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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今年3月至5月，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
出有爬行界“大熊猫”之称的本土纯种瑶山鳄蜥39条。

近10多年来，大桂山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开展合作，建
立瑶山鳄蜥救护繁育中心，大力提高人工繁育水平。现存瑶山鳄蜥
个体404条，其中本土纯种80条。

“我们通过人工繁育快速增加鳄蜥的种群数量，并进一步放归
野外，进而加快鳄蜥野外种群数量的增加。此外，我们还依法依规
加强对野外鳄蜥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比如，在有鳄蜥栖息的地
方围有铁丝网，安装了红外相机监测，并派人值夜守护，白天加强巡
护。同时，加强宣传保护，让更多人了解鳄蜥，自觉保护鳄蜥。”大桂
山保护区鳄蜥人工繁育工程师罗树毅说。

为恢复瑶山鳄蜥野外种群数量，去年5月，大桂山保护区成功放
归15条瑶山鳄蜥，这次野外放归迈出了对瑶山鳄蜥保护和种群重建
的关键一步，也是对珍稀濒危物种抢救保护工程的内容之一，意义
重大。当前，该保护区继续做好瑶山鳄蜥野外放归后续工作，通过
无线电跟踪监测鳄蜥位置。5月27日，在鳄蜥野外放归一年后，大
桂山保护区、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调查队首次开展鳄蜥放归
后调查。调查共发现4条鳄蜥，通过尾纹识别，确定都是去年野外放
归的鳄蜥。它们健康状况良好，亚成体鳄蜥在体重体长等方面与去
年相比都有明显增加。

瑶山鳄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与恐龙生活在同时
代，被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界的“大熊猫”，对于研究爬
行动物的起源和演化、蜥蜴目各科分类等有重要价值。瑶山鳄蜥地
理分布狭窄，全球仅分布在中国广西、广东及越南等区域，且种群数
量急剧下降，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目前，全球瑶山鳄蜥野外仅存
约1400条，其中广西分布有800多条。

广西大桂山保护区：

爬行界“大熊猫”保护初见效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李 慧

北京连通城区河湖步道——

美丽岸线，休闲赏绿两相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盛夏时节，北京南二环开阳桥上骄阳
似火、车水马龙；桥下河水却泛着涟漪，岸
边杨柳随风轻舞，走在河畔亲水步道上的
行人感受到几分清凉、惬意。

自开阳桥下旖旎东去的河水，是北京
的南护城河。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岸边环
境好，却未必了解，沿步道逆流而上，能一
口气走到颐和园；而顺流直下，则可一路
畅行到东便门。在可见的将来，这条滨水
步道将一直延伸到城市副中心，沿河步行
即可穿城而过，一走到底。

打通“梗阻”畅通步道

近几年，随着南水入京，北京市的污
水处理能力提升，再加上较为丰沛的雨
水，北京河道内的水量和水质得到明显改
善。穿城而过的一条条河流，成为人们欣
赏城市风貌的景观廊道，河边宽不足2米
的水岸步道更是成为附近市民健身休闲
的好去处。

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受到市民普遍
欢迎的滨水步道总是时断时续，常常被建
筑物、设施或立交桥拦腰截断。而每每遇
到这些“拦路虎”，行人们只能折身返回马
路，绕过障碍物，再重新走下护坡。这一
折腾往往要多走不少“冤枉路”，让人们本
来惬意的心情大打折扣。这种情况在城
市河湖区段尤其明显。

在北京这座特大城市的建成区，河道
规模皆有旧制，水畔岸边本就密布水工设
施、水工建筑，可供腾挪的空间十分有限。

但为了让河道两岸更美、生态环境更
优，也为了满足市民对健身休闲空间的更
高需求，去年，北京在城市河湖步道连通
上，动了“真格”。

如何在保证城市防洪泄洪安全的前
提下，连通步道，满足市民的亲水需求，成
为水务部门要啃的“硬骨头”。“这是城市
精细化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通过
与各部门和属地协调，集中解决矛盾。”北
京市水务局城市河湖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我们一共打通了8处‘梗阻’。”北京
市水务局城市河湖管理处工程科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2019年8月，西南二环水系
步道连通及河道设施改造提升一期工程
启动，连通了八一湖桥区步道；在开阳立
交北跨河桥下建设下凹式步道，保证步道
净高在2米以上；移除了蒲黄榆铁路桥右
岸拦路的铁栅栏，通过增加台阶、搭建栈
道、改造护坡等方式，将昆玉河、永引渠、
护城河沿线步道串联起来。

连通之后提升环境

连通步道一期工程分为滨河步道连
通及河道设施改造提升两部分。施工范
围起自京密引水渠团城湖南闸，下至南护
城河东便门，总长度28.5公里。“我们的目
标是利用有限的水面和有限的河道空间，
给群众提供更好的滨水服务和滨水空间，
让河边能连通，设施更方便，环境更优美，
生态更漂亮。”

根据此前的摸底，团城湖南闸到东便
门之间，一些步道与桥梁交会处只有1米
至1.5米高，行人无法通行。仅需要增加
桥下通行高度的位置就达13处。要打通
这些“断点”，需要把局部步道下沉，保证
通行高度至少在2米以上。

连通之后是提升。为了让市民更方
便下到步道上行走，通过科学设计，共计
改造和增设了40处下步道台阶，翻新滨河
步道11处。永引渠八一湖南岸是景观变
化最大的一处，位于河道右岸0.93公里长
的巡河路上，不仅坑洼积水问题得到根
治，沿线的绿化景观、便民设施也进行了
相应提升。

同时，增设7大类561块标识牌，改造
垃圾转运设施与打捞平台，改造了团城湖

南闸至木樨地桥段河道两岸滨河步道照
明设施的灯杆与灯头，完善了木樨地桥至
东便门段河道部分桥下滨河步道照明
设施。

亲水空间的改造提升，市民们看在眼
里，也有了更多的期待。“改造完成后，市
民的要求更高了。”该负责人介绍，仅今年
6月，城市河湖管理处就收到12345热线
转来的各种投诉87件，占水务局的60%。
反映河边蚊子多、水有异味的，需要增加
照明设施的……桩桩件件都需一一解决。

北京城市河道绵延124公里，穿行7
个区。滨河步道建设完善也是循序渐进
的过程。在绿化养护等方面，更要与相关
部门和属地单位分工协作。这些都倒逼
着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更多水岸线将亮出

随着滨水步道的不断延伸，从市中心
到副中心的步道建设也已经列入议事日
程。“目前已经计划做第二期步道连通工
程。”该负责人表示，只要打通东便门这个
关节点，滨水步道就可以沿西南二环水系
继续向东沿通惠河而下，直达副中心。

如果说一期工程的重点是“通”和
“连”，二期则更关注景观和设施的提升。

按计划，二期工程将完善昆玉河两侧的8
个人行天桥下河梯道的建设；对枣林前街
西口人行桥增设下步道台阶连通滨河步
道；打通长河口、西三环上游罗锅桥右岸、
二热闸闸区及甘雨桥桥区等7处滨河步道
不通节点……

二期工程除了将对部分地区的台阶
设置进行改造，方便市民直达岸边，还将
对南护城河全线开展垂直绿化，将种植槽
外挂在护栏上，在槽内种植攀爬植物，与
水中的挺水植物相互呼应，在岸边形成立
体绿化。绿化补植，增建座凳、垃圾桶，局
部河段增设垂钓平台等，都在计划之中。

今后，在持续投入下，北京还将有更
多的河道亮出水岸线，还河湖于民。目
前，计划利用水务系统现有巡河路建设的
慢行系统，就已经有清河、凉水河、通惠河
3段，现均已进入可研阶段。

巡河路原本只是为了汛期应急设备
车辆通过的道路。在北京下力气发展慢
行系统时，安全、亲水还能休闲散步的巡
河路，成了挖潜的重点。其中，沿着东便
门一直到通州北关闸交汇点20.34公里的
巡河路将有望变身全封闭的慢行系统。
不久的将来，这条建在河边的慢行系统，
将帮助人们实现“骑车看风景，下班早回
家”的愿望。

为了让水道更美、生态环境更优，

也为了满足市民对健身休闲空间的更

高需求，去年，北京在保证城市防洪泄

洪安全的前提下，开始打通水岸步道，

并进行沿岸绿化和便民设施提升。在

不久的将来，除了可以在水岸步道健

身、休闲，沿着步道行走，还可穿城而

过，直达城市副中心。

作为基础原材料工业，水泥行业对
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二
氧化碳排放量也较大。近年来，为了持
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助力行业高质量
发展，水泥企业一直致力于节能减排，减
轻污染物排放。

生态环境部在《关于加强重污染天
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
基础上，修订完成的《重污染天气重点行
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
修订版）》提出，开展绩效分级，制定差异
化应急减排措施；鼓励A级水泥企业结
合实际，自主釆取减排措施。

作为水泥行业龙头企业，安徽海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 3 年前就投资
5000余万元建设二氧化碳捕集纯化示
范项目，每年可生产3万吨食品级产品
和2万吨工业级产品的二氧化碳。“2019
年海螺集团已开工建设年产3000吨的
干冰项目。今年3月份，‘海螺牌’干冰
产品正式投放市场，进一步提高了二氧
化碳产品附加值，在绿色生产的同时，实
现变废为宝。”海螺集团副总经理汪鹏
飞说。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水泥厂还可以
成为“垃圾处理站”，处理生活垃圾和固
废危废。《指南》对水泥业协同处理废弃物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有
专家指出，水泥窑协同处置医疗废物具有处置量大、处置效果好、环
保排放优、可以随时启用等优点，疫情防控时期可作为特殊情况下的
一种应急备选设施。

目前，水泥企业也在积极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理废物业务。以海
螺集团为例，现已在全国20个省区市和海外推广106个环保类项
目，规划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处理生活垃圾1062万吨、固危废
443万吨的处置规模。

为推动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减排，各地也纷纷推出相关举措。
近日，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和发展改革委联合发文，自8月1日起，对
全省钢铁、水泥企业试行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企业“有
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运输方式”其中一项未达到超低排放要
求的，用电价格每千瓦时加价0.01元（含税），用水价格每立方米加
价0.05元（含税）；完成全部超低排放改造的，用电、用水不再加价。

“节能就是减排。”汪鹏飞介绍，海螺集团旗下的济宁海螺公司利
用余热、风力、光伏和垃圾焚烧，年发电量可达1.07亿千瓦时，“不仅
解决了工厂自身四分之三的用电，每年还可节约标准煤1.3万多吨，
减排二氧化碳7.49万吨。”汪鹏飞表示，济宁海螺公司还计划再投建
生物质气化补充热能发电等项目，所有新能源项目建成后，全年预计
可发电量超过1.6亿千瓦时，完全满足公司自身用电需求。

中国水泥协会执行会长孔祥忠表示，近几年水泥企业坚持节能
减排技术改造和管理水平提升投入，经营成本不断降低，利润空间增
大。“增加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不断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提
高综合利用水平等，是水泥行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完成的任务。”

仲夏时节，青山如黛，草木茵茵。拿着
镰刀，在茂密的自家山林里巡山，江西省南
城县林农余发辉步子很轻快。

“多亏了‘林农快贷’的帮忙，让我有资
金对原有山林进行改造。现在树木长势很
好，看着眼前郁郁葱葱的绿色，心情特别
舒畅。”

去冬今春，正是植树造林的好时节，余
发辉想对自己的林地进行造林补植补造，
可资金成了“拦路虎”。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他来到建行南城支行。听了他的需求，
银行为他推荐了“林农快贷”绿色金融产
品，并当场查询到他的林农快贷额度为
5.78 万元，即于当日给予他发展信贷支
持。“贷款不需要担保抵押、实地调查，起初
我觉得不可思议。但很快就获得了5万多
元的贷款额度，整个过程就几分钟，真是方

便。”有了资金，余发辉甩开膀子干，经过一
冬一春的精心护理，山林更绿了，他发展林
业产业的信心也更足了。

曾经，一些林农生产、创业需要资金，
到银行贷款却没有抵押物，只能守着青
山过穷日子。如何确保森林“造”得好、

“管”得住、“用”得活、有效益，南城县林
业局对接建行南城支行，推出了专门为
林农量身定做的自主贷款“套餐”产品

“林农快贷”，取得林权权属证书、信用状
况良好的林农无需任何抵押，只要拿林
权证就能贷到款，从而解决融资难题。

“‘林农快贷’打破了长期以来银行贷款
抵押以房地产为主的单一格局，引入了
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这一新型抵押
物，使‘沉睡’的森林资源变成了可以抵
押变现的资产，让林农创业兴业、发家致

富有了好帮手。”南城县林业局负责人邓
华生说，“林农快贷”是林改后的又一次
创新，通过完成资源到资本的转换，真正
让生态“家底”活了起来。

山林盘“活”了，南城县又在“水”生态
转换上动起了脑筋。日前，按照“水流变
资金流”的思路，南城县与江西省农发行
对接，确定采取由政府授权、公司自营的
特许经营模式进行项目运作，以项目收益
及政府补贴作为质押，授信河道清淤疏浚
砂石收益质押贷款3.2亿元，用于廖坊水
库库汊拆除后的复绿与灌溉及金山口老
旧工业园区污水处理等11个生态修复和
环境治理项目建设，取得了资源开发与环
境保护的双赢。

“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将砂石等沉
睡的‘绿色资产’激活成可支配、可利用的

‘活资本’，一方面可以解决河道清淤疏浚
需要的资金难题，另一方面弥补了县里在
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上的缺口，还能通过项
目实施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增加务工收
入，可谓一举多得。”南城县发改委负责人
介绍说，目前，他们正在对“砂石质押贷”的
产权界定、经营权交易、利益共享机制等前
期相关工作进行核定。

南城县是千年古邑，境内古村落、古建
筑众多，然而因为缺乏修缮资金，不少古村
落、古建筑难以“续命”，正在悄然走向破
败。不久前，南城县金创集团与县农商银
行签订1.2亿元《贷款合作框架协议》，对
天井源乡尧坊村、上唐镇上唐村等10个中
国传统村落采取历史古建筑整体打包形式
进行整体保护开发，推动传统古村落焕发

“新生机”。
南城县博物馆馆长金会林说：“古村

落、古建筑素有‘活化石’之称，今年我们
结合两权抵押贷款改革，创新思维，对县
内所有古建筑、古村落开展多业态融合
发展试点，在改善村庄环境、提供硬件保
障的基础之上，协助村民建立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理事会和经济合作社，采取‘古
村+休闲’‘古村+旅游’‘古村+研学’等
模式，争取在古村落形成农产品生产加
工、休闲旅游、文创娱乐等多业态融合发
展新局面。”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江西南城县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生态家底“活”起来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彭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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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大桂山保护区成功放归15条瑶山鳄蜥。一年后的调
查发现，放归鳄蜥健康状况良好。 李 慧摄（中经视觉）

在2019年底完成的一期工程中，位
于西三环中路的永引渠八一湖南岸是景
观变化最大的一处。

经过改造，这条原本坑洼积水的沥
青路铺上了花岗岩，沿线的绿化景观、便
民设施也得到了提升。一路向东能一直
走到玉渊潭公园的东南角。图为八一湖
步道改造前后对比。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