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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污腾地护巢湖减污腾地护巢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梁梁 睿睿 白海星白海星

近日，记者环巢湖行程 200 余公里，走访调研巢湖湿地

建设和保护现状。

跻身我国五大淡水湖的巢湖，一度出现水质污染、洪涝

灾害、岸线崩塌、湿地锐减等问题，被列为国家“三河三湖”治

理重点之一。2018 年，环巢湖十大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启动。今

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公示了

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合肥市

申报的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

目榜上有名。

如今，巢湖湿地自然生态正得到全面修复，巢湖水质明

显改善，国控断面考核全面达标，栖息鸟类升至 300 多种。

契机

长期以来，受流域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巢湖入湖水污

染负荷居高不下，肩负多种功能的巢湖流域湿地遭到严重破

坏。虽然也曾采取过一系列措施，但多出于防洪、污水处理和

景观改造等单一考虑，缺乏在流域层面把巢湖及其入湖河流

作为完整湿地生态系统进行保护的统筹规划，以至于经过多

年的治理，巢湖流域湿地生态质量下降、生态功能退化的趋势

仍然没有完全遏制。

治湖先治河。湖之根源在河，保护好入湖河流是保护巢

湖的前提。巢湖河汊沟渠纵横交错，仅入湖河流就多达几十

条。对此，合肥市创造性地提出：以巢湖为核心，构建环湖湿

地公园群，通过生态功能和湿地产业的分工互补，使网络型

湿地公园群保护体系取得 1+1 大于 2 的聚合效应。

治河先迁人。巢湖流域本来有着大片湿地，几十年前，人

口增长导致当地大范围围湖造田，把湿地开垦为农田，导致

湿地生态功能遭到严重破坏。沿巢湖各种大大小小的“圩”就

是那时形成的，恢复湿地需要腾退出一些圩，把圩里的土地

按湿地标准尽力恢复到自然状态。

肥东县十八联圩湿地建设就是典型案例。“十八联圩湿地

总面积有 4万多亩，目前是国内最大的人工湿地。”合肥十八联

圩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家政告诉记者。

2016 年夏天的一场洪水成为十八联圩湿地建设的契机。

洪水冲破了河堤，除了部分高地，十八联圩全圩被淹，3 个月

以后水才全部退去，全圩经济损失 1 亿多元。

“人不给水出路，水就难给人活路。”洪水退去后，当地政

府痛定思痛，决定全圩搬迁。李家政还记得当时挨家挨户做

工作动员圩里群众搬迁的场景，“很多群众不想搬，我劝他

们：这里地势低，再有洪水怎么办？在这里生产生活，耕种要

施肥，养鱼要饲料，都会污染巢湖水环境，再说政府给的搬迁

补偿条件也很不错。”反复做工作，圩里的村民们陆续搬了出

来，农民耕作的农田由当地政府通过土地流转方式租用，用

于建设湿地。对养殖户投建的养殖产业则通过核算产业价值

一次性给予退养补偿。

2018 年初，合肥市政府启动了南淝河口十八联圩生态湿

地规划建设，由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牵头联合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设计联合体开

展工程前期规划设计工作。项目总负责人、安徽省水利设计

研究总院水生态环境院副院长谢三桃说，十八联圩生态湿地

总体功能定位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一是构建健康湿地生态

系统；二是适度净化南淝河污染水体，削减入巢湖污染负荷；

三是蓄滞南淝河超标准洪水，提高南淝河防洪标准。

如今，站在南淝河入巢湖口的岸堤上向东望，只见十八

联圩湿地水草丰茂，空中飘着阵阵稻香。

安徽巢湖半岛国家湿地公园也是巢湖十大湿地之一，总

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它位于花塘河等 5 条进入巢湖的中小

河流入湖口，通过湿地的净化循环可以改善进入巢湖的河流

水质，通过湿地建设还能保护生态多样性。”安徽巢湖半岛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主任吴玲玲说。

肥西县三河湿地公园位于巢湖重要支流杭埠河入湖口。

肥西县林业和园林局党组成员朱南红说，累计投资 15 亿元

后，完成了湿地建设区域内近 3000 户的退居、退耕、退养工

作和 13000 亩土地流转，为水体生态修复、恢复物种多样化

创造了有利的自然环境。

“目前环巢湖十大湿地已投入资金约 58 亿元，湿地项目

建设资金实行市、县分担机制，湿地修复和水环境治理以市

财政投入为主，纳入巢湖综合治理项目统一调度保障，大部

分资金用于搬迁补偿。”合肥市林业与园林局湿地管理处处

长罗法龙说。

建设

地腾出了，湿地该怎么恢复呢？“我们主要规划了三个目

标，一是调蓄洪水，二是净化南淝河入湖水质，三是形成完善

的湿地生态。根据‘自然为主，人工为辅’的思路，尽量减少人

为干预。”谢三桃说。

记者在十八联圩湿地北部看到一个新挖的沉淀池，南淝

河河水通过引水口进入池中，在沉淀池过滤后，通过一东一

西两条主渠流向湿地两边。“这块湿地中间低，原来是村民挖

的渔塘，这些分割的渔塘通过建设工程连到一起，主渠的水

会通过湿地里的小沟渠汇集到中间面积 6000 多亩的湖中进

一步净化，然后再通过泵站流入巢湖。”李家政说。

水系联通是湿地功能修复的重要一步，要完善湿地功

能，维护生物多样性则是更加重要的工作。

“根据不同湿地的特点，我们精心挑选了一些适合本地

生长的植物为湿地建设提供参考。”朱南红展示了一份题为

《环巢湖十大湿地修复植物配置正面清单》的文件，里面提供

了乔木类、灌木类、挺水类、沉水类等不同种类的几十种适合

湿地生长的植物。

“富营养化、氮磷超标是影响巢湖水质的最大问题，芦苇

等水生植物就能从水体中大量吸收氮磷，这些氮磷再通过收

割芦苇的办法转移出去，从而减少水体氮磷含量。”谢三桃说。

在南淝河右岸合肥市包河区东大圩里的金葡萄湖湿地，

记者看到水质清可见底，不时有鱼从水草中穿过。

以前，“农家乐”的生活污水、地表径流与农业面源污染，

导致金葡萄湖污染底泥富集、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劣Ⅴ类水

质散发着臭味。控源截污、底泥清淤、活水循环、原位净化、水

景营造等 5 项措施，拉开了生态修复的大幕。

“农家乐”废水采用一体化净化设备处理；湖体底泥采用

环保清淤方式清理环保清淤方式清理；；太阳能推流曝气促进死水区水体流动太阳能推流曝气促进死水区水体流动；；

通过水生植物系统通过水生植物系统、、水生动物系统及微生物调控系统等构建水生动物系统及微生物调控系统等构建

健康稳定的水生态系统；结合

岸坡生态化改造、亲水平台及廊道修缮

等营造滨水休闲空间。治理 3 年后，金葡

萄湖湿地的主要水质指标稳定保持在地表

水 III 类标准以上。

“整个项目建设投入不到 800 万元，投

资少而成效明显。”谢三桃说，“我通过高

标准规划建设金葡萄湖湿地这样的库塘

小型湿地系统，连珠成串，更好地改善农

业大圩的生态环境。”

在合肥市庐江县马尾河湿地，成片的美人蕉

迎风绽放。庐江县森林保护站站长兼庐江县沿湖湿

地管理所所长邵建说，美人蕉不仅可供观赏，其根系还

会将流经的污水中的富营养物质吸附出来，转化为植物生

长所需要的养分，从而使水体本身达到净化效果。

在巢湖半岛国家湿地公园，记者看到道路两侧树上

挂了许多大小形状、洞口直径不一的精致人工鸟巢，满足

不同鸟类的需要。今年 5 月，公园安装了首批 200 只人工

鸟巢，以吸引更多的鸟类在园内安家，增加鸟类多样性和

密度。目前在巢湖半岛国家湿地公园栖息的鸟类就有 55

种，如东方白鹳、白琵鹭等已经成为这里的常客，湿地里

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野菱、水蕨等也越来越多了。

鸟有巢，虫也有窝。安徽巢湖柘皋河省级湿地公园用

蜂窝砖、竹筒子等一层层垒砌起来圆形虫塔。吴玲玲说，

这些都是昆虫的窝，它们虽小，也是湿地生态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能忽视了它们的作用。

管理

湿地建设投入不小，要保护好湿地生态，严格的管理

措施同样不可或缺。

立法是保护的前提，安徽省和合肥市两级出台了相关

地方法规，强化巢湖生态保护。安徽省人大制定了《巢湖流

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合肥市出台了《关于加强环巢湖十大

湿地保护的决定》，为环巢湖生态保护筑起“铜墙铁壁”。

有了法规依靠，还需精细化管理。合肥市印象滨湖旅

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合肥巢湖湖滨国家湿地公园受托

管理方，董事长方彪说，他们将湖滨国家湿地公园纳入合

肥市级林长制项目，还建立了安全巡护体系和专业保洁

团队。

在保护湿地的过程中，合肥市各湿地管理方还和当

地结对共建，吸纳因禁渔而上岸的渔民和因湿地建设失

地的农民。49 岁的肥东县长临河镇施口社区村民王啓春

原来在巢湖边以打鱼为生，在巢湖全流域禁渔后上了

岸，干上了“护鱼员”，每天都到巢湖岸线边上及湿地周

边巡逻。“以前巢湖水质不好，加上滥捕过捞，巢湖里的

鱼越来越小，越来越少。这两年巢湖的水质比以前好

多了，水里的鱼多了，飞来的鸟也多了，很多鸟以前

都没见过。”王啓春说。

为了更好激励各湿地管理方做好管护工作，

合肥市政府还准备每年拿出一笔专项资金用于

土地流转和维护管理等方面的生态补偿。“这些钱

不是撒胡椒面均分，我们给各湿地设置了出口水

质、生物种类等考核指标，目标任务完成好的能多拿

奖补资金，而完不成目标任务的，可能就拿不到这笔

钱。”罗法龙说。

环巢湖湿地群：合肥市编制实施了

《环巢湖湿地公园群总体规划》，规划建

设了总面积达 100 平方公里的 10 处湿

地，形成环巢湖湿地群，初步构建起环

湖湿地生态屏障。

生态建设花钱可不

少。以巢湖治理为例，

2012 年以来，合肥市在

这上面的投入已有几百

亿元，仅环巢湖十大湿

地 建 设 目 前 就 花 了 50

多亿元，未来一段时间，

还 要 在 这 方 面 继 续 投

钱。对于环境生态建设

的高额开支，有声音认为

这 些 钱 基 本 都“ 砸 在 水

里”了，不如用在别的地

方更值得。

这样的观念显然是错误

的。人类任何经济活动和社

会 活 动 都 要 依 托 自 然 来 实

现，如果生态环境不好，没有

干净的水和空气，基本的生产

生活都会成为问题，经济发展

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从整体上

看，生态修复的投入更大意义上

在于拓展地区和城市的环境承

载量，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拓展

空间。因此，生态建设的投入决

不 可 因 一 时 看 不 到 效 益 就 半 途

而废。

质疑声其实也和生态投入难

以像经济发展指标那样可量化有

关。修多少路、建几个厂，效益直

观。但是反映生态建设的成果，目

前仍缺少统一考核指标体系。虽然

各地也开始了 GEP（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指标体系探索等实践，但受自

然和社会条件制约，目前这方面进展还不快。在采访调研

中，记者也深入体会到：只有相应指标体系得到完善，生态

建设项目需要多少投资、应该达到什么效果，才能做到心中

有数，也能够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地区、不同项目、不同措

施间治理效果的差别，更好地激励高效的生态环保技术和

生态建设方式得到广泛应用、有效节约财政投入。

通过大力投入、多方努力，巢湖生态正慢慢变

好，但好的生态产品如何打通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

化渠道，同样需要深入探索。比如生态农业产品如

何更好体现其价值；每年收获的芦苇等水生植物

如何有效利用，环巢湖生态旅游如何更多吸引游

客；康养产业如何规划发展，等等。让好的生态真

正服务于人，进而实现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再更

好地反哺于生态，本就是生态建设的应有之意。

钱砸在水里值不值

金

风

广州突破“垃圾围城”
本报记者 庞彩霞

垃圾吊指挥员将垃圾投入进料口，烈火燃烧起来⋯⋯近

日，广州市资源热力电厂二期项目正式点火试烧垃圾，标志着

广州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的超大型城市。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广州实际管理人口超过

2200 万，每日产生超过 2 万吨的生活垃圾。“垃圾”，早被广州视

为发展路上的大问题。

2002年，广州兴建的亚洲最大生活垃圾填埋场投入使用，但

7 年后，广州日均垃圾接收量却已满负荷，一度面临“垃圾围城”

困境。“广州的垃圾一天不处理，能铺满近 10公里的路面，厚度达

0.5米以上；一年不处理，能堆成近 3座越秀山！”广州市城管部门

提交的一份报告，引起了广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垃圾围城”怎么破？反复研究论证后，广州做出了以循环经

济产业园组团布局，在全市东、西、南、北、中 5个方向布局统筹规

划建设 7个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决定。这一决定将焚烧、生化、填埋

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以组团的形式集中在一起，打造成为固废

处理为主、资源共享、设施共用的绿色低碳环保园区，彻底打破

以“填埋”为主的垃圾处理方式，建设以“焚烧为主、生化为辅、循

环利用”的分类处理新格局，最终实现垃圾“零填埋”。

从 2010 年起，广州陆续启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资

源热力电厂一期项目的选址工作，并于 2015年开始同步建设，创

造了全部项目两年半左右建成投产的“广州速度”，探索出了“政

府主导、国企承担、信息公开、共治共享”的“广州经验”。

如今，七大循环经济产业园已变为环保公园，在全国首创了

“循环经济产业园+环保主题公园”模式。走进位于广州市黄埔

区的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垃圾处理厂的固有印象被颠覆。园

区藏在一片青山怀抱中，沿小路蜿蜒而上，园艺景观精心布置、

慢行步道色彩鲜艳。去年，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被评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入选广州市“第一批广州网红打卡地名单”及

广州市内游精品旅游线路。据工作人员介绍，自对外开放至

今，这里已经接待了近 15万游客。

除了“颜值”之外，这些循环经济

产业园还拥有变废为宝的黑科技。“现

在，广州市平均每 100 户家庭里，就有

2 户使用的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在

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环保科教展厅

里，讲解员孙辉说，以福山循环经济产

业园内的广州市第三资源热力电厂为

例 ，项 目 一 期 生 活 垃 圾 日 处 理 能 力

4500 吨，年发电量可达 5.4 亿千瓦时，

可满足 20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随着广州市资源热力电厂二期项目点火试烧垃圾，广州全

市总的终端处理能力超过 3万吨。“未来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

只要市民群众‘分得出来’，我们终端设施就能‘处理得掉’。”广

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陶镇广说，到 2022

年，广州市的垃圾焚烧设计处理能力将达每天 3.3 万吨，规模化

厨余垃圾设计处理能力达每天 4500 吨，完全能满足广州 2035 年

前常住人口 2000万人、管理人口 2500万人的发展需求。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徐海云说，如今广州市

建成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不仅着眼于现有生活垃圾的及时处

理，还统筹考虑旧垃圾填埋场存量垃圾的处置，将在这方面成

为其他城市的示范。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徐晓燕徐晓燕 美美 编编 夏夏 祎祎

合肥湖滨国家湿地公园合肥湖滨国家湿地公园，，一群白天鹅一群白天鹅

正在水面飞翔正在水面飞翔。。

夏家振夏家振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巢湖半岛国家湿地公园鸟瞰巢湖半岛国家湿地公园鸟瞰。。 邱少林邱少林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一只水雉在巢湖半岛国一只水雉在巢湖半岛国

家湿地公园里栖息家湿地公园里栖息。。

钱茂松钱茂松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