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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近几天，山东青岛胶州市铺集镇殷家村的十几名村民找到了青
岛益菇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军，想让他今年继续帮着收秸
秆。“以前麦收完就发愁怎么处理这些秸秆，这两年合作社把秸秆打
捆机直接开到地里帮着收秸秆，可省心了。”村民尤丽萍说。

每到收获时节，农作物秸秆的处理便成了困扰农民的一大难
题，随便丢弃容易引起火灾，焚烧会污染环境，烂在地里又会导致庄
稼烂根，不利于庄稼生长。这些让农民们头疼的“废物”，却是刘军
眼中的宝贝。回收来的秸秆经过堆放、浇水、发酵后，15天左右就可
成为种植大球盖菇的优质辅料。

大球盖菇的生长周期为50天左右，亩均产量5000多斤，收入可
达2万多元。利用秸秆种植大球盖菇，模式简单，经济效益好。通过
入股的形式，合作社社员增加到100多人，由合作社统一传授技术，
统一销售。就这样，在刘军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种植
食用菌的队伍，种植食用菌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2019年，“益菇园循环农业创业创新孵化实训基地”被农业农村
部评为“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孵化实训基地”。“这个基地是我们推广
的一个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充分利用小麦秸秆转化成一些营养物质
来种植草腐菌，这对在全市范围内综合利用秸秆起到良好的带头作
用。”胶州市农业农村局绿色发展站站长刘芬说。

截至目前，益菇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共种植大球盖菇近百亩，
每年可消耗农作物秸秆200多万斤。出完菌后，秸秆转化成的菌渣
还可以发酵制作成改良土壤的配方有机肥，可以用于对胶州大白菜
根肿病、马铃薯根结线虫病等病害的防治和土壤改良，减少农药和
化肥的使用量，形成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闭环，实现了农作物秸秆
的高效综合利用。

青岛胶州：

秸秆上种出大球盖菇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陈 雪

普陀海岛奏响蓝绿交响曲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绿色发展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碧海、蓝天、绿岛……普陀海岛的亮
丽名片，足以开启人们的想象空间，引人
入胜。记者走进这里，发现它的魅力并不
仅仅源自天然禀赋。

海岛向绿色要效益

蚂蚁岛上，海风送来的是樟树暗香。
茂密的樟树遮天蔽日，连绵成林。

已经退休的蚂蚁岛村林科员盛成芬
告诉记者，岛上这3000多株樟树是50多
年前她父亲带领村民栽下的。从那时起，
这里的“癞头山”慢慢改变了模样。如今，
岛上森林覆盖率将近70%。树木葱郁，空
气清新，是名副其实的“绿岛”。

“我在岛上种树护林也有30年了，我
是接老爸班的。”盛成芬说。绿色意识在
蚂蚁岛生根发芽，融入乡村建设的每一处
细节。记者注意到，岛上每一幢渔家小楼
房前屋后都有花草装扮，村道两边是绿枝
摇曳的桂花树，新修建的渔民休闲广场，
栏杆用旧船拆解的木料做成……

“蚂蚁岛素称‘虾皮之乡’，加工虾皮
有200多年的历史，所生产虾皮占国内市
场的八成。”坐在清洁干净的环保电动车
上，蚂蚁岛管委会副主任罗燕红介绍，为
了减少烟尘废气排放，近年来，岛上对60
来家虾皮加工厂进行了工艺改造，全面推
行清洁燃油供热工艺，告别了与加工季相
伴的空气污染。从原始的太阳晒干、烧柴
烘干到传统燃煤烘道供热再到如今的燃
油技术，虾皮加工业的变迁就是普陀海岛
推进绿色生产的缩影。

普陀海岛有523个之多，而绿色正在
成为它们的统一标识。

淡水替代了砂石磨料，真空回收装置
实时回收处理废水废渣。原本想象中漫
天飞舞的废砂、粉尘与漆雾完全不见踪
影。马峙岛上的修船现场，颠覆了人们关
于修船的认知。普陀区经信局缪海东介
绍，今年以来，万邦永跃船舶修造公司一
直保持满负荷运转，营收同比增长100%，
订单排到了9月。“尽管受疫情影响国际航
运业低迷，但他们凭着绿色修船技术，把

清洁装备卖到了国外。”缪海东说。
绿色嬗变的魅力是无穷的。多年以来，

海洋水产加工是普陀的传统优势产业，而生
产中的废料一直没有得到较好利用，还给环
境带来了负担。循着向绿色生态要效益的
逻辑，一项崭新的事业——萃取边角废料中
鱼蛋白等营养成分的“海洋肽”产业横空出
世，浙江荣和生物等一批企业就此走上了海
洋生物生产加工的绿色之路。

海水是滨海生态的眼睛

正值休渔期的舟山沈家门渔港，一艘
艘渔船整齐停泊，洁净的海面一直延伸至
天边。以往要到7月才有的清水期，不仅
提前到了5月底，而且从过去一年1个月，
延长到3个月。

海水是滨海生态的一双眼睛。记者
从浙江省舟山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提供
的水质评价结果得知，2019年，普陀海区
一、二类海水面积提升了12.7%，占普陀海
区面积的61.8%。水之变的背后，是普陀
以“蓝色海湾整治行动”为统领的生态环
境修复工程。

眼下，沈家门渔港正经历着历史上面
积最大、方量最大、投资最大的清淤工
程。2018年以来，普陀区投入4000万元，
拉起一张东起半升洞、西至市中心渔港、
南至马峙门的“海底清淤疏浚之网”。据
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清淤总面积达3.39
平方公里，清淤量达352万立方米。

如今，普陀全区大小渔船均已配备污
油水分离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从源头

上保证“船舶污水不入海”。全自动水面
清洁船来回巡逻，3.5公里污水截流管线拦
截下奔流入海的陆源污水，“里应外合”搭
建起一整套海洋生态保护屏障。

在岸边，超15万平方米的生态湿地被
恢复，18座废旧码头被拆除，9.2万平方米
港口废旧构筑物被彻底清理，8.7公里的滨
海生态廊道串联起3个海岛生态公园、5.7
万平方米的绿化景观……

普陀区生态环境局陈云霞告诉记者，
普陀虽是海岛，但境内河道、水库、山塘众
多。“河污则城黯，水清则城美。”近年来，
通过一系列“美丽河湖”品质河道、“污水
零直排区”的打造，普陀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地表水监测断面的水质达标率已达
100%。

改造燃煤锅炉，淘汰老旧农机、老旧
车辆，新增新能源公交车，完成水产品运
输车辆臭气异味专项整治……2019年，普
陀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1%，同比
上升0.3个百分点，PM2.5年平均浓度仅19
微克/立方米，优中更优，全国领先。

和美小岛交出绿色答卷

“以前村里环境比较差，配套设施也
不齐全，总觉得城里好，这两年村里建景
区、修村道，墙面绘了彩画，越来越漂亮
了。我都不想去城里住了。”年逾60岁的
蚂蚁岛村民李荷珠坐在一片空地上，娴熟
地修补着渔网。每个月她能领到2000元
左右的失地保险，休渔期帮人补补渔网，
一天还能再赚100多元。

蚂蚁岛是浙江沿海地区第一个实行
电灯照明化的渔村，有着光荣的艰苦创业
史。2018年6月13日，蚂蚁岛精神红色教
育基地设立，昔日渔村化身“红色地标”。

据不完全统计，基地运行一年来，共
吸引 1104 批次 3 万多人次游客参观体
验。带动岛内宾馆、餐饮、娱乐等服务业
产值3700多万元，蚂蚁岛村集体经济年经
营性收入达120.29万元。

蚂蚁岛正是以这样独特的存在方式嵌
入普陀海岛全域景区的版图。随着舟山市

“小岛迁、大岛建”的发展战略，2018年，普
陀启动“和美小岛”建设。普陀区委宣传部
部长李明说，建设和美小岛，首先要保护
好，同时也要发展好，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作为“和美小岛”的试点，以海钓闻名
的白沙岛民宿开展得如火如荼。渔民出
身的民宿老板胡军杰告诉记者，我们到访
的这一天，他的民宿已经没有空房了。

近年来，随着白沙岛整体开发与普
陀旅游业的发展，不少当地村民在家门
口实现了就业。年过60岁的戚祥岳、张
开平都是土生土长的白沙岛人，虽然早
几年就在舟山本岛购置了房产，但他们
却偏爱白沙的生活，分别做起了交通码
头安全管理和垃圾回收工作，一年有四
五万元的收入。

按照规划，普陀将争取通过3年时间，
基本实现试点小岛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生
态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社会安定和
谐的总体目标，激活偏远渔村、农村发展
内生动力，让小岛渔民、农民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到创建

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从海岛播绿、

造梦“蓝色海湾”到建设和美小岛，浙

江普陀区坚持绿色发展，用实践演奏

出一首海岛“蓝绿交响曲”，讲述了普

陀海岛人与自然彼此成就的故事，让

这里成为又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动例证。

6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在北京最
大的生态公益性林场京西林场，记者看
到一支骡队正在运送树苗，一队园林工
人正在山上挥动铁锹挖坑栽树。

40多年前的世界防治荒漠化和沙
化会议上，北京曾被列为沙漠化边缘城
市。1995年第一次沙化普查时，全市沙
化土地面积达87万亩。同时，受周边地
区植被覆盖水平以及气象条件等因素影
响，北京还面临着来自西部、北部等风廊
带来的外省输入性风沙威胁。

2000年6月，一场旨在遏制风沙危
害的国家级生态工程——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启动。据统计，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一期用 12年时间累计造林营林
708万亩，植树1.5亿株，构建起了北京
抵御风沙的第一道防线。2013年国家
批准了京津风沙源二期规划，截至2019
年底，二期工程完成造林营林146.82万
亩，同时完成小流域综合治理748平方
公里、人工种草9万亩。

风沙退了，生态美了。据市园林绿
化局统计，目前北京全市山区森林覆盖
率达到58.8%，比2000年增加19个百
分点，其中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贡献
率达到90%以上。工程区每年可减少
水土流失量54.3吨/公顷，山洪、泥石流
灾害发生率明显降低。工程区内污水得
到有效治理，治理后的水质全部达到地
表水Ⅲ类标准以上。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多年不见
的野生动物又重回人们视野，褐马鸡、黑鹳、灰鹤等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在工程区内安家。平谷、延庆两个区被评为国家森林城市。昌平
区在S2线居庸关区域种下大片山桃、山杏，每到春季，一列列火车从
花海中蜿蜒而过，列车、春花与雄伟长城构成的绝美照片在网络上爆
红，被网友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

大片的森林把风沙拒之门外，北京的沙尘天气明显减少：上世纪
50年代北京市沙尘最严重，春季沙尘日数平均多达26天；90年代以
后至本世纪初，沙尘日数明显下降，在5天至7天左右；2010年以后
平均沙尘日数减少到3天左右。

在三北防护林、平原百万亩造林等重大生态工程的带动下，北京
沙化土地全部转变为固定沙地。延庆康庄、龙庆峡荒滩，门头沟永定
河大沙坑，昌平西部沙坑，怀柔大沙河沙坑全部实现了绿化造林，昔
日沟壑纵横的沙坑荒地，如今变成了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生态景
观，有的还建成了郊野公园。京郊农民不但告别了黄色的风沙，还端
起了生态饭碗，本地农村劳动力参与到工程建设和管护工作中，绿岗
就业5万人以上，实现了生态建设与农民增收的协调发展。

据了解，京津风沙源二期工程将于2022年结束。未来两年，北
京还将再增绿2万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防沙治沙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与一期工程相比，二期工程更注重提升森林质量，注重巩固
和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空气、固碳增汇等生态功能，在树种选择
方面，将根据山区不同的立地类型，使用油松、侧柏、落叶松、元宝枫
等乡土树种，因地制宜保护和种植灌木以及原生草本植物，以充分发
挥森林的生态功能，提高生物多样性，让北京的绿色“活起来”。

夏日的甘肃徽县绿树成荫，满城花
开。行走在金徽大道，繁花似锦，不时有游
人拍照留念，花园一般的城市赢得众多群
众点赞。

近年来，徽县以打造生态宜居城市为
目标，按照把城市当公园来绿化的理念，全
力推进城市园林绿化美化建设，城市园林
化程度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城市
形象品位快速提升。

“金徽大道现在已成为我们给客户拍
摄照片的必选之地，谁能想到，道路绿化后
竟然这么美！”正在给顾客拍摄婚纱照的摄
影师刘健说。

在金徽大道，随处可见拍抖音、拍照
片、打卡朋友圈的游人，这里已经成为名副
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然而，如此美景在施工建设之初曾遭
到群众质疑。“树长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挖
掉”“草才刚长起来，又要换掉”……

金徽大道绿化带于2008年建成，至今
已经10年有余，土壤肥力严重不足，大部
分花木长势不良，一些花草树木开始枯死，
残树、“小老树”等病树随处可见。同时，金
徽大道此前的规划设计也显现出不合时宜
之处。这是金徽大道绿化带改造提升的重
要原因。

在一片质疑声中，徽县顶住压力启动实
施提升改造工程，对全长4.2公里的绿化带
进行改造。更换了腐熟土，混合农家肥、土
壤改良剂、杀虫杀菌剂处理土壤；对已经枯
死的树木进行更换，原有长势较好的树木全

部保留，大量采用徽县本土花卉进行美化；
新增加鹅卵石步道、昆虫动物小品……

徽县园林局局长屈晓军介绍，金徽大
道绿化带的改造提升本着把城区道路当作
公园来绿化的原则，大量采用易成活、好管

护、成本低、花期长的徽县本土花卉高杆月
季，将原来的“四季常绿”改造成为“三季有
花、四季常绿”的景观。

以前，生活在徽县的人们将其戏称为
“灰县”，因为徽县周边多土丘，一刮风灰尘
特别多。

“以前，上班前擦的皮鞋，下班回家已
经全是灰尘。”在城区上班的杨成林说，“这
几年好了，出门漂漂亮亮，回家干干净净，
这都得益于县上下大力气治理啊！”

为保障城市容颜靓丽如初，徽县按照
人流量的大小，将公共区域分级分段到岗
到人，不断优化清扫保洁力量分布。当地
按照“早清扫、日保洁”的要求，严格落实责
任考核和奖罚制度。如今，在徽县清扫保洁
面积约72.4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每天都有数
百名园林管理人员和环卫工人在工作。

为了构建“宜居、宜游、宜商”的精彩徽
县，提升城市形象，提高群众满意度，徽县
县委、县政府坚持民生为本理念，规划、建
设处处突出人性化设计，让广大市民共建
共享城市建设成果。他们围绕城市建设总
体目标，积极将规划、建设、管理紧密衔接，
注重细节、打造精品，以更科学、更严密、更
具前瞻性的规划和更精心、更精致、更高质
量的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水平。为保
障高标准、高规格建设，徽县多次召开会
议，县里主要领导带队在现场指挥，凝聚部
门合力，加快推进，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节
点，强力推动有特色的美丽宜居城市建设。

为了让环境更美好、群众更满意，园林
部门创新工作方法，把日常管理工作再细
化、再创新、再提升，经常性开展园林综合
管理“四抓两提升”活动，通过常抓环境卫
生管理、精抓花木技术管理、狠抓园林项目
建设、勤抓基础设施维护，达到提升园林管
理水平、提升园林景观效果的目的。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甘肃徽县：

把城市当公园来美化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贾寒峰

6月16日，园林工人给刚栽植的树苗浇水。
何建勇摄（中经视觉）

甘肃徽县金徽大道鲜花盛开，芬芳四溢。 贾寒峰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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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行海岛播绿、生态环境修复等措施，浙江舟山的普陀海岛变得更加洁净美丽。 本报记者 曹红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