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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五一”假期后，地处柴达木戈壁深处的青海格尔木市的街道两
旁，树木开始发芽。借着晴好的天气，格尔木市及时实施道路绿化
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在市区主要路段栽植景观树及花卉。错落有致
的榆树、云杉，粉黄相映的碧桃、迎春花，含苞待放的郁金香……大
街小巷，每天都有林业工人在“精修”、美化这片原本灰黄的土地。

格尔木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恶劣，义务植树活
动和内地相比往往要推迟月余。在今年的义务植树活动中，格尔木
的干部群众共种植2.3万株新疆杨、沙枣、山杏等树木。据格尔木市
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青松介绍：“开展义务植树的同时，全市绿化
养护等国土绿化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今年格尔木市将实施林草生
态项目14个，总投资3255.4万元。”

除义务植树活动外，格尔木市还积极实施道路绿化景观提升改
造工程及绿化苗木采购项目，无偿向全市各绿化需求单位提供绿化
苗木53.4万株、花卉5100丛、花种100斤。

近年来，格尔木市通过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
护、志愿服务等形式，不断提高适龄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率，义务植树
尽责率达到85%以上，全社会爱绿植绿护绿意识不断增强，生态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从2016年至2019年，格尔木市累计有1.5万余
人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累计完成义务植树530余亩，栽植各类苗
木13万余株；实施生态建设项目118个，完成投资5.38亿元，完成国
土绿化35.84万亩，其中人工造林2.18万亩，封山（沙）育林（草）
20.90万亩，森林抚育经营12.76万亩。2018年以来，格尔木市以国
家重点公益林、封山育林等林业重点工程为依托，加快推进全市生
态文明建设步伐。2018年至2019年，完成国土绿化33.8万亩，超额
完成任务。目前该市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20.6%，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提高到7平方米。

青海格尔木市：

戈壁深处全民护绿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李莎莎

江苏泗阳延伸鲜花产业链——

“接二连三”花盛开
本报记者 蒋 波 通讯员 张耀西 马 霞

“太壮观了，太美了，快来拍视频。”这
段时间，江苏省泗阳县成子湖边的千亩玫
瑰花绚丽绽放，来自南京、上海等地的游
客纷至沓来，看花、赏花、拍花，尽情地享
受花海的美丽和芬芳。

玫瑰，只是泗阳县“花海”中的一种。
近年来，泗阳县大力发展鲜花经济，全县
鲜花种植面积达到7万亩。其中规模大、
产业化程度高的当数玫瑰、牡丹、红掌、桃
花和菊花“五朵金花”。在泗阳县，花朵带
给人们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激活了当地富
民增收的一池春水。

鲜花经济富了口袋

“我们的克隆技术，能把一片叶子繁
育成100万株红掌。‘你给我一片叶子，我
给你一方产业’，一点都不夸张。”江苏新
境界花卉专业合作社的技术员凌飞东告
诉记者。

这家合作社是泗阳县来安街道的一
个高端花卉基地。走进基地花卉种植大
棚，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高矮、大小等
性状基本相同的植物红掌。泗阳县来安
街道党工委书记彭铁军介绍，这个基地
占地4500亩，每年可“克隆”培育3000万
株高端花卉种苗、200万盆花卉和4万株
苗木。

同样一块地，收入大不同。江苏新境
界花卉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辐射带动周边2万多亩花卉产业，每
亩产值3万元。合作社除每亩每年付给村
民850元土地租金外，每亩地还向村里缴
纳管理费50元，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经济
收入22.5万元。

鲜花经济既壮村又富民。牡丹、桃
花、玫瑰、菊花和红掌不仅在收益上“一亩
花超过十亩粮”，花田还成了6200多名农
民就业的新场所。以成子湖边的千亩玫

瑰花海为例，吸纳了新庄、桂嘴两村百余
名农民来采摘花蕾，日收入100元左右。

智慧让“草花”变“金花”

在泗阳县，花朵不只是眼里的风景，
也是增收的风景。当地在生态开发鲜花
产业上动脑筋，让“五朵金花”身价倍增。

泗阳县王集镇牡丹产业基地是江苏
省最大的油用牡丹产地和全省唯一的油
用牡丹示范合作社。4月下旬，4200多亩
油用牡丹竞相绽放，引来一拨又一拨游人
观赏。泗阳县王集镇党委书记林正国介
绍，油用牡丹分布在魏圩、大同、张坝、徐
渡4个村。

“选择油用牡丹，不只是图它好看，
我们更看重它的经济价值。”基地负责人
张华明说。为实现油用牡丹效益最大
化，他们与江苏省林科院专家联手，借
助科技大脑，生态栽培油用牡丹，开发
牡丹籽油、牡丹精油、牡丹胶囊、牡丹
茶和牡丹美容产品等。

张华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油用牡
丹进入盛产期后，一亩可产400公斤牡丹
籽，压榨26公斤牡丹籽油，每公斤牡丹籽

油售价2400元，亩均收益最高可达6万
元。去年，基地兑现出去的工资就有200
万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1万元。”

思路决定出路，理念改变身价。泗阳
人借智生财，让“草花”变为“金花”。桃
花、菊花、玫瑰花从之前仅供人观赏变身
桃花茶、菊花茶、玫瑰花茶，成了人们争相
购买的抢手货。

泗阳县张家圩镇小史集村种有1400
亩菊花。为提高菊花身价，村党支部书记
史以亮请来南京农大专家，指导村民种植
金丝皇菊，开发菊花茶、菊花皂等系列产
品。“一朵金丝皇菊能卖10元，每公斤金丝
皇菊大约有460朵。”史以亮说，小小菊花
成了村民的致富花。

“花为媒”促农旅融合

泗阳县不仅种花卖花，还“卖风景”。
他们以花为媒，发展旅游、餐饮等服务业，
走“接二连三”农旅融合的路子，推动一二
三产有机融合，整合创新链，延长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近几年，泗阳县立足“桃果之乡”的发
展定位，走绿色发展、增收富民之路，目

前，种植4大类40余个名特优品种桃果6
万亩，年产量10万吨，年产值10亿元，带
动1.2万多人就业。

桃产业加速扩张的同时，泗阳致力桃
果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先后打造了卢
集的桃果公园、南刘集的“桃花源记”和爱
园镇的百年梨园，并结合乡村旅游业、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路线，因地制宜发
展了一批农耕体验、特色美食、垂钓采摘、
乡村度假等休闲观光产业。而通过举办

“桃花节”“梨花节”“采摘节”等活动，泗阳
糅合农耕体验、特色采摘等果园景观元
素，每年带动旅游人数10万多人次，拉动
了乡村旅游业、商业和餐饮业发展，增加
旅游收入1亿多元。

绽放在田野上的花朵，陶醉了游人，
美丽又富裕了乡村，一幅幅生态美、村民
富的画卷呈现在眼前。

“油用牡丹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
价值，基地正在规划建设300亩的核心观
赏区，引进一批观赏牡丹、观赏芍药，
延长观赏期。”站在油用牡丹田头，林正
国说，当地正在致力打造一个集科研、
种植、电子商务、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绿
色生态园。

近年来，江苏省泗阳县大力发展

鲜花经济，全县鲜花种植面积达到7

万亩。依托花田，当地在发展赏花经

济的同时，积极延伸鲜花产业链，开发

衍生产品、发展乡村旅游等，走“接二

连三”农旅融合的路子，让一朵朵鲜花

成为富民花。

去年7月1日开始，上海实施生活垃
圾分类。今年4月底，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公布了2019年生活垃圾分类“成绩
单”。数据显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
效明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湿垃圾分出
量同比有明显增长，干垃圾处置量同比减
少17.5%。

2019年7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
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有法律法规支撑，有市民全员参与，有
志愿者全程引导，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社
会氛围浓厚。但在不少街镇和社区，因受
各种原因和客观条件限制，实施生活垃圾
分类仍面临一些挑战。

徐汇区天平街道位于衡山路复兴路历
史文化风貌区，看上去很美，但老城区房屋
老旧，人口密度高，有些小区连放置干湿垃
圾桶都显得拥挤，更不要说建一个四分类
垃圾箱房了。

于是，天平街道在保留风貌区整体建
筑特色的基础上，全面实施了垃圾箱房“美
加净”工程。在多方调研厘清居民需求后，
探索出“并点投放”和“移动箱房”定时定点
收运模式。“看到垃圾箱房干净整洁，居民
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也变高了。”建
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万莉娜说。

天平街道还结合网格化2.0智慧平台
建设，建成并投用一批智能感知垃圾箱房，
让居民抬手就能将垃圾直接投入，体验感

提高。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如今，上海1.3万

余个居住区的垃圾分类达标率由2018年
底的15%提高到2019年底的90%，基本
形成了垃圾全程分类收运体系。

按照“定点要坚持，定时要灵活，撤桶
要鼓励，破袋要引导”的要求，上海坚持因
地制宜推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坚持
精细化管理，切实做好“一小区一方案”，得
到了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五里桥街道海悦花园小区有上千户居
民，居委会公示撤桶方案后，有居民表示，

《条例》并没有强制撤桶条款，物业费中包
含了每层楼道的垃圾回收费用，不该撤桶。

居民区党总支、居委会联合小区业委
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为此在小区内开展了调
研，对居民提出的意见进行征询，设定了

“集中投放”和“自治投放”两个方案。其
中，“自治投放”的前提是每个楼层所有住
户签约，确保干湿垃圾有效分类，若连续5
天不达标，居委会有权撤走该楼层的垃圾
桶，改为“集中投放”。

“签约后设干湿垃圾桶，桶长负责制落
实责任，小区品质观察员同楼栋监督，垃圾

管理员规范收集，每周公示。”这是居民协
商后的自治公约。签约后，约11个楼层垃
圾分类投放没能达标，遂按约定撤桶。

最终，约 35%的居民自愿“集中投
放”，更多居民实行“自治投放”。一个小区
两种投放方式，管理民主让居民心气顺了，
生活垃圾分类真正落到了实处。

为进一步方便居民分类投放垃圾，今
年，上海将完善分类投放点设备配套，并在
综合考评中新增了“垃圾投放点采取异味
控制措施，收集点配有洗手装置”等要求。

但相关数据也显示，高校、医院、交通
枢纽等场所的垃圾分类实效有待提高，快
递、餐饮、旅馆等行业源头减量仍是难题。

今年，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将在去
年的基础上，针对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做
好推进工作。

巩固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实效。完善促
进居民分类习惯养成的长效机制，巩固提
升居住区垃圾分类成效，着力提高单位垃
圾分类实效，实现95%以上居住区和单位
生活垃圾分类实效达标，85%以上街镇达
到“示范街镇”标准；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
达到6000吨以上，有害垃圾日均分出量达
到1吨以上，湿垃圾日均分出量达到9000
吨以上，干垃圾日均处置量控制在1.68万吨
以下，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着力完善全程分类体系。优化可回收
物“点站场”体系功能布局，完成6000个居
住区服务点功能提升；新增干垃圾焚烧和
湿垃圾资源化利用总能力3450吨/日，基
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改善清运车
辆形象，对清运过程中跑冒滴漏、垃圾拖
挂现象进行监管和处罚；加强车容车貌管
理，保持对混装混运行为的“零容忍”高
压态势。

攻坚突破重点难点问题。采取“科
技+管理”模式，破解误时投放点管理、破
袋投放引导等难题。推进建立可追溯信息
化系统等，对源头分类行为进行监管。坚
持“条管块督”相结合，有效提升高校、医
院、交通枢纽、公共场所分类实效，积极推
进快递、餐饮、旅馆等行业源头减量。提高
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实施以来——

全程分类收运体系基本形成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河南省周口市坚持“以绿荫城”科学发展理念，持续开展全国绿
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统筹推进森林
城市、森林社区、森林通道、森林乡村、森林田园5大森林工程，以不
断提高群众的“生态获得感”为目标，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爱绿
植绿护绿，昔日黄泛区变成今天的林粮仓。

周口市先后出台《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7
年）》和《森林周口生态建设规划（2018-2027年）》，提出到2027年
全市林木覆盖率由目前的26%提高到30%以上，10年内完成新造林
75万亩，森林抚育90万亩。

在中心城区，周口市积极推进森林进城，实施“一带四林百园”工
程。由政府主导，高标准规划，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沿环城高速两侧
建成300米的生态林带，加快推进5000亩森林公园、6000亩建业绿
色基地建设，改造提升2000亩文昌生态园为植物园，启动铁路主题
公园建设，改建100个街头游园，通过实施规划见绿、见缝插绿、拆墙
透绿、屋顶植绿等，形成街道绿化、公共绿地和庭院绿化三位一体，市
区和近郊相接的城市绿化格局。目前，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1.21%，绿地率达35.8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2.62平方米。

在各县市区，周口市鼓励采取多种经营方式，推进各具特色的生
态品牌建设。西华县由政府统一规划并进行品牌推广，带动村民种
植连片万亩桃园，亩均收益7000元至1万元，实现了生态环境和经
济效益双提升；项城市以汾泉河湿地公园建设为抓手，整合项目资金
完善基础设施，持续提升调蓄洪水、净化水质、调节区域气候、养护生
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效益；商水县结合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以沟河
路渠林带为骨干，整合多种资本资源，实行田、水、路、林综合治理，完
善和提升农田防护林体系，打造高标准农业示范区。

在乡村，大力开展“四旁绿化、村庄绿化、庭院绿化”等植绿增绿
行动，切实抓好乡村周边、沟渠坑塘绿化；在乡镇和较大的村庄，大力
建设游园绿地，积极开展省级森林小镇、省级森林乡村创建工作。
2019年，全市完成乡村造林绿化9.35万亩，建成省级森林小镇8个、
省级森林乡村127个、市县级森林乡村383个。今年，计划完成乡村
造林绿化12.94万亩，建设森林乡村128个。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惠民富民效应日益显现，全市特色经
济林和优质林果、林下经济等林业产业发展迅速，全市发展农民林业
专业合作社和家庭林场275个。2019年，全市林业产值达到148.84
亿元，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13.59亿元。

目前，周口市林地面积24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15.2%，农田
林网控制率93%，通道绿化率99.5%，活立木蓄积量1900万立方
米。“周口市将下好生态棋，打好绿色牌，打造周口生态旅游新名片，
高质量建设沙颍河生态经济带，以生态环境大改善促进周口中心城
区大变化、县域经济大发展。”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说。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江苏泗阳县新境界花卉专业合作社温室大棚里的“克隆”红掌。 本报记者 蒋 波摄

河南周口市：

提高“生态获得感”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王伟宏 王泉林

进入夏季，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五工台镇百泉湖湿地中，成群的
水鸟觅食嬉戏，筑巢安家。 陶维明摄（中经视觉）

水鸟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