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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三峡集团合作

推进长江上游“三水共治”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重

庆市与三峡集团近日签订《坚持生
态优先、共推绿色发展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长江上游

“三水共治”。
在水生态修复方面，重庆市与

三峡集团将创新合作方式，加大资
金技术投入，三峡集团将支持重庆
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和“清
水绿岸”建设，探索长江经济带流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
样板。在水资源保护方面，三峡集
团将参与重庆市渝西水资源配置工
程建设，在“十三五”时期尽快建设

一批大中型水库。
同时，三峡集团将牵头组建共

抓长江大保护产业联盟，设立共抓
长江大保护专项资金，并与重庆市
共同发起设立长江生态研究院。

此外，三峡集团还将支持重庆
建设长江上游环保设备制造基地；
出资成立中国长江环保产业专项资
金，用于重庆生态环保、两江四岸综
合整治等贷款贴息；与重庆共同推
动 140 亿元产业并购重组基金落
地，助推生态环保重大项目顺利实
施；全面参与广阳岛建设，提升广阳
岛规划、展示能力。

七成施工用水实现循环利用

智能工地“靠天解渴”
本报记者 刘 畅

将雨水收集起来用于工地施
工、喷洒车辆、喷淋降尘，用不完的
水还能存在储水池里，等晴天没雨
的时候用，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市
政用水资源——这样“靠天解渴”的
工地就是中国五冶集团成都远大购
物广场项目。

一提到下雨，工程人往往想到
的都是工期延误、费力排水的烦心
事。然而走进中国五冶集团成都远
大购物广场项目现场，可以看到环
绕深基坑分布着一圈排水渠，渠边
的细长管道不时喷洒出水雾，浇灌
着现场的花台、草坪等。走近正在
施工的建筑物，由上而下喷淋的水
雾一刻不停，确保施工扬尘得到有
效控制，完全不见“灰头土脸”。

把雨水收入“囊”中不难，要用好
它却并不像想象中的容易。再来到
建筑物地下，记者看到，硕大的集水
桶连接着进水管和抽水泵，为这些施
工用水提供源泉。远大购物广场项
目安全工程师史剑介绍，项目部通过
集水桶收集项目场地内的雨水、基坑
内地下水等，经过三级沉淀和过滤，
利用压力泵输送到现场各用水点，用
于喷淋场地和车辆冲洗，“保证进厂
清清爽爽、出厂干干净净”。项目部
将川内多雨的特点转化为自身优势，
做到“水从天上来”，水在项目现场

“流动”起来，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市政
用水资源。综合统计显示，通过回收
循环利用的施工用水占到施工总用
水量的70%左右。

“在节材方面，项目部大量应用
可周转式楼梯防护连接件、可周转

式加工房、可周转式轻钢活动板房，
大量‘点、线、面’部件都能实现‘回
锅’再利用，最大程度保证了节约。”
史剑介绍，楼层喷淋降尘、噪声监控
点布置、裸土覆盖、建筑垃圾回收等
一项项环保措施各显神通，使得成
都远大购物广场项目成为装备齐全
的绿色施工堡垒。

这里不仅有“绿色”，更有“智
慧”。通过大力推动“互联网+”融
入建筑施工节能，成都远大购物广
场项目将“智慧施工”从概念化作具
体行动。

比如，为提升工地可视化程度
和管理效率，项目配备了扬尘在线
监控系统，并与市环保局联网，实时
掌控建筑工地大气健康状况；为帮
助业主节省建造成本、避免项目返
工，项目部广泛使用BIM技术进行
建模优化，并与VR技术相结合，技
术人员戴上 VR 眼镜，就能增强在
模拟环境中的操作体验，从而让静
态的设计图纸“活”起来，变成动态
的、可感知的3D场景，方便了进一
步优化设计。而在安全方面，项目
部还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自动记
录员工进出场时间，规范作业人员
行为，并通过电子化安全检查点、施
工电梯自动安全门等措施，确保安
全监管不留死角，以人为本。

资料显示，在多种措施助力下，
成都远大购物广场项目连续两个季
度获得成都市高新区 A 类工地称
号，以最高分通过四川省绿色示范
工程验收，成为川内绿色施工和智
慧工地的典范。

宁夏中卫多举措大力治理荒漠显成效

沙水相连筑起“绿色长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宁夏中卫市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前缘，被称作“西风口”，是我国三大风口之一。自上

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卫大力治理荒漠，不仅培育出多种旱生植物，在沙海边缘筑起“绿色长

城”，还探索出“麦草方格”治沙模式，同时大力恢复和整治沿腾格里沙漠东南的湖泊群，使

其渐渐恢复生态原貌，形成了现在的腾格里湖湿地公园，呈现出独特的沙水相连美景

千松坝林场位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坝上及接坝地区，是京津水源
涵养功能区。今年雨季，千松坝林场抢抓时机植树造林，筑牢京津生态屏
障，为坝上地区添新绿。图为造林队员在种植樟子松。 （新华社发）

雨季造林忙

沙发、床垫、家具……这些与居民
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件物品，一旦废弃
堆积在小区内，就成了环境治理难题。
日前，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韩家川大件
垃圾处置中心投入试运行，并将于9月
份正式运营。这里购置的北京市首台
大件垃圾全自动处理设备，1小时能

“吃”掉六七吨重的大件垃圾，将可彻底
解决大件垃圾回收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的难题。

长27米，宽9.6米，高7米，外加冷
却塔、操作机房，这里就是北京首家大
件垃圾处置中心——海淀区韩家川分
拣中心最新购置的分拣设备。把回收
的废旧床垫搬运到机器的传输带上，床
垫到达机器顶部后就会被粉碎。1分
钟后，机器的终端就分类“吐”出了可回

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以往，大件垃圾需要人工拆解，4

个人拿着刀片，1个小时才能把布、铁
片、弹簧分类完，时间长、效率低。”北
京市海淀区物资回收公司副经理杨春
康说，大件垃圾处理设备具有破碎功
能，当垃圾运输到顶端后，其26个六
角形的刀片就能破碎垃圾，将其分解
成长度在30厘米以内的小块垃圾，并
对垃圾进行分类。

杨春康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物资
回收公司，是海淀区低值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建设主体企业，负责海淀区低
值再生资源、大件垃圾和有害垃圾回
收体系的建设和运营。

“为建设大件垃圾处置中心，回收
公司清退韩家川分拣中心物流商户，
调整厂房，建设了大件垃圾处置中
心。”杨春康说，他们投资500多万元
购置大件垃圾全自动处理设备，厂房
租赁、附属设施建设及运营维护资金

500多万元，总计投入1000多万元，
可以彻底解决海淀区大件垃圾回收处
置难题和资源化利用问题。

据了解，大件垃圾处理系统有3
个模块：一是大件垃圾破碎系统设备；
二是手机APP智能回收系统；三是物
流运输系统。破碎设备每分钟可处理
1件大件垃圾，1小时可处理10吨，年
处理量可达2万吨。

有了专业的处理设备，居民废弃
的大件垃圾怎样才能送达处理厂呢？
根据《海淀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方案》，由城市管理委和街道统一布
局，在海淀区29个街镇每个街镇至少
规划建设1个低值再生资源回收站，
由区物资回收公司为主体，进行建设
和开展运营，实现对大件垃圾、低值再
生资源和有害垃圾的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和资源化处置。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海淀区已建
成网点2处，在建网点4处，预计年内

将建成中转站9处。站点建成后，将
形成大件低值垃圾“街镇、中转站、韩
家川分拣中心”的运行方式。依托大
件垃圾处理设备的“巨大胃口”，海淀
区内的大件低值垃圾将进一步得到有
效处理，同时减少大工村焚烧厂的压
力，使再生资源垃圾得到有效减量，分
类处理。

这些遍布各街镇的网点，能为处
理装置提供多少“口粮”？在已建成运
营的中关村回收站，运营3个月共回
收大件垃圾及低值再生资源76吨，其
中床垫 14.67 吨、家具 8.63 吨、泡沫
5.58吨、木头45吨、织物0.8吨、玻璃
1.28吨。这些回收物主要来自街镇保
洁中心、环卫垃圾中转站。回收站工
作人员对低值回收物和大件垃圾进行
分类回收，日清日结。

除街镇回收网点外，居民还可以
主动申报处理大件垃圾。“我们目前已
开发了一款手机软件，将于9月份正
式运营，上面显示了垃圾站点、垃圾回
收车的所在地，海淀居民可在上面填
写信息，工作人员能上门回收垃圾。”
杨春康说，为了提升居民的积极性，培
养居民的垃圾回收意识，该款软件先
期将免费运营。目前正在建设的网络
回收APP系统，未来可实现称重、存
放、信息采集、在线预约等功能，并通
过网络对低值再生资源和有害垃圾的
数据进行实时监控。

北京市海淀区韩家川大件垃圾处置中心试运行

大件垃圾有了“好去处”
本报记者 杨学聪

盛夏，雨过初晴，清新的空气透
着特有的芬芳，刚刚被细雨滋润过的
大地洁净而舒展。记者从银川出发，
驱车2个多小时，走进地处宁夏西南
部的腾格里沙漠。在饱览大漠之壮
丽与雄浑的同时，映入眼帘的片片绿
色和盈盈清池，令人惊诧不已。昔日
川北平原被誉为“塞上江南”，然而宁
夏中部的大漠戈壁却满目荒凉。如
今这里何以处处呈现沙水相连的美
景？揭开腾格里神秘的面纱，便是宁
夏荒漠治理的奇迹。

治沙“魔方”成致富“良方”

腾格里沙漠纵横甘肃、内蒙古、
宁夏 3 个省区，总面积 4.3 万平方公
里，是我国第四大沙漠。宁夏中卫市
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前缘，被称作

“西风口”，是我国三大风口之一，也
是历史上风沙灾害最为险恶的一个
地区。说起中卫，不能不提沙坡头。
这个如今已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的地方，昔日是一个“天上没有鸟，地
上没有草，不见土质好，光听狂风叫”
的地方。流沙区在这里最高点达
1500 米，最大风速达 11 级，这些高
大垄状和新月形沙丘，对周围生态环
境危害极大。

如何锁住沙龙，实施荒漠治理？
中卫市林业生态建设局局长刘宏阳
告诉记者，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林
业专家、生态学者和沙区群众苦苦探
索，不仅培育出花棒、柠条等多种旱
生植物，在浩瀚的沙海边缘筑起绿色
长城，还创新性地成功探索出了用麦
草垒制成1立方米见方的方格沙障，

形成了科学有效固沙的“麦草方格”
世界级治沙模式。

“扎草方格，是个技术活儿”，黑
林村党支部书记房生文说，人们要先
将麦草均匀地铺在沙子上，再用铁锹
把麦草扎进去，“要从麦草的中间扎
下去，入沙 10 厘米，露出 30 厘米左
右。草扎直立，横竖成行，间距1米”。

如今，这一治沙“魔方”已成为致
富“良方”。黑林村人的扎草方格技
术已经远近闻名，目前全村200多人
以扎草方格为主业，范围也从中卫扩
大到内蒙古、新疆、陕西等地，年人均
收入有六七万元。

房生文说：“长流水沙治项目区从
2013年开始建设，规划扎设草方格42
万亩，目前已完成36万亩，高峰期每
天同时有800多人在扎草方格。”

据中卫市治沙林场副场长唐希
明介绍，麦草方格目前仍然是全球最
便捷、环保、低廉的固沙模式。几十
年来，中卫市累计扎设麦草方格15.5
万亩、营造灌木林14.5万亩、封禁保
护 15 万亩，在北部沙漠边缘建起了
60 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基本上控
制了沙害侵袭。

现在眺望腾格里，深处黄沙无
垠，周边绿洲片片。“半个世纪以来，
宁夏中部麦草方格、‘五带一体’这一
规模化、工程化治沙模式，不仅保证
了包兰铁路畅通无阻，还不断地向世
界输出了中国治沙技术。”唐希明说。

沙漠湿地呵护生态

记者驱车沿着沙漠大道一路前行，
抬头却见到一大片湛蓝的水面映入眼

帘。沙漠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水？
“这里是滨河沙漠湿地！”中科院

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副站长张志
山介绍，黄河流经中卫市境内119公
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黄河河道
滩漫地、河滨湿地和腾格里沙漠东南
前缘与引黄灌区的过渡地段的沙漠
湿地。两大湿地有着防止风沙、调节
气候、降解污染、维持生物多样性等
生态功能。据统计，中卫沙漠湿地面
积总共为8321公顷。

“眼前景色，我们为之奋斗了近
10年！”刘宏阳告诉记者，前些年，市

区周边多数湖泊被老百姓私自分割
成养鱼池，有些地段过度开发致使水
位下降，湖泊消亡、湖滨草场退化、湿
地植被减少，湿地中原有的中国林
蛙、达里湖高原鳅已近绝迹，对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平衡影响较大。

怎样呵护湿地，还其一池清水？
刘宏阳介绍，2006年，中卫滨河沙漠
湿地保护示范（一期）工程获得原国家
林业局批复。2008年至2009年，中
卫市政府投资近4亿元，恢复和整治
沿腾格里沙漠东南的湖泊群，将鱼池
全部清理与湖泊联通，在封禁保护的
前提下，开展水系疏浚、水域扩挖工
程，更新水体，形成了现在的腾格里湖
湿地公园。并沿湖建设了各类林带，
使残破不堪的腾格里湖焕然一新。

2013年5月份，《中卫市腾格里湖
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得以全面实施，对
面积为1010.9公顷的腾格里湖湿地
公园加筑堤坝，退耕还湖，疏通渠道，
提高拦洪蓄洪能力。同时加强湿地管
理，制止毁湖垦耕，引导合理利用，修
建补水渠道，实施治污限排“四水治
理”等。近年来，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
的小湖、龙宫湖、高墩湖、马场湖、荒草
湖等渐渐恢复了生态原貌。

沙水相间，莺飞草长，浩瀚的腾
格里沙漠在此止步，公园内 14 公里
道路弯曲而狭长，给人一种曲径通幽
的感觉。“以水克沙，沙水相连。加强
沙漠边缘湿地保护，以湿地带动周边
生态状况改善，在中卫已经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随着 1000 余亩各类树
木分布在湖泊周围，近几年腾格里湿
地公园集沙漠治理、旅游开发于一
体，年均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已发
展为宁夏旅游产业的新增长点。”刘
宏阳说。

中国五冶集团成都远大购物广场项目蓄水池及沉淀池。 邓 超摄

于2015年8月开工建设的黄河二期防洪（中卫段）工程建成后，将建设
标准化堤防156.89公里，建设控导工程37处，新建加固各类坝垛329座、砌
护护岸17.29公里，治理河段46.6公里，进一步完善了黄河中卫段防洪工程
体系，基本形成以堤防为主、河道整治工程相配套的黄河防洪体系，使黄河
中卫市沙坡头区段堤防设防标准达到了20年一遇。图为工程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拓兆兵摄

中卫腾格里湿地公园。 卫 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