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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在甘肃敦煌市莫高镇废旧地膜回收点，今年春季的废旧地膜回
收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因为可以“以旧换新”，农户们捡拾废旧地膜
的积极性很高。

“农闲时节拾一些，开春的时候再拾一些，然后兑换新地膜，春
种的时候新地膜正好可以用上。而且,把废旧地膜捡拾干净了,对
土地的污染少，对环境也好。”莫高镇新墩村村民赵三明说。

莫高镇废旧地膜回收点负责人吴德君告诉记者：“有些农户冬
天没有耙地，现在现耙现拾，每天我们能收十几车废旧地膜，一车废
旧地膜能兑换3公斤新地膜，大家捡拾旧地膜的积极性很高。”

据了解，敦煌市通过大力倡导“地膜增产增收、残膜回收利用、
资源变废为宝、农业循环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逐步形成了地
膜“使用—回收—加工—再利用”的良性循环机制，有效治理了农村
生活环境和农业面源污染。去年以来，敦煌市依托废旧地膜回收利
用示范县项目，采购70吨新地膜，采取“以旧换新”方式推进废旧地
膜回收利用。

“敦煌市地膜全年使用量在1460吨左右，我们在全市8个村镇
设置废旧地膜回收网点10个，引导农户捡拾废旧地膜。去年冬天到
现在，共回收废旧地膜1177.5吨，回收率达80.6%。”敦煌市农技中
心副主任杨莒呼吁广大农户利用春耕时节，积极捡拾废旧地膜，保
护赖以生存的耕地，保护美丽家园。

甘肃敦煌：

八成废旧地膜回收利用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边金霞 马希武

走进西藏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高原上的马鹿有了“家”和“家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玲

在位于西藏昌都市类乌齐县普琼村
的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管理站，
一群马鹿或懒洋洋地趴在草地上晒太阳，
或成群结队前去饮用从远处雪山流淌下
来的冰雪融水。

看到有人走进草场，鹿群开始躁动。
有的警惕、犹豫，离得远远的；有的却径直
奔过来，用头和脸在人的身上蹭来蹭去，
像孩子一样撒着娇。

1993年，西藏建立自治区级的类乌齐
马鹿自然保护区。2005年，该保护区正式
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8000余
头马鹿生活在方圆12万多公顷的保护区
内并得到了有效保护。

一个人养鹿

“啧啧啧、啧啧啧……”在长毛岭管理
站，一位藏族老奶奶提着装满食料的塑料
袋来喂马鹿了。这位老奶奶名叫向秋拉
姆，曾是管理站鹿场的管理员，两年前已
退休。但和马鹿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她还
是经常回来看看她的“老朋友”们。

50年前，向秋拉姆曾喂养过3只小马
鹿。“我15岁的时候，村里人交给我3只从
山上救回来的刚失去妈妈的小马鹿。”向
秋拉姆说。

虽然没有养马鹿的经验，但向秋拉姆
却精心照顾了这些小马鹿，给它们喝牦牛
奶，稍微大一点了，就给它们喂糌粑。白天
带它们到草原上吃青草，晚上再带回家。

“天冷的时候，怕冻着它们，我还和它
们睡在一起。”向秋拉姆说。

过了几年，村里人告诉向秋拉姆，该
把小马鹿放回山上了。“虽然舍不得，但是
大自然才是它们真正的家。”在村民和向
秋拉姆的帮助下，3只小马鹿离开了。

小马鹿回到了山上，向秋拉姆的心却
始终放不下，担心它们不能“自食其力”。
直到有一年冬天，十几只野生马鹿下山觅
食，向秋拉姆一眼就认出自己曾经养过的
3只也在其中。

“它们还认得我，跑过来跟我玩。”向
秋拉姆说，她就拿出糌粑给马鹿们吃。

此后，向秋拉姆就像和这群马鹿许下
了约定：每年初冬，马鹿都会成群结队陆
续下山来觅食，还会特意来找她；夏天，山
上水草丰美，马鹿又会回到广阔的高山草
甸去。而每一次，向秋拉姆都会如约在山
下等它们。

这些年，管理站每年都会为前来觅食
的马鹿准备充足的食料，一到冬天，马鹿
就会结伴而来，多达数百只。

一家人爱鹿

在向秋拉姆的影响下，她的家人也加
入了照料马鹿的队伍。

23岁的白玛泽仁是向秋拉姆的小儿
子。如今他和哥哥仁青泽培已经在管理
站工作4年多了。接过母亲的接力棒，哥
俩承担起了管理和照料冬天下山来觅食
的马鹿群的任务。

“我们从小就在鹿场长大，我们的生
活好像已经和马鹿融为一体了。”白玛泽
仁说，这些马鹿就像是他的家人，照料它
们就像自己的天职一样。

每到上班时，白玛泽仁就早早地来到
管理站，打开仓库，用袋子将食料装好，扛
到鹿场。马鹿一看到他，就会从四面八方
围拢过来，等着他喂食。

25岁的仁青泽培已是鹿场的负责人

之一。“从小看着妈妈喂马鹿，我们也学会
了怎么与它们相处。在这里，我得到的不
仅是工作，更是快乐。”仁青泽培说，“现在
妈妈年纪大了，我们接过她的担子，希望
能像她一样好好照顾这群马鹿，好好保护
我们的生态环境”。

一群人护鹿

类乌齐在藏语里是“大山”的意思，全
县森林面积 334.47 万亩，森林覆盖率
35.18％，草场面积509万亩。良好的水域
及生态环境，让类乌齐成了马鹿、白唇鹿
等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天堂。

为有效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每年
年初，类乌齐人大都会制定有关野生动物
保护法律法规的年度执法监督工作计
划。2019年8月，类乌齐人大还组织人员
深入到县林草局、长毛岭乡等，采取听取
汇报、查阅资料、现场调查等方式，开展
《野生动物保护法》贯彻落实情况专题调
研，不断推进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与此同时，自保护区建立以来，西藏
各级林草部门也加大了对保护区的投
入。如今，长毛岭管理站不仅是马鹿等野
生动物的救助管理站，还是野生动物的科
研监测站。

走进管理站的大门，第一个大院落的
右边是科研楼、救护中心、动物笼舍，左边
是管理人员宿舍、食物储存间、光伏电站

等设施。第二个院落则由数百亩的草场
组成，冬天，野生马鹿就在这里栖息觅食。

管理站内有6座瞭望塔，东西两侧还
各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用以监测周边的情
况和马鹿的动向。

“坐在科研楼的办公室里，我们就能
通过监控设备监测和记录马鹿的生活情
况，开展科研工作。”类乌齐县林业和草原
局工作人员段世昌说。

夏天一到，马鹿就要返回山上了，到
时，管理站的8名管理员还会去巡山。不
仅如此，在类乌齐，护林员在巡山巡逻途
中，或农牧民上山时，一旦报告发现病危、
受伤、迷途野生动物，县林草局会立即派
专人赴现场进行救助，之后再选择合适的
时机和环境放归大自然。截至目前，共计
救助野生马鹿30余头。

和向秋拉姆他们那一代护鹿人不同
的是，在类乌齐林草部门的培训下，白玛
泽仁他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管理
人员正在熟练地掌握各类现代化仪器，以
便更科学地保护马鹿。

“现在保护区下设长毛岭、仁青卡、谢
通、北同、类乌齐镇5个管理站，以马鹿、白
唇鹿等为代表的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
地得到很好的保护。近期，保护区及其周
边，雪豹、棕熊等野生动物也频繁出来活
动。”段世昌说：“在保护区设立以前，雪豹
的活动非常少，和保护区设立初期相比，
马鹿数量增长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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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海口110千伏长西Ⅰ线30号
杆塔上，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员工又搭
建了几个人工鸟窝。至此，该公司已累计
在架空输电线路上为鸟筑巢近3000个，今
年还准备再安装1000个左右。

海南气候温和，是鸟类的天堂。但海
南海岸线绵长，尤其是东部地区，常年受台
风影响，海岸基本没有较高的树木，因此高
出地面许多的输电铁塔就成为鸟类停留栖
息和筑巢的首选，进而也引发了供电线路
跳闸等问题。

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介绍：
“海南是大白鹭、苍鹭等大型禽类从东亚到
澳大利亚迁徙的中转站，它们每年都会在
海南停留一个冬季。”他说，这些大型禽类
喜欢栖息在制高点，“电力线路铁塔是沿海
区域的高地，所以，在每年3月至7月的鸟
类繁殖期，经过湿地、鱼塘、田地等地的电
力线路铁塔就成了它们筑巢的首选。包括
黑领椋鸟、八哥、斑鸠等小型鸟类，非常喜
欢将巢筑在输电线路的顶部”。

但是，在鸟儿们叼树枝和杂物筑巢的
过程中，极易触碰导线造成线路跳闸故障，
不仅鸟儿们容易受到伤害，也给线路维护
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以前，海口、文昌是鸟害多发之地。海口
供电局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多分布在山林
茂密地区，近3年来，巡查人员共计发现线路

上的鸟窝875处，每年因鸟害导致的输电
线路缺陷数量占总缺陷数量的15%左右。

“过去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在鸟类活动
频繁区域的输电铁塔的横担上安装风车驱
鸟器、超声波驱鸟器及刺丛驱鸟器等驱鸟
装置，或者直接拆除鸟窝。但不仅效果不
好，还出现了鸟儿被防鸟刺刺伤刺死的情
况。”海口供电局输电管理所线路班员工高
弋淞说，有时刚将鸟类的“违章建筑”拆除，
新的鸟巢两三天后就重新建起，有时一条
线路一个月内就会多出几十个鸟窝。

如何避免电网和鸟儿的“互相伤害”，

实现生态保护和电网发展的双赢？这倒逼
海南电网公司做出新的尝试。

“既然不能避免鸟类筑巢，那我们就在
安全的地方给鸟类安个新家吧。”海口供电
局员工通过观察研究，在掌握各种鸟群分
布、栖息活动规律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在
鸟类活动频繁的线路区段，研制开发了高
压架空输电线路的人工鸟巢，引导鸟儿在
上面“落户”。

据介绍，人工鸟巢用耐腐蚀、抗老化的
不锈钢网或铁丝网做成，里面放入稻草，或
者将原有的鸟窝挪到里面，然后将其放置

在线路上的安全位置。
“2017年，我们选择4条线路进行试

点，经过4个月试验和观察，4条线路均未
出现因鸟类筑巢引起线路跳闸事件，并且
鸟类在人工鸟巢的入住率达到 70%以
上。”高弋淞说。

经过3年的使用对比，人工鸟巢对于
鸟害跳闸的防范效果最好。安装人工鸟巢
后，海口供电局因鸟害引起的线路跳闸率
从 2017 年的 12.2%下降到 2019 年的
6.9%，电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进一步增
强，而且鸟类在输电铁塔附近活动受伤的
数量也显著降低。

近3年来，海南电网公司在海口、文昌
等地大规模推广人工鸟巢。截至目前，海
口供电局累计在23条输电线路上安装了
1580个人工鸟巢；文昌供电局在11条110
千伏线路重要区段安装人工鸟巢702个，
涉及铁塔421基，占总铁塔数的78.4%。

为了巩固成果，海南电网公司今年将
加大人工鸟巢的安装数量。同时，今年新
装的驱鸟装置一半以上会采用“防鸟笼”装
置，就是将其安装在绝缘子吊点上方，挤占
鸟类在吊点上方的筑巢空间，防止鸟类停
留，这样既能保护它们不受伤害，同时也能
防止鸟粪等异物引起线路短路。“相当于告
诉鸟儿，‘此路不通’，请到一旁的人工鸟巢
入住。”该公司生产技术部输电科高级经理
邢铀说。

“从驱鸟到引鸟护鸟，电网公司的做法
有效保护了海南岛鸟类的种群良性发展，
对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保护环境作出了贡
献。”卢刚说。

目前，海南电网公司正与鸟类专家共
同观测研究鸟类迁徙路径、鸟类分布情况
等，为绘制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做准
备，以期在保护鸟类的同时降低鸟害，为海
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贡献力量。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护鸟同时护电网——

“请入住人工鸟巢”
本报记者 潘世鹏 通讯员 朱 玉 宋印官

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全新升级的6.6
公里环岛碧道成为附近上班族休闲放松
的好去处。“会呼吸”的海绵绿地，会循环
的生态水廊，沿途水清岸绿、鸟语花香，处
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

近日，广州黄埔区完成生物岛碧道示
范段建设，率先落实广州市委、市政府关
于全市6条重点碧道示范段建设工作的部
署。升级后的环岛碧道充分利用生物岛
滨水优势，融入“海绵城市”“循环经济”等
生态环保理念，用绣花功夫打造出一条充
满活力的生态海绵滨水廊道。

漫步广州国际生物岛江边碧道，脚下
是颜色鲜艳的沥青路，随处可见具有生物
高科技元素的小景，既可以欣赏滨江湿
地、园林景观，又可以远眺鳞次栉比的现
代化新城。

“碧道串联了岛上最好的山水、产业
和人文景观，让生物岛更具生命活力，希
望能给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带来‘慢生活’
的幸福感。”黄埔区水务局副局长桂红
艳说。

据介绍，作为广州市6条重点碧道示
范段之一，生物岛碧道建设结合自身亲水
性的自然属性和生物医药高科技的产业
特色，立足打造“岛、水、天、树、花”的自然格局，在原有绿道基础上，
构建滨水道、缓跑道、骑行道和游憩带“三道一带”空间，串联起水墨
园、揽胜园、叠翠园、陈氏大宗祠、官洲生命科学创新中心及8个滨水
广场。沿线还增设了生物科普节点，提升了碧道的趣味性，丰富了游
憩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色彩鲜艳的步道采用的是具有“海绵”特性
的铺装材料，不仅渗水、抗压、耐磨、防滑性能好，还能吸音降噪。

“碧道让生物岛成为一座‘会呼吸’、有生命活力的小岛。”桂红艳
介绍，生物岛碧道建设引入海绵城市理念，不仅使用了“海绵”特性的
铺装材料，还结合岛内地形和排水系统特点，修建多处雨水花园、下
沉绿地，增添用草皮、卵石铺设的生态边沟，便于雨水的自然存积、自
然渗透、自然净化，实现了“大雨不积水，小雨不湿脚”。

水墨园是生物岛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在这座颇具岭南风情的湿
地公园里，不仅有适合休憩留影的楼台阁宇，更有一片水乡特色景
观：绿树红花倒映湖面，鱼儿在水生植物中欢快穿行，夕阳下波光粼
粼，犹如一幅水墨画。

“这里的水，都是岛上收集的污水经过处理后，再通过碧道的微
改造直接送过来的。”桂红艳说。在生物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全地埋式
再生水厂，所有污水处理设备和构筑物都在地下，再生水厂采用先进
的膜处理工艺，将岛上污水进行全收集和深度处理，处理后的再生水
用于绿化和道路冲洗，日处理能力达1万吨。

为进一步提升堤岸安全和防洪能力，黄埔区通过对生物岛进行
堤防改建，新建了具有岭南特色的花岗岩栏杆，更新了滨水道排水系
统，全面提升了生物岛防洪潮能力，可抵御5年一遇的洪潮水位，解
决了涨潮导致的管养保洁问题。

据了解，从2019年年底开始，黄埔区在生物岛原有绿道的基础
上积极推进生物岛碧道示范段建设，仅用不到3个月时间就完成项
目建设。下一步，黄埔区将依托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
国际生物岛、黄埔临港经济区4个重大战略性创新发展平台，以“科
城绿脉”“河谷香雪”“凤凰明珠”和“碧湾古港”为主题，重点推进黄埔
区“三脉一湾”碧道建设，确保优质高效完成广东省、广州市部署的
2020年36.7公里、2025年127公里的碧道建设任务，把水环境提升
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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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广州黄埔区高标准率先完成的生物岛碧道示范段，成为附近上
班族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资料图片）

每到冬季，野生马鹿就会来到西藏昌都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冬，等到了夏天，再返回山上。图为类乌齐保护区长毛岭管
理站的野生马鹿群。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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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鸟巢”。
杨永光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