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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河水缓流，水面平静，两岸草木青翠，几只黑色的大鸟迈动红色
的长腿，在浅滩中优雅漫步。这是工作人员在黄河湿地西霞院库区
长堤附近拍到的黑鹳觅食画面。

“这是首次在西霞院库区发现黑鹳。”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济源管理局小浪底管护站工作人员卢涛说，黑鹳是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已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濒危物
种，有“鸟中大熊猫”之称。9月份以来，他们已连续多日拍到黑鹳，
最多时有12只黑鹳同框。

黑鹳、白鹳、金雕、玉带海雕、白鹭、大天鹅、小天鹅……越来越多
的珍禽在济源安家落户，见证着济源黄河湿地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
取得的成效。

位于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的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8000公顷，80%为水域。悠悠黄河水在这里冲出最后一道峡
谷，流向广袤的华北平原。黄河小浪底水库、西霞院水库形成的浩瀚
水面及分布其间的湿地、滩涂，为鸟儿提供了栖息的家园。

从2017年开始，济源整合中央、省、市各级资金，在黄河湿地保
护区实施生态恢复工程，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推沟平
垄、推埂平障，退耕还湿、退塘还湿，加强植被恢复、湿地保护与管理、
监测监控设备配置等，逐渐还原自然生态。

“生态修复之前，这儿是堆料场，水泥路面近1米厚。”济源南山
林场副场长李红运说。为了修复生态，他们将近1米厚的水泥路面
破开，水泥块全部清理干净。现在，这里已经栽上了树和草。

今年，济源以河南省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济
源黄河湿地保护项目为重点，进一步推动生态保护管理、科研监
测、基础设施建设等，科学修复退化湿地，目前已完成投资3592
万元。

在济源至邵原高速公路两侧，侧柏成林，郁郁葱葱。11年前，这
里还是光秃秃的。为加快实现“荒山全部变绿”的目标，从2009年开
始，济源实施造林攻坚，探索“困难地”造林模式，采用垒砌鱼鳞坑、回
填客土、施加保水剂、栽植优质壮苗、上下覆盖薄膜的“五步造林法”，
累计完成南太行裸露地荒山绿化10万亩，打造出万洋山、玉阳山、济
邵高速绿化等一系列精品工程，造林成活率达95%以上。

如今，济源森林覆盖率达到45.06%，居河南省第二位。近70万
亩人工林每年可增加涵养水源5000万立方米，减少水土流失80万
立方米，有力地保护了小浪底水库的生态安全，黄河主河道济源段的
水质常年定性评价均为“优”。

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让济源生态环境不断向好，保护区内物种
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据统计，济源目前已发现各种鸟类206
种，哺乳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昆虫类动物260种，各种植物743
种。在鸟类中，有列入国家重点一级、二级保护的鸟类36种。仅去
年下半年至今年2月，济源太行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利用红外相机
捕捉到金钱豹的影像资料就达42次；河南唯一一种灵长类动物——
太行猕猴，也从之前的400余只发展到现在的3000余只。

河南济源：

好生态引得珍禽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冯淑娟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向好，位于济源的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物种逐渐丰富。图为在这里安家落户的珍稀禽鸟。

郑卫光摄（中经视觉）

新疆博湖县悉心守护“母亲湖”——

博斯腾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耿丹丹

博斯腾湖位于新疆中部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境内，被誉为

巴州人民的“母亲湖”。曾经由于入

湖河流相继断流和上游工农业污

水、废水排入，湖水水质变差。

2017年以来，博湖县重拳整治侵

占河道、非法排污等行为，实现了污

水入湖零排放，并通过应急输水解

决了断流问题，让博斯腾湖生态环

境得到了持续且稳固的改善。

位于新疆中部、天山之南的博斯腾湖
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境内，其上
游的开都河河水进入焉耆盆地后，汇入博
斯腾湖，是注入博斯腾湖的主要水系。博
斯腾湖养育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80%
以上的人口，维系着巴州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二师的工业生产、农业灌溉、城镇
生活，被誉为巴州人民的“母亲湖”。

“博湖县因湖而建、傍水而居，保护
好、治理好博斯腾湖，我们义不容辞、责无
旁贷。”博湖县委副书记、县长巴岱说,多
年来，博湖县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
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博斯腾湖生
态环境得到了持续且稳固的改善。

黄水沟变清水河

芦苇在波光粼粼的水中荡漾，不时有
海鸟在水面掠过。近日，记者在博斯腾湖
的第二大源流——黄水沟看到了这样的
景象。“因为上游过度开发，黄水沟一度断
流。”随行人员告诉记者。

黄水沟是注入博斯腾湖诸小河流中
最主要的支流。过去10余年间，随着上游
工农业发展用水增加，造成原本入湖的河
流相继断流。“受此影响，博斯腾湖水体只
能在西南角进行小范围循环，对博斯腾湖
水质造成影响。”巴岱说。

同时，黄水沟流域内产生的工业废
水、城市污水和农田排水直接或间接进入
黄水沟，并经黄水沟流入博斯腾湖，大大
影响了博斯腾湖的水质。

2017年以来，以博斯腾湖重污染区域
黄水沟为重点，博湖县开始实施清污分
离、截污分水、河道疏浚、河湖连通等整治
措施，重拳整治侵占河道、非法排污等行
为。同时，实施焉耆盆地各县市、农牧团
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田排水综合治
理，实现了污水入湖“零排放”。

“止污”解决了，如何重新恢复黄水沟
与博斯腾湖的水系连通？“应急输水”解决
了断流难题。从2018年8月开始，新疆塔
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管理局连续实施了
从开都河经解放二渠生态闸向黄水沟及
博斯腾湖生态调水，累计调水3.39亿立方
米，结束了黄水沟断流10余年的历史，重
新恢复了黄水沟与博斯腾湖的水系连通，
使博斯腾湖西北面形成又一个水体循环
区域，博斯腾湖水质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让群众参与管护

2017年，博湖县将境内灌排渠纳入河
长制管理，确保每条河流、每条排渠都有
具体责任人、工作职责、考核标准。同时，
博湖县还引导群众参与到河流管护中，建
立了巡河常态化机制。

本布图镇那音托勒盖村距博斯腾湖
不到2公里，因此成为湖泊守护的“主战
场”之一，村干部布音特是众多基层湖
泊守护员中的一个。自2017年起，承担
了湖段长工作的布音特需要沿着约30公
里的巡湖路线，查看有无污染排放、垃
圾倾倒等情况。由于巡湖线上有很多沼
泽地和浅溪，只能靠骑马巡湖。“我从小
在博斯腾湖边长大，村里的人都沿湖而
生、靠湖吃饭，保护它是我们应该做
的。”布音特说。

不仅各级干部纷纷担任河长湖长，一

些特殊的群体——“市民河长”“民间湖
长”也主动参与进来，成为河湖保护工作
的新力量。博湖县将每月2日、16日确定
为全县“保护母亲湖志愿清洁行动日”，组
织志愿者开展沿湖巡查，用实际行动保护
沿湖生态。

因水而生、因水而美、因水而兴。
近年来，博湖县既在“守”字上下功
夫，更在“治”字上做文章。全面落实
主体功能区规划，严禁“三高”项目进
博湖。以博斯腾湖水环境治理为重点，
累计投入1亿元用于博斯腾湖生态环境保
护，一大批项目投入使用。2019年，博
湖县投资776万元建设了中水回用项目，
每天可将2200立方米生活污水处理转化
成为中水用于城市绿化。为了更好地治
理农田排水对博斯腾湖水质的污染，去
年9月，博湖县实施了农田排水消纳地排
水工程，新建扬排站1座、维护老旧扬排
站2座，修建排渠23.6公里，年综合利用
消纳排水量725万立方米。

在保护中发展

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内，不到30米
就能见到一个垃圾桶，景区厕所内干净整
洁。“景区内设立了专门的垃圾回收站和
污水处理系统，垃圾都是日产日清。”博斯
腾湖大河口景区副经理高凤侠说。

旅游兴县，旅游强县。近年来，博湖

县围绕博斯腾湖做好旅游文章，2002年，
博斯腾湖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规
划面积3503.5平方公里，水域面积1646
平方公里。

“开发的同时更要注重保护。”巴州博
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规划环保科科
长高耀斌介绍，2017年，博斯腾湖风景名
胜区总体规划批准落地，其中，保护性规
划把博斯腾湖的资源进行了分级，“分三
级保护区，分别设置了严格禁止建设范
围、严格限制建设范围和控制建设范围。”

“目前，环绕博斯腾湖建设了2个旅游
镇、1个旅游村、6个旅游景点和19个旅游
服务部。”高耀斌说，“科学规划、统一管
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是我们在景区规
划中遵循的方针。”

博斯腾湖还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
基地，拥有草鱼、鲢鱼等32种鱼类。多年
治理的生态效益逐年转化为经济红利。
在距离景区不到1公里的乌兰再格森乡，
分布着大大小小20多家农家乐。农味园
农家乐经营者贾德良告诉记者，这几年生
态环境逐年改善，景区规划越来越好，来
这里吃鱼的游客越来越多，旅游旺季一天
能接待30余桌。“这几年水质改善，大家都
反映鱼的口感越来越好了。”

近年来，巴州通过实施禁渔期专项治
理、人工增殖放流等措施，推广“人放天
养”的生态渔业模式，使博斯腾湖成为名
副其实的塞外“鱼仓”，带动当地6万余人
实现就业增收。

在新疆博斯腾湖湖面上，渔船引来鸥鸟上下翻飞、嬉戏觅食。 年 磊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