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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专家表示

室内污染治理亟待重视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山绿民富景怡人
云南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20年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宝臣

作为国家天然林保护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

经20年的云南省天然林

保护工程顺利完成建设任

务，实现了从以木材生产

为主到以生态建设为主的

历史性转变，山水林木“颜

值”修复，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经济效益凸显

进入雨季的云南丽江，空气清新
湿润，缭绕的雾气将天空和群山的苍
翠连在一起，阻挡了视线，也增添了
神秘感。深吸一口气，从里到外透着
舒畅。

日前，记者来到丽江玉龙雪山省
级自然保护区。走进保护区，一块木
牌上的绿字引人驻足，上面写着“丽
江天然林保护工程重点林区”。据丽
江市玉龙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局办公室主任和荣华介绍，这块牌子
已竖立 20 年，见证了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简称“天保工程”）20年的历
史。

从一木独大到独木难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支援国家经
济建设，木材生产成为见效最快的支
柱产业之一。国内生产的木材绝大
部分来自于天然林，每年从东北、西
南、西北三大国有林区和华中、中南
两大集体林区提供的木材约占全国
木材总量的70%至80%。

云南省林业资源丰富，在支援国
家建设中贡献很大。“国家先后在丽
江建立了5个国有重点森工局、1个
林业工程公司和金沙江水运局所属4
个水运处，地方4个县和市直部门也
先后建立了 10 个国有地方森工企

业。粗略统计，丽江累计为国家和地
方提供商品木材2400万立方米。”丽
江市林业局天保办主任和海斌说。

据丽江市森龙实业公司董事长
和立文回忆，当时进山的人要么是去
砍木头，要么是为砍木头服务，围绕
着砍木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林
区公路四通八达，运输车辆进出穿
梭，十分热闹。时至今日，迪庆州香
格里拉市虎跳峡镇红旗村的山坡上
还残留着一排排伐桩。

不过，这种热闹的日子并没有持
续太长时间。当初看似无成本的伐
木活动，引来了大自然严厉的报复。

过度采伐之后，云南作为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的功能退化。长江流域
水土流失面积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
36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90 年代初的
56 万平方公里，仅金沙江流域每年
流入长江的泥沙就达 2.6 亿吨。同
时，生物多样性锐减，动物自然栖息
地消失逾一半，水源涵养功能破坏严
重，水资源危机日益逼近。

更为紧迫的是人的问题。无木可
伐的森工企业陷入了资源危机、经济
危困、企业停产、职工放假的境地。“森
工企业职工待遇不稳定，有的职工甚
至跑到周围的农户家打工谋生。”云南
省林业厅调研员雷玮告诉记者。

从一木独大到独木难支，是时候

转变发展思路了。

砍树人变为护林人

1998年8月份，党中央、国务院适
时作出了停止对长江上游、黄河上中
游地区天然林采伐的决定。这是天保
工程的前奏，宣告了林区依靠采伐天
然林维持生产生活时代的结束。

停伐直接影响了从事木材生产
的成千上万名职工的就业和生活。
人往哪里去，成为林业改革必须回答
好的大问题。

国家在天保工程启动之初就制
定了针对企业社会性支出和职工生
计问题的资金投入政策。“根据国家
的统一安排，撤销森工企业建制，建
立国有林场，对各级森工企业实行属
地管理，对森工企业人员转产分流，
实行国有林场和林业站合署办公，理
顺了林业管理体制。”迪庆州林业局
副局长和向城告诉记者，在自愿申请
基础上，通过一次性买断工龄办法分
流了大部分职工。其余的森工企业
职工则实现了由砍树人向护林人的
转变。

在丽江黑白水林业局甲子天保
所，记者见到了森林管护员邓启飚。
1983 年，17 岁的邓启飚接父辈的班
扛起斧头将森林采伐的工种干了个
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业砍树人。
实施天保工程后，角色转变，他成了
种树人、护林人。

森工企业就此从“资源危机、经
济危困”中解脱出来，企业职工有了
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养老、医疗、工
伤、生育、失业5项保险应保尽保，林
业职工生活焕然一新。

生态效应持续释放

放下斧头油锯，让不少原始森林
免遭砍伐，一批批新绿也在工人们的
忙碌中生长起来。

在迪庆州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
普达措旅游分公司员工郭华指着属
都湖南侧的原始森林对记者说：“如
果不是天保工程来得及时，恐怕我们
都看不到这片原始森林了，也就没有

这个国家森林公园了。”
砍树容易种树难，在滇西北高海

拔地区尤其如此。
香格里拉市小中甸红山亚口海

拔超过3200米，原来是中甸国有林
场的一个采伐点。在右边山坡上，至
今还能看到一些旧伐桩。在伐桩边
上，一片树林初见规模。对此，小中
甸国有林场职工罗化英颇为自豪，她
说：“我们当时每天每人挖坑栽植树
木400棵！”

山坡上这片树林有3800 亩，在
1998 年第一次人工造林，但成活率
不高。2000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
后，又重造2700亩，主要以云杉树为
主。后来经过连续两三年补植补造，
苗木成活率大大提高。

和向城说，通过人工造林、封山
育林等生态恢复措施，迪庆州森林蓄
积量由原来的2.27亿立方米增加到
现在的 2.73 亿立方米，实现了森林
面积和蓄积的双增长。

森林植被陆续恢复，林业资源不
断增长，生态资源日益丰富，林区走出
一条不靠砍木头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绿色生态成了当地的最大财富、最大
优势、最大品牌。同时，丰厚的经济效
益也为当地形成了内部造血机能。

在丽江市，林业产值从1997年的
6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94亿元，形成
了以核桃、花椒、青刺果为主的生态产
业基地474万亩。在迪庆州，森林生
态旅游成为一大亮点。据统计，2012
年、2013年和2014年，普达措国家森
林公园全年游客接待人数分别为
109.7万人、125.5万人和108.7万人，
年均旅游门票收入2亿多元。

玉龙县石鼓镇仁和村石支林下
村民组村民和学兰告诉记者：“自从
天保所开办药材种植基地以后，村里
的人都争着学技术，挣了不少钱。”

“事实证明，开发非木质产业也
能致富。通过生态资源收入反哺周
围社区居民，让老百姓从生态保护中
获得了利益，进而促进他们更好地保
护生态环境，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
云南省天保办副主任韩卫卫说，“以
前靠山吃山砍树，山秃了，人穷了；现
在靠山吃山养树，山绿了，人富了。”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万多次，
每天至少要与环境交换1万多升气
体，空气如果受到污染将对人类的
健康产生巨大危害。”钟南山表示，
室内污染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80%的时
间都是在室内，接触的是室内的空
气。特别是婴幼儿，绝大部分时间
以室内生活为主，室内空气的优劣
严重影响婴幼儿的成长、发育，并导
致疾病的发生。

钟南山表示，具体来说，引发室
内空气污染的原因分别是通风不足

（52%）、室内污染（17%）、室外污染
（11%）、生物质（10%）、建筑材料
（3%）。室内污染的来源包括人体
呼出的二氧化碳、病原微生物，室内
装修产生的苯、甲醛、氡等。

炎炎夏日，空调已经成为家中
必备的电器。在各种室内污染源
中，钟南山特别提醒关注空调滤网
上的尘螨：空调滤网是尘螨和其他
螨类的重要滋生地，在空调使用的
高峰期具有较高的阳性检出率和密
度。空调送风也由此成为尘螨过敏
源的一种重要传播方式。“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最好一周能清洗一次
空调。”

在治理室内空气污染方面，侯立
安表示，室内空气污染物来源广泛、
种类繁多、成分复杂，不只是一个污
染物控制的问题，涉及能源结构调
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关乎建筑
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家居用品的品
质，此外，与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
惯、消费理念都息息相关。

侯立安表示，《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于 2002 年 11 月 19 日发布，从
2003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当前，
修订完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体系是
当务之急。此外，通过合理利用可
再生能源、选用绿色建材、绿色环保
家居用品等方式有效减少室内空气
污染源，是保障室内空气质量的根
本之策。

目前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购买
使用空气净化器，侯立安表示，空气

净化器市场发展需要规范，一些空
气净化器在净化空气的过程中，产
生了有害副产物，造成二次污染。

“现在空气净化设备的厂商众多，虚
假宣传举证难、执法监管力度小会
侵害优质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侯
立安表示，国内品牌掌握核心技术
较少，依赖进口滤网、传感元件、风
道设计方案效率不高等因素也会制
约国内空净行业的发展。侯立安
说，随着材料科学和控制科学、信息
科学的紧密结合，空气净化器的功
能会越来越强，使用也越来越方便，
并不断朝着免维护、网络化、智能化
方向发展。

室内空气质量评价是人们认识
室内环境的一种科学方法，这是随
着人们对室内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不
断加深而出现的新概念。戴自祝表
示，我国对室内空气质量的评价尚
未建立比较统一的标准，不便于室
内空气质量管理和建筑设计指导。

“近年来业内已经制定了一批空气
净化器和新风系统的评价设计标
准，对提升室内空气质量起到很好
的推动作用。”最近，中国质量检测
协会为了规范学校室内空气质量，
制定了中小学教室空气质量系列标
准；有关部门也颁布了绿色建筑和
健康建筑的评价标准。

戴自祝建议对室内空气质量立
法，指导和规范相关标准的制定与
执行。他表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已经实施，该法鼓
励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
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
准，增加标准有效供给。

“新风系统和空气净化器从来
都不是替代品而是互补品，两者可
以相互配合使用。室内环境污染的
解决方案需要根据建筑的结构进行
改造，采用不同的方案。”戴自祝表
示。他建议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研制
高质量的空气净化器和新风设备，

“空气净化器和新风系统将迎来高
速发展，但整体要有重大突破还需
技术进步和行业的长期努力”。

倒天河水库是贵州毕节中心城区饮用水水源地，近年来毕节市七星关
区将保障居民“水缸子”安全作为民生工程，通过综合整治，目前已完成水库
周边3028户居民搬迁，从生态环境上涵养优质水源。图为经过治理后的倒
天河水库碧波荡漾，美不胜收。 刘佳兴摄

守护居民“水缸子”

随着环境变化和居室装修装饰越来越多样化，室内环境

污染和家居健康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日前，在深圳举行的

“2018室内环境与健康圆桌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

戴自祝等专家深入探讨室内环境污染现状、治理举措、评价

标准，展望健康家居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山坡上残留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之前的伐桩。 雷 玮摄

丽江市玉龙县黑白水林业局甲子天保所管护员在林间巡护。 章 轲摄

“以前辽河水发红，气味不好，春
天刮风，河滩上的白沙子到处飞，两
岸几乎没什么植被，周边村民在河滩
上开荒种地。近几年，加强了辽河流
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如今辽河岸
边有草有树，植物繁茂，住在辽河岸
边的村民舒心了，这里也成为不可多
得的旅游资源。”辽河岸边的辽宁省
昌图县长发镇王子村党支部书记宁
波说。

近年来，辽宁铁岭市大力实施碧
水工程、青山工程、“两退一围”工程、
净化空气工程、饮用水源保护工程、
宜居乡村等工程，多点发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仅 2017 年，就拆除 10 吨
以下燃煤小锅炉 605 台，20 吨以上
燃煤锅炉实现稳定达标排放；淘汰黄
标车和老旧车辆 5237 台，上线新能
源公交车210辆；中电环保垃圾发电
项目开工建设；市县乡三级河长制全
部建立；中心城区河湖连通生态治理
一期工程竣工，亮子河、马仲河污染
防治工作全面开展；全年植树造林
20.7 万亩，辽河干流铁岭段生态封
育 18.2 万亩；创建省级生态乡镇 1
个、生态村13个……

一系列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进
一步促进了当地生态资源的积蓄。
在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铁岭
市充分发挥生态优势，提出建设特色
康养旅游度假区，形成产业发展新支
撑的发展新思路。为早日将蓝图化

为现实，铁岭市进一步明晰了发展思
路：通过生态保护，促进资源涵养；通
过资源涵养，形成产业链条；通过产
业链条，推动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
展，反哺生态建设。

开原市是全国榛子产业示范县，
榛子种植历史悠久。对于众鑫榛子
种植专业合作社来说，今年是个别样
的丰收年。告别以往粗放管理模式，
采取茶园式管理，榛子单产实现新突
破，并以口感好、绿色无公害受到市
场青睐，引来大量客商洽谈购买。铁
岭县大甸子镇当铺屯依靠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修建桥
梁、涵洞，铺设黑色路面……彻底改
变了村里的环境，树木、鲜花和绿地
随处可见，真正成为村民生产生活、
城里人休闲观光的理想场所。

在共享生态成果的同时，当地群
众开始主动投身生态建设之中。凉
泉镇凉泉村的佟英明和爱人一起改
造荒山，在布满荆棘的石头山上种植
五味子，绿化了荒山，也获得了可观
的收入；曾家寨白鹭洲村不断加大建
设投入，积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今年以来，铁岭以打造全域旅游
网络为重点，不断推进重点旅游项目
开发建设，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发
展壮大旅游产业实力，促进旅游产业
健康发展。据介绍，A级景区创建工
作是今年铁岭旅游工作的重点。目
前，莲花湿地已晋级国家4A级旅游
景区，观陵山艺术园林景区被评定为
3A级旅游景区，铁岭县噶山小镇、西
丰美麟野蚕博物馆、开原大清河生态
旅游度假区均通过2A级旅游景区的
创建。同时，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挖掘
整合，铁岭已经开发建设了一批精品
旅游项目，依托莲花湖湿地、铁煤集
团蒸汽机车博物馆、银冈书院、铁岭
县当铺屯等景区推出了有铁岭特色
的生态旅游、工业旅游、文化旅游和
乡村特色旅游。今年1月至6月中旬，
全市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2.1%。

辽宁铁岭

多点发力打好生态牌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张春喜

据新华社电 河北雄安新区将
持续推进白洋淀淀中村、淀边村生
活垃圾清理整治工作，年底前将实
现全域内生活垃圾清零。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雄安新区将由专业公司开
展对白洋淀淀中村的农村垃圾清
扫、清运工作，同时积极推进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建立健全“村收集、乡
转运、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生活垃

圾集中处理体系，做到垃圾日产
日清。

此外，雄安新区将强力推进白
洋淀淀中村和淀边村厕所改造，进
一步摸清农村厕所改造情况，研究
厕所粪污治理技术，按照标准化、无
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要求，推广
厕所生态化改造，推进改厕与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有效衔接，坚决杜绝
污水直排入河入淀。

白洋淀淀域内生活垃圾年底前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