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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煤港无煤迹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哈聪杰

湖南常德变生态优势为生态产业优势

一株草书写传奇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徐虹雨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
要加快生态国土建设步伐，着力构
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体系。”广
西自然资源厅厅长陈建军说。

为此，广西在全国率先完成省
级国土规划编制，全面完成第三轮
自治区、市、县三级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和砂石资源开发专项规划编
制，建立了日趋完善的自然资源源
头保护制度体系。

2009年，广西开展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试点。近10年来，通过
对农村闲置、废弃建设用地整理复
垦，与城镇同等面积的新增建设用

地相挂钩，确保了建设用地数量不
增、耕地面积不减、质量不降，促
进了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进一步优
化、土地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截
至今年10月底，全区已批准增减挂
钩项目立项 553 个，实施规模 1.63
万公顷；累计交易节余指标267.83
公顷，成交金额10.78亿元。“试点
激活了农村发展‘一池春水’，促进
了城乡统筹发展和耕地总量动态平
衡。”陈建军说。

2016年4月以来，针对桂林漓
江和北海合浦海边采石引发的生态
环境问题，广西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开展矿产资源综合整治行动，从

“治标”“治本”两方面发力，编制
全区砂石资源开发专项规划，重构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到2017年
底，广西已全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和桂林漓江、北海合
浦违规采石专项整治，出台一批加
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政策措
施，全区矿山企业“小、散、乱、
差”及破坏环境现象得到遏制，自
然资源环境综合整治得到强力推
进。未来几年，广西砂石矿山将实
行100万吨/年、50万吨/年、20万
吨/年、10 万吨/年 4 种差别化的最
低开采条件。到2020年，全区大中
型砂石矿山比例将达到12%以上。

2017 年 12 月份，中央批复广
西实施左右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纳入全国第二批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
点，并下达基础奖补资金 10 亿元，
从此拉开了广西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的大幕。

今年 5 月份，广西启动矿产资
源绿色勘查试点，探寻矿产资源勘
探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互促共进的
新路子。目前，绿色勘查试点工作
已基本完成。2019年，广西财政投
资的地质勘查项目将全面实施绿色
勘查，地质勘查与生态保护共赢的
制度体系将逐步健全。

广西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体系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黄尚宁

洞庭湖畔的湖南省

常德市生态资源丰富，生

态优势明显。近年来，常

德市大打“生态牌”，出台

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和

支持龙头企业带动，将生

态优势转化成生态产业

优势，打响“美丽经济”

品牌，实现了生态、经济、

社会发展的多赢

十里青山入画来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启动倒天河整
治工程。经过沿街立面改造、河道清淤、亮化绿化等工作，倒天河两岸面貌
焕然一新，全长12公里的倒天河已成为毕节市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图为环
卫工人在打捞漂浮物。 王纯亮摄

走进神华黄骅港务公司的生态
环境管控中心，记者看到一个硕大的
电子显示屏。工作人员李娜告诉记
者，今年公司开发的生态智能管控系
统实现了对储仓、煤垛的实时监控。
根据各个监测点空气、水质的实时监
测结果，预测平台提前预判并提供最
优洒水预案，将指令传输给控制系统
后，通过全自动化操作保证煤炭储
存、运输过程中“零粉尘”。

据黄骅港务公司环境保护中心
经理潘攀介绍，为从源头上彻底遏
制粉尘，神华黄骅港务公司通过与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等国外先进煤港
对标，综合借鉴各个港口的洒水抑
尘系统，自主研发了翻车机全自动
洒水抑尘技术等一系列专利技术，
一举摘下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技术实施后，经过高压除尘的煤炭
经翻车机倒入漏斗，再通过封闭的
皮带走廊卸入储煤筒仓，最后经皮
带和装船机装船下海，全程封闭运
作，皮带机、转接机房、堆料机等环
节煤尘近零排放，实现了“运煤不见
煤”“运煤不起尘”。

走出翻车机房，眼前是48个高
耸的煤炭筒仓，这是世界煤炭港区
中规模最大且是国内首家引进的筒
仓群。这些最多可储煤144万吨的
大型筒仓作为港区内煤炭的中转
站，与露天堆场相比减少了97%的
粉尘排放。散布于筒仓周围，长
10176米、高23米的防风网将散煤
堆场90%以上的煤尘与外界隔离。
港区道路上大型吸尘车和洒水车定
时喷洒，作为流动和辅助控尘手段，
有效防止场地和道路的二次扬尘。

以往煤尘及撒漏煤被收集后直
接返回垛位，遇风天极易造成二次
污染并给清扫造成困难。为此，港
口专门新建粉尘处理池，且通过研
究发现，当处理池中水与煤尘的比
例为 7∶3 时，可以将含煤污水压制
成煤块进行再次销售。此举不仅避
免了煤尘污染，而且每处理一吨粉
尘还可创收 30 元，年可直接创收
50余万元。

沿着粉尘处理池向西，一片清

澈的水域煞是惹眼。潘攀告诉记
者，这片湿地是由公司生产时产生
的含煤污水经过降解处理汇聚
而成。

据了解，公司原有的污水处理
设备仅能满足日常喷淋所产生的含
煤污水的净化需求。一旦到了雨
季，尤其遇到暴雨等极端恶劣天气，
污水处理设备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
高强度作业，极易导致含煤污水直
排入海，污染环境。于是，除了采取
相关措施，实现煤炭翻、堆、取作业
环节自动化和全程封闭运行，公司
还同时建立大规模污水处理系统和
生态湿地净化系统，确保对含煤污
水的全方位治理。

“靠海更要爱海，‘不环保不生
产’是港口运营的底线。”潘攀说。
为此，公司加快生态水系建设，建起
了港区生态圈。在利用原有污水处
理设备的基础上，依托有利地形，设
计建造了由景观湖、人工湖、南湿
地、北湿地 4 个项目组成的整体水
系统，通过阀门实现各水系之间的
调用，实现互联互通，保证水系循
环，即使在恶劣天气下，污水也能实
现内部储存。“污水通过管路运送到
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杜绝含煤污
水直接外排入海，处理达标后再用
于绿化及洒水抑尘。”

此外，港区还新建了 8 个压舱
水回收装置，最大限度地增大对压
舱水的回收利用，全年回收利用压
舱水近 20 万立方米。潘攀给记者
算了这样一笔账：公司每年利用含
煤污水近60万吨，一年仅节约用水
资金就达300多万元。

不仅做到了“运煤不见煤，散货
无粉尘”，公司还在港区进行原土改
良、筒仓垂直绿化及人工湖芦苇种
植等多课题研究，从而让昔日的盐
碱地长成了一片“绿洲”。如今，走
进黄骅港区，以往煤港黑漆漆的传
统印象早已不见踪影，各类乔木、灌
木、绿篱色块、地被及草坪为港区披
上绿衣。据介绍，截至目前，神华港
区包括湿地在内的绿化总面积达到
120.87万平方米。

对于河北黄骅港这样一个煤炭散货大港，撒落一些煤

尘、扬起一些煤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为了给京

津冀、渤海湾营造一个美好的生态环境，黄骅港坚持港口

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推进，在渤海之滨构筑起一条“港在

海中、人在绿中”的绿色海岸线

德人牧业公司位于湖南省常德市西湖管理区的草场。 谭戈单摄

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为
实现到2020 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58.7%以上、森林蓄积量达 3863 万
立方米的目标，福建省泉州市充分
发挥森林的林产品供给、生态保护
调节、生态文化服务和生态系统支
撑 4 大功能，在森林抚育工作中树
立多功能森林经营理念，大力推广
全周期目标树经营技术，精准提升
森林质量，陆续建立了一批多功能
森林经营、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
点。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基本完

成森林抚育任务12万亩，其中承建
中 央 财 政 森 林 抚 育 补 贴 项 目 5
万亩。

据泉州市营林站负责人介绍，
泉州市于2017年9月制定印发《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实施方案》，以

“珍贵化、大径级化、复层异龄化”为
主要提升目标，按照对象精准、措施
精准、目标精准、投入精准的总体要
求，着重在集约人工林栽培、退化人
工林修复和退化次生林修复等方面
开展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作。

福建泉州精准提升森林质量

冬日的暖阳照在湖南省常德市
西湖管理区一片辽阔的草场上。这
片草场曾是一大片棉田，后来逐渐成
了抛荒地。如何唤醒沉睡的土地，让
原有的生态优势发展为生态产业优
势？常德旗帜鲜明地打出“生态牌”，
打造“美丽经济”。

牧草业成为一颗明珠

洞庭湖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
非常适于发展规模化养殖业。湖南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魏仲珊在
这里创业，创办了“德人牧业”，引进
300 头良种奶牛。洞庭湖特有的生
态优势让湖南德人牧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奶制品逐渐在市场上占有了不
错份额。但是传统的养殖业成本高，
对生态的破坏也很大，德人牧业公司
养的奶牛，都是吃欧美进口牧草。“如
果可以自己种草，不仅可以降低成
本，还能让牛吃上新鲜草，提高奶品
质量，并且可以美化环境、优化生态
结构，形成一条完善的生态产业链。”
魏仲珊说。

常德西湖生态环境优美，境内有
大西湖、浪耙湖等 5 处湖泊，水体所
含养料丰富，植物繁茂。2012年，那
里曾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魏仲
珊因此选中了这里种植牧草。

但是，常德西湖环境潮湿，如何
培育出适合湖区种植的牧草品种？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得知魏仲珊的困
惑后，及时给予政策支持，出台了一

系列鼓励企业进行生态产业链产学
研的措施。德人牧业因此与中国农
科院、中国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湖
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的专家共同攻
关，前后花了近4年时间，最终在36
个品种里面筛选出了适合的牧草品
种——紫花苜蓿。

草种定下来了，要发展大片草
场，土地从何来？资金从何来？

对此，西湖管理区出台《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扶持奖励办法》

《关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暂行办
法》《关于完善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
系规划》等一系列配合土地承包经营
权抵押贷款的相关措施，并连续3年
出台《农业产业扶持激励政策》，采取

“以奖代投、以奖代扶”两种方式，扶
持主导产业，引导“农村土地流转、适
度规模经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生产”。

农行常德市分行也及时行动起
来，对武陵山区的油茶开发、石门县
的有机茶、临澧县的梅林果业、汉寿
县的德人草业等生态产业予以“特色
贷”重点支持。农行汉寿支行迅速启
动支持德人牧业的绿色产业项目，在
资金结算上开通绿色通道，先后为德
人牧业及其下属企业德人草业公司
开立结算账户，并于去年11月，为德
人草业公司贷款300万元，用于大规
模种植玉米青贮草。截至2018年9
月末，农行汉寿支行在西湖管理区累
计投放生态产业贷款450万元。

政策的激励和银行的输血，让紫

花苜蓿迅速成为生态产业链上的一
颗明珠。周边农户进行牧草种植面
积从2014年的500亩迅速扩展到今
年的8000余亩。除了紫花苜蓿，当
地还种植了高蛋白饲用苎麻、全株青
贮玉米等，全年鲜草产量达 5 万吨。
放眼望去，以前的抛荒地，在一湖碧
水的洞庭湖畔逐渐成了草的海洋、绿
的世界。

草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周边农
户致富。德人牧业公司采用“公司+
专家+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户”的
发展模式，当地农民纷纷加盟，发展
家庭农场500余户，每亩土地年均增
收1500元。

循环产业模式逐渐成型

一天，行走在西湖草场，魏仲珊
突然看到远处升腾起浓烟。那是农
户在焚烧玉米秸秆和油菜秸秆。秸
秆焚烧的烟雾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和悬浮颗粒等，严重污
染空气。同时，秸秆焚烧还会造成土
壤结构的破坏、微生物种群结构的改
变和活性的降低。

仅西湖管理区西洲乡的 2 万多
亩玉米地，每亩就产生秸秆3吨到4
吨。整个西湖管理区，那么多的秸秆
如何处理？这些农户眼中的无用秸
秆，能否成为生态产业链中的一环？
魏仲珊的脑海打满问号。

还有，一头奶牛一年吃8吨左右
的牧草，生产 8 吨至 9 吨的奶，“制
造”9 吨至 14 吨的粪便。目前，德人
牧业有1000头奶牛，平均每年产生
的粪便为1万多吨。

好牛产好奶，好奶需好草，好草
需好肥。就这样，“草—畜—肥”一体
化的循环产业模式逐渐成型。

2017年，德人草业开始回收秸秆。
在德人草业公司的厂房，回收的

秸秆被打成小颗粒，按比例与牧草混
合，做成了牛饲料。余下的做成有机
肥，供应给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废弃
秸秆的综合利用率达到100%。

2017 年，德人草业公司全年收
购处理青贮玉米秸秆9500吨、油菜
秸秆2000吨、稻草3500吨，不仅有
效遏制了焚烧秸秆造成的污染，而
且，秸秆中丰富的氮、磷、钾等微量元

素成了天然的土地“营养品”。同时，
秸秆粉碎到地里，还能减少水分蒸
发，涵养土地。一亩秸秆还田，相当
于施了几公斤肥，农作物长得比施化
肥时更有劲，土地增产增效。

牛粪便也变成了“宝”。养殖场
的废弃物以及冲洗污水一起进入沼
气工程厌氧发酵，通过干湿分离技术
逐级消化。产生的沼液经三级沉淀
后作为液态肥浇灌牧草种植基地，沼
渣进一步加工成有机肥，大幅提高了
粪污的处理与利用率。今年，德人草
业公司已累计生产销售有机肥4300
吨，实现利润 85 万元。预计全年有
机肥产值将达到300万元以上，可实
现利润100万元以上。

“当地一家3000亩的蔬菜基地就
用我们的沼液。”湖南德人牧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刘卫华说。除了这家
黄泥湖村蔬菜基地，明穗农业、芦笋
园等生态农业基地均与德人草业公
司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协议。今年上半
年，当地沼液使用面积便达到1.2万
亩以上，区域内通过推广沼液、有机肥
替代肥料，减少化肥用量70%以上。

“紫花苜蓿，牛爱吃，人也可以
吃。不仅口感好，而且产量高。蛋白
质含量达到26%，相当于杏仁的蛋白
质含量。如今到西湖来，可以看草、
玩草、吃草！”魏仲珊说。

德人牧业打造的德人牧业小镇
如今已成为湖南省首个国家级休闲
观光牧场。该休闲观光牧场集现代
畜牧养殖示范、科普宣传、休闲观光
体验于一体，配套建有奶牛科普馆、
拓展基地等设施。游客来到德人牧
业小镇，可观摩牛奶生产全过程，可
烹饪牧草馒头……小镇年接待游客
能力达到10万人次以上。

一株小小的牧草，催生了乡村
游、休闲农业等“美丽产业”。西洲乡
村民杨伟雄流转了160多亩土地，种
植饲料用玉米、苜蓿，一年纯收入达
到 18 万元。“草可以卖钱，还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观光。”杨伟雄说。

目前，德人牧业已建成1万亩乳
业小镇、万吨有机肥加工厂、万吨草
业加工厂，形成了牧业、草业、有机
肥、休闲旅游 4 大业务功能板块，带
动周边种植结构调整5000亩，3103
户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青贮玉米收割现场。 谭戈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