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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江西省九江市
彭泽县太泊湖田坝咀村，发现这里
不仅村容整洁、道路宽阔，而且村
口的公共厕所也非常干净。

作为一个有着 70 户村民的自
然村，这里也曾有一片脏乱差的景
象。村民曹美华告诉记者，过去，想
在家里如厕，那是想都不要想的。

“家里根本没有像样的卫生间，也不
能冲水，哪怕再不方便，天气再糟
糕，大家也都会去村口的旱厕。”

去年，彭泽县专门派了工作组
来到村里，先是把旱厕改建成标准
公厕，然后又到村民家里做工作。

“县里每家补贴650元，帮助我们整
治卫生间。”曹美华带着记者来到
自家卫生间。小小的卫生间面积
虽然只有五六平方米，但便池、淋
浴、洗手池一应俱全，干净、整洁。

农村厕所改造仅仅是当地“厕
所革命”的一个侧面。在城区、景
区，到处都能看到设施齐全、设计
各异的公厕。

设施齐全不难理解，在彭泽县
城，每个公厕都配有洗手液、厕纸，
这些全部是由当地财政负担的。
此外，每个公厕均配备了母婴室。
用彭泽县副县长帅中华的话说，既
然是为老百姓办事，就要办好，细
节尤其重要。无怪乎不少来到彭
泽的人都笑谈，“进了彭泽县，真是
很‘方便’”。

“我们的目标是城区及乡镇政
府所在地公厕全面完成标准化新
改建，要做到‘两个 10 分钟、四个
100%’。其中，‘两个10分钟’是指
基本形成步行 10 分钟左右即可如
厕，农村国省干线公路车辆行驶10
分钟有1座公厕；‘四个100%’是指

农村旱厕‘全面清零’，无害化卫生
户厕普及率达到 100%；集中居住
千人以上的村庄无害化卫生公厕
覆盖率达到100%；旅游景区、乡村
旅游景点等旅游公共场所相应等
级的旅游公厕覆盖率达到 100%；
火车站、汽车站、加油站等公共服
务区域标准化公厕达标率100%。”
彭泽县县长邵九思说。

设计各异又是指啥？这也是
彭泽县的一大创新举措。在彭泽
县委、县政府看来，公厕既是城市
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城市景观的
一部分，因而公厕在外观设计上要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这不，为配合
锻炼步道及周边徽式建筑风格，公
厕也架上了飞檐；为给初到彭泽的
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火车站的公厕
参照了酒店标准；为配合当地人气
颇旺的景区“绿发农业观光园”的
定位，景区内的公厕全部换上了狂
野的巨石外观……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
厕所问题虽然很小，但关乎群众生
活，折射文明风尚，是民生领域的
大问题。九江市副市长、彭泽县委
书记严盛平告诉记者，去年 1 月以
来，彭泽县率先在全省启动“旱厕
两年清零行动”，即用两年时间全
面完成旱厕改造，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他们将推进厕所革命与城乡
环境整治、卫生城市创建等结合起
来，统一规划、统筹推进、统一奖
补，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目前，
全县已累计拆除旱厕 3.5 万多座，
改造农村户厕 1.4 万多座，新建和
改造城乡标准化公厕129座。今年
9 月，彭泽入选全国农村厕所革命
典型范例。

江西彭泽“厕所革命”成果喜人

“方便”如今更方便
本报记者 韩 叙

神东煤炭集团走“绿色开采+清洁利用+生态治理”发展之路

实现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友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毅

初冬时节，神东煤炭集团红石圈
小流域生态示范区内，前来锻炼、休
闲的市民络绎不绝。登上凉亭，极目
远眺，一望无际的生态经济林层林尽
染，宛若置身江南水乡。谁能想到，
这里曾是一片采煤沉陷区。

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过
渡地带的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首个2
亿吨煤炭生产基地。面对大规模煤
炭开采与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
的矛盾，经过多年实践，神东煤炭
集团探索出“绿色开采+清洁利用+
生态治理”的发展之路，使生态环
境走向正向修复，实现了煤炭开采
与生态环境协调治理的绿色友好型
发展。神东煤炭集团 7 个煤矿被授
予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及

“绿色矿山”荣誉。

采煤沉陷区变身大公园

“神东矿区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春季沙尘暴频发，夏季洪水泛
滥，冬季遍地荒芜。多年来，我们
结合矿区生产建设与区域自然环境
特点，探索出‘三期三圈’生态环
境治理模式。现在，这里已经成了
山清水秀的大公园。”看着眼前的美
景，作为红石圈小流域生态示范区
的参与者，神东煤炭集团环保管理
处处长王义感慨万千。

“三期”，首先是指资源开采前
期的大面积高标准治理，目的是增
强区域生态保护功能，使生态环境
具有一定的抗开采扰动能力；其次
是在开采过程中创新井下开采技
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再次是开采后期构建持续稳
定的区域生态系统，实现生态资源
持续修复。“三圈”，即大面积治理
风沙危害，建设再造矿区绿色“外
套”，形成“外围防护圈”；再造建
设周边生态防护林带，加大小流域

治理，形成矿区“周边常绿圈”；实
行园林化再造建设，在厂区、生活
小区建成“中心美化圈”。

“开采一次性煤炭资源，建设永
续利用生态资源”，多年来，神东煤炭
集团以建立水资源循环利用、土地资
源修复利用、生态资源永续利用3项
环境资源协同开发模式为主线，陆续
开展了30多项沉陷区生态治理与营
造技术研究，特别是通过微生物复垦
技术探索，有效攻克了沉陷区土壤贫
瘠、干旱缺水和裂隙伤根三大难题。
累计营造了沙棘、文冠果、野樱桃 3
个生态林基地。

“自然生态是我们的底线，任
何时候都不能突破。”神东煤炭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刘民强告诉记者，30
多年来，企业累计投入生态环保建
设资金逾28亿元，矿区生态治理再
造面积达到 240 多平方公里，治理
面积是开发面积的1.4倍。

“三圈”防治解决了煤炭大规
模开采与人居生态环境之间的矛
盾，将荒漠变成绿洲，逆转了原有
脆弱生态环境退化趋势，良性生态

系统雏形渐显。经权威机构测定，
神东煤炭集团累计生态治理面积
330 平方公里，在植物群落上，将
以油蒿为主的草本群落提升为以沙
棘为主的灌草群落；植物物种由原
来的 16 种增加到现在的近 100 种，
微生物和动物种群也大幅增加；植
被覆盖率由开发初期的3%至11%提
高到64%以上；矿区风沙天数由25
天减少到5天。

依托“三期三圈”治理模式，神东
煤炭集团开展的《荒漠化地区大型煤
炭基地生态环境综合防治技术》《千
万吨矿井群资源与环境协调开发技
术》《生态脆弱区煤炭现代开采地下
水和地表生态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等
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绿色开采“采煤不见煤”

说起煤矿，人们的脑海中会闪
现这样的印象：高耸的煤堆、飞扬
的煤尘、流淌的黑水，还有塌陷的
地表和大大的矿坑。但在神东煤炭

集团大柳塔矿区，上述“黑色”印
象已经完全被蓝天碧水、绿树环绕
的生态化矿区所替代。

神东煤炭集团党建工作部 （宣
传部） 主任高会武告诉记者，在神
东集团，通过现代化采煤全过程控
尘、井下采取综合降尘、地面采取
封闭防尘、外运采取固化封尘等一
系列措施，已经实现了“采煤不见
煤”。针对各矿开采中产生的井下矸
石，企业采取填充废弃巷道或硐室
的方式全部进行安全处置，每年井
下矸石回填废弃巷道23万吨，实现
了掘矸不升井。

“神东矿区属于我国重度缺水
的核心区域，年均降水量仅300 毫
米至400 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
2000 毫米至 2500 毫米，水资源弥
足珍贵，保水形势十分严峻。煤炭
开采过程中对水资源的保护利用重
点在井下，难点也在井下。在多年
的实践探索中，神东人创造性地建
立起一套分布式地下水库技术。”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地下水库就是利
用地下采空区空间实现水的存储，
再利用采空区底板的高差关系和矸
石的净化功能，通过污水在采空区
的流动，实现矿井水的转移和净
化。它实现了井下供水、井下排
水、污水处理、水灾防治、环境保
护和节能减排六大循环利用功能。

目前，神东煤炭集团已建成35
座地下水库，库容总量达3200万立
方米，相当于两个西湖的容量，年
供水量超过6500万立方米。矿井水
在水库内转移循环，提供了95％的
矿区生产、生态和生活用水，每年
可节省费用约10亿元，实现了矿区
水资源良性立体循环。此外，神东
集团还投资建设了45座污废水处理
厂，对排至地表的矿井水和生活污
水进行二级处理，用于地面生产和
生态灌溉；通过 3 座深度水处理
厂，对处理后的矿井水再进行三级
深度处理，用于生产生活。

面对大规模煤炭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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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近日发布《全球生态环境
遥感监测2019 年度报告》。报告显
示，中国已成为维持全球森林覆盖面
积基本平衡的主要贡献者。

该报告由“全球森林覆盖状况及
变化”“全球土地退化态势”“全球重
大自然灾害及影响”和“全球大宗粮
油作物生产与粮食安全形势”4个专
题报告组成。

在“全球森林覆盖状况及变化”
专题报告中，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
以来，全球森林覆盖面积总体稳定略
有下降，森林面积的减少在欠发达国
家相对集中，中国的植树造林与森林
保护成效显著，成为维持全球森林覆
盖面积基本平衡的主要贡献者。

2018 年全球森林面积为 38.15
亿 公 顷 ，占 全 球 陆 地 面 积 的
25.60%。从2000年到2018年，全球
森林面积净减少0.17亿公顷，占全球
森林总面积的 0.44%。其中非洲森
林面积净减少0.29亿公顷，占非洲森

林总面积的5.53%，减少占比为全球
之最；而同期中国森林面积净增加
0.45 亿公顷，总面积达到 2.12 亿公
顷，全国森林覆盖面积增长了26.9%。

在“全球土地退化态势”专题报
告中，数据显示：2000 年至 2018 年
全球土地退化与改善恢复两大过程
在不同区域并行发生，两者总量基本
持平，改善和恢复的土地面积为
1647.62万平方千米，略大于退化扩
展和加重的面积。退化扩展和加重
区域集中分布在非洲和南美洲热带
及其以南地区，而改善和恢复土地多
分布在亚洲、北美洲等地区。其中，
在干旱半干旱区域中，亚洲改善和恢
复土地的面积最大，占改善和恢复面
积的 50%以上，尤以中国和印度改
善和恢复的面积最大。

全球主要传统退化区域中，中
国、南亚次大陆等区域土地退化态势
出现了明显逆转。中国和印度两国
对全球土地改善和恢复的贡献率达

26.78%，尤其是中国，对全球土地改
善和恢复的贡献率达19.13%。这表
明有效的政策引导和积极科学的治
理行动可以有效扭转土地退化态势，
亚洲的成功范例为全球的土地退化
防治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在“全球重大自然灾害及影响”
专题报告中，对2018年至2019年上
半年间15个全球典型干旱、洪水、热
带气旋、森林火灾、地震灾害事件的
影响和恢复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估了
防灾减灾措施在应对不同灾害类型
与事件中的作用，可为自然灾害监测
预警与应急响应提供参考依据。

报告表明：2018 年全球重大自
然灾害的发生次数、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均低于近 30 年平均水平，属于
灾害低发小损年份。在自然灾害应
急管理方面，地球观测技术可以发挥
独特的作用，可为全球重大自然灾害
的科学应对与减灾防灾工作提供有
价值的借鉴。如我国与相关国家和

国际组织协同合作，积极参加国际紧
急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莫桑
比克热带气旋“伊代”、印尼中苏拉威
西地震海啸等灾害遥感监测、灾情评
估和应急响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球大宗粮油作物生产与粮
食安全形势”专题报告中，数据显示：
2018年全球大宗粮油作物产量低于
2017年，玉米、水稻和小麦产量同比
均小幅减产；2019 年全球大宗粮油
作物生产形势良好，预计玉米、水稻
和小麦同比增产，大豆产量同比小幅
下降。2018 年至 2019 年全球大宗
粮油作物供应形势良好，全球大宗粮
油作物核心出口国供应量均呈增加
态势，预计全球粮食市场总体稳定。

报告还显示：2018 年中国粮食
总产量与 2017 年几乎持平，预计
2019年粮食总产量持平略减。大豆
产量同比增产 40.5 万吨，大豆种植
面积已连续4年保持增长，大豆振兴
计划已初见成效。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9年度报告》发布

中国是维持全球森林平衡的主要贡献者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冬日阳光和煦，新疆疏附县站
敏乡派史塔克村路旁的金色万寿
菊依旧艳丽。“明年在果园布置4个
雅座，生意会更好。”农家小院里居
住区、种植区、养殖区规划有序，村
民斯依伊力江·麦麦提和妻子正在
商量明年的发展规划。

走进宽敞明亮的安居富民房，
地板瓷砖明亮，卫生间干净整洁，厨
房器物一应俱全。“现在的生活连做
梦都想不到。”斯依伊力江·麦麦提
说：“以前人、牲畜住在一起，吃饭、
睡觉以及孩子学习都只能在炕上，
几块木板一搭就是厕所……”

今年，新疆启动“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重点建设一批生态
宜居美丽示范村，立足实际、梯级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派
史塔克村被列入整治计划，“厕所
革命”、整治庭院环境、整治居住环
境、污水有序排放、垃圾及时清理、
沟渠及时清淤，院里院外“六件事”
随即启动。

斯依伊力江·麦麦提结束了人
畜混居的生活，实现了生活区、种
植区、养殖区“三区分离”。“睡觉上
床、做饭上灶台、吃饭上饭桌、学习
上书桌”等文明生活方式得以普
及。斯依伊力江·麦麦提借开启新
生活之机，将小院改造成农家乐，
一个夏天就实现收入 4.5 万元，还
带动3名村民就业。

麦盖提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
漠西南边缘，沙漠面积占全县总面
积的 90%。当地推进百万亩防风
固沙生态林建设工程，生态环境改

善明显。
走进县城南部的巴格阿瓦提

村，公路干净笔直，安居房整齐延
伸。村民吐地·艾合买提打扫干净
小院，把垃圾放到绿色垃圾桶后，
到果园去收红枣。除了院里院外

“六件事”。巴格阿瓦提村作为“千
村示范”村，还对村庄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道路硬化、污水垃圾治理
等进行提档升级。

“安居房有补贴，改厨改厕有
补助。党和政府对我们太好了，我
一定要把生活过好。”吐地·艾合买
提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异地搬迁到
巴格阿瓦提村后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

今年，新疆9146个行政村农村
人居环境加快改善，尤其是南疆深
度贫困地区。截至目前，新疆14个
地州市均开展了农村户用卫生厕
所改造和建设，累计完成改造建设
155.56万户，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超过47%。82%的行政村将实现农
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南疆 22 个
深度贫困县116项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推进顺利，预计到年底可解决31
万贫困人口的饮水问题。

新疆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
业促进处处长杨关勇说，新疆立足
实际，按照自身发展水平，在1000
个示范村中选择100个基础条件比
较好、农民收入比较高的村庄，打
造生产、生活、生态系统循环链接，
改善农村公共空间，突出地域特
色，保留乡土风情，推动实现生态
宜居目标，建设美丽乡村。

新疆加快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千村万村换新颜
本报记者 马呈忠

“绿色开采”让煤矿的“黑色”印象被蓝天碧水、绿树环绕的生态化矿区所替代。图为蓝天下的神东煤炭集团矿

区。 （资料图片）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巴格阿瓦提村，对村庄基础设施、道路硬化、污
水垃圾治理等方面提档升级，村容村貌大变样。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神东矿区采空区小流域生态示范区内景色宜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