍贵鸟
类，湿地鸟类从保护前的50多种增
加到现在的 240 多种，其中国家级
保护鸟类就有27种。同时，旅游经
济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了相互
促进的良性循环，截至去年 11 月
份，湿地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约
35万人次，门票收入约1600万元。

与杭州湾控制滩涂围垦不同，
位于绍兴诸暨市的白塔湖湿地，采
取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开展湿地修复。

白塔湖有“浙中小洞庭”的美
誉，是江南地区少有的农耕式河网
湖泊湿地。十多年前，白塔湖因污
水排放及村民养殖珍珠、填湖造
地，导致湿地面积逐渐缩减，水质
一度恶化到劣V类水。“几十米宽的
河道，只剩下五六米宽的通道供船
只勉强通过。”附近村民说，因为到
处养珍珠，水质越来越差，村民再
也不敢下河游泳了。

2008年起，诸暨市实施精准修

复，湿地内全面禁止珍珠养殖，并
对周边19个村庄开展改建污水管网
设施工程，从源头切断污染源。当
地还投入约1.5亿元资金，开展了8
期湿地修复工程，共疏浚河道57.3
公里，清淤 130.3 万立方米，木桩
护岸85公里，岛内植被修复、岛岸
绿化3800余亩。

如今，重新拥有了碧水蓝天的
白塔湖，让附近村民的日子跟着红
火起来。何富明世代居住在白塔湖
畔，“我打出‘白塔湖富民鱼干’品
牌，来玩的游客常会捎走一两条。”
何富明说，他的鱼以每公斤30元的
价格销售，一年销售额达 30 多万
元。办农庄饭店、卖特产胖鱼头、
参与湿地项目承包……不少村民都
因白塔湖的变化找到了新的绿色致
富门路。

制度保障，
“一把手”负主责

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
实行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建
立退化湿地修复制度

良好的湿地生态，该如何保
持？制度保障是重要手段。

早在2012年，浙江省就出台湿
地保护条例，将湿地保护全面纳入
法制化轨道。日前，浙江又印发

《关于加强湿地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
意见》，在湿地分级管理体系、湿地
保护目标责任制、退化湿地修复制
等方面完善制度建设，力争到2020
年，全省湿地面积不低于 1500 万
亩、自然湿地面积不低于 1200 万
亩，建设100个湿地公园或城市湿
地公园，湿地保护率提高到 50%
以上。

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浙江
根据生态区位、生态系统功能和生
物多样性，将全省湿地划分为国家
重要湿地、地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
地，探索湿地管理的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在重要湿地设立湿地
管护公益岗位，开展县、乡、村三
级管护联动网络工作试点。

实行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各
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湿地保护负
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承担主要责
任，其他相关领导在职责范围内承
担相应责任；将湿地面积、保护
率、生态状况等指标纳入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评价考核，采取奖励机制
和终身追责机制；对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的湿地实行严格管控，对已经
批准征收、占用的湿地，用地单位
按照“先补后占、占补平衡”的要
求，负责恢复或重建。

建立退化湿地修复制度。对未
经批准将湿地转为其他用途的，按
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实施
恢复和重建。能确认责任主体的，
由其自行开展湿地修复或委托具备
修复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修复。

浙江省林业厅相关人士告诉记
者，近年来，浙江通过“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五水共治”等工程为湿
地修复打下良好基础，今后，河道清
淤、河岸修复、水生植物配置等工作
要齐步跟进，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湿地
自然修复、自然净化、持续发展。

浙江强化湿地保护与修复

从保护“优先”到“全面”保护
本报记者 黄 平 实习生 徐燕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强化湿地保护和

修复”。新时代有新要

求，浙江省日前印发《关

于加强湿地保护修复工

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各

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

湿地保护负总责，政府

“一把手”承担主要责

任。浙江湿地由此从保

护优先转入全面保护的

新阶段，力争到2020年，

全 省 湿 地 面 积 不 低 于

1500万亩，湿地保护率提

高到50%以上

浙江杭州西溪湿地风光。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中国
气象局日前发布的《2017 年全国生
态气象公报》显示，与常年相比，
2017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处于正常
偏好等级的面积比例达 83.0%，较
2016年增加1个百分点。

据国家气象中心首席专家钱拴
介绍，2017年全国植被平均净初级
生产力和覆盖度与 2016 年持平略
增，较2000年分别增加70.6克碳/
平 方 米 和 5.0% ； 全 国 有 11 个 省

（区、市） 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达
80.0以上，福建植被生态质量跃居
全国第一，广西位居第二。但2017
年我国区域性气象灾害影响仍较为
严重，特别是内蒙古、东北地区西
部高温干旱影响植被正常生长，植
被生态质量偏差。

从长期变化来看，2000年以来，
全国平均气温呈上升、降水呈增加趋
势，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生态工程建设
和保护地区的生态恢复。全国有
90.7%的区域植被生态质量呈改善

趋势，植被固碳释氧能力明显增强，
植被覆盖持续增加，气象条件贡献率
平均达 84.0%以上，贵州和广西达
92.0%以上。山西、陕西、重庆、安
徽、广西位列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改善
前5名。

此外，对重点生态建设和保护地
区的气象监测结果表明，从2000年
到2017年，三江源地区、北京密云水
库、雄安新区、呼伦湖区域、额济纳绿
洲、贵州和广西石漠化区、柴达木盆
地、扎龙湿地等都出现了植被恢复、
水体面积扩大等生态质量改善趋势，
生态保护建设成效显著。

目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重大
气象灾害、气候暖干化仍是影响全国
生态建设和保护的不利因素。钱拴
表示，2000年以来全国地表“绿色”
程度虽然增加明显，但还没有达到自
然应有的状态，且国土空间的“水、
土、气、生”还存在较多问题，生态文
明建设还需持续加强，需继续做好应
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工作。

《2017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发布——

我国地表“绿色”程度增加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的加强，广西钦州市三娘湾景区的
世界珍稀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数量逐年增加，从2004年的98只增至
2017年的215只左右。 谢云勇摄

2005年，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成为首批获准建设的国家湿地公
园试点。海南新盈农场通过“退塘还林”、人工引种红树林、控制开发等方式，
实施湿地保护，共投入资金超过1800万元，清退虾蟹养殖塘200余亩，人工种
植红树林132亩，使红树林得到有效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渐丰富。目前，湿地
公园内共有12科18种红树植物、70余种红树林底栖动物。图为新盈红树林
国家湿地公园一角。 新华社记者 姜恩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