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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海碧波白洋淀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金秋时节的白洋淀，

水面如镜，芦苇金黄。54

岁的王振林站在村里的码头

上，看着眼前碧波荡漾的淀区，越

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他儿时记忆中的

白洋淀慢慢回来了。

王振林家住雄安新区安新县圈头乡邵庄子村，这

是一个典型的白洋淀淀中村，四面环水，靠水吃水。

过去的几十年里，王振林见过白洋淀“荷塘苇海、鸟类

天堂”的胜景，也感受过水体变臭的无奈。如今，白洋

淀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白洋

淀生态环境治理基本实现阶段性目标，王振林正在见

证着“华北明珠”重现风采的蝶变。

不让污水入淀

“不让一滴污水流入白洋淀！”2017 年以来，河北

省提出了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4 年来，

河北全省上下合力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战，

坚持控源、截污、治河、补水、搬迁综合施策，让目标变

为现实。

白洋淀地处“九河下梢”，在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

和保护攻坚战中，改善上游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是治本

攻坚之策。为此，保定市全面开展白洋淀上游流域综

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实施白洋淀综合治理和保护重点

项目总计 139 个，生态补水 28.9 亿立方米，为白洋淀

上游筑起生态屏障。

宽大清晰的大屏幕上，数字闪动，实时更新。走

进保定市徐水区污水处理厂中控室，工作人员正认真

记录着各组数据信息，监测出水水质等情况。

“现在这座污水处理厂实际日处理污水达 3 万立

方米，出水水质均已达到大清河流域重点控制区排放

标准，出水合格后，排入瀑河。”徐水区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彭红跃说，2019 年该厂实施提标

改造项目，目前，服务面积涉及 20 平方公里，服务人

口约 13 万人，是白洋淀上游流域综合治理的重点工

程之一。

几年来，白洋淀流域新建污水处理厂 25 座，原有

59 座污水处理厂全部提标改造，达到《大清河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河北省设立沿河沿淀化肥

农药禁施区，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完成流域内 37 个省

级以上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排查取缔

“散乱污”企业 3 万余家，持续保持动态清零。

随着入河污染负荷的持续削减，白洋淀上游入淀

河流水质实现了跨越式改善。今年 1 月至 7 月，白洋

淀 4 条有水入淀河流中，3 条水质达到Ⅲ类以上，实现

持续改善。

“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不仅仅是指白洋淀，而是

整个流域。”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高英华表示，流

域生态环境治理是系统治理，要强化上下游协同防

护，否则，很容易功亏一篑，“应当推进上下游、左右

岸、淀内外等全流域治理和保护”。

水清景美再现

白洋淀湿地生物多样性资源十分丰富，既是华北

地区天然的博物馆，又是鲜活的动植物物种基因库。

“白鹭、长脚鹬⋯⋯”杨海洋递给记者一只望远

镜，指着远处的水草间嬉戏的鸟类，讲述不同鸟的生

活习性。

2 年前，杨海洋来到雄安新区，成为中电建生态

环境集团府河河口湿地项目的工程管理部专业经

理。府河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于去年 6 月开始运行调

试，进入 3 年运维阶段，杨海洋留在这里观测湿地运

行状态。观鸟，也成了杨海洋的新爱好，每次出去巡

查他都会带上望远镜。这片人工湿地里，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鸟类栖息。

府河河口湿地工程位于府河、漕河、瀑河 3 条入

淀河流河口区，总占地面积约 4.23 平方公里，该工程

最大处理能力为每天 30 万立方米，是目前华北地区

规模最大的功能性人工湿地，工程功能以净化入淀水

质为主，兼顾应对上游雨污水下泄和湿地生态恢复。

“针对府河来水碳氮比低、氮磷浓度高的特点，这

项工程采用‘前置沉淀生态塘+潜流湿地+水生植物

塘’为一体的近自然水质净化工艺，相当于给入淀水

加装了几层‘滤芯’，达到净化效果。”杨海洋告诉记

者，工程调试运行后，入淀污染负荷中的氨氮平均去

除率达到 40%，总磷平均去除率达到 50%，出水水质

已经达到Ⅳ类标准，部分出水可达Ⅲ类水质标准。

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白洋淀湖心区水质达到

Ⅳ类，其中 4 个月为Ⅲ类，化学需氧量浓度为 23.7 毫

克/升，同比下降 9.54%，达到 10 年来最好水平。今年

1 月至 7 月，湖心区化学需氧量浓度同比下降 9.05%，

接近Ⅲ类水质标准。

“两年前，这里还是‘人进水退’的农田和鱼塘，现

在已经初步形成稳定的‘陆生—水生—湿地’植物群

落结构。”看到生机勃勃的人工湿地，杨海洋专门购买

了鸟类书籍和望远镜，“这片湿地已成为白洋淀区域

重要的珍稀保护鸟类分布区域，我自己现在能观测到

的鸟类就有 50 多种。”

据了解，2002 年白洋淀湿地保护区成立时，记录

有野生鸟类 192 种；近年来，通过加大白洋淀生态保

护 力 度 ，野 生 鸟 类 不 断 增 加 ，种 类 记 录 增 加 到 214

种。2020 年冬至 2021 年春的观测中，这里记录到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大鸨 48 只。为保护白洋淀水生

生物多样性，河北科学设置白洋淀禁渔期，累计增殖

放流水生生物苗种 1.5 亿多尾，白洋淀多年未见的鳑

鲏鱼、黑鱼、嘎鱼等物种重新出现。

恢复“华北之肾”功能

曾经靠水吃水的邵庄子村，如今“吃法”也不一样

了。“以前养鱼，有一年上游排污水，村里养的鱼都死

了。”王振林心里明白，水质变差，不只是上游的事，

“村里的生活污水曾经也是直排淀里。”

2019 年，村里的污水处理站投运后，邵

庄子村的村民们就再没往淀里排过一滴污

水，全村的所有生活污水都通过管网收集

进入污水处理站。

“新区成立后，白洋淀周边的小散乱

污的企业都关停了。”见到邵涛时，他正

在自家院里准备食材，洗菜的水也通过

下水道进入污水收集管网。以前上班的

塑料厂关停后，邵涛回到邵庄子村开了

一家“小邵农家院”，从网上学会了直播

引客，“多的时候每天有七八十桌客人，

少的时候也有二三十桌，收入稳定，还是

个绿色产业。”

记者了解到，为改变原生村落生活污

染物入淀的情况，雄安新区对淀中村、淀边村开展“一

村一策”专项整治，有序隔离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对 103 个淀中村、淀边村，因地制宜配建 115 座小型污

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后全部导排到淀外综合利用。

监测数据验证了王振林的“生态获得感”：经过实

施一系列治理措施，白洋淀生态环境和水质发生了历

史性新变化。淀区整体水质由 2017 年的劣Ⅴ类提升

到 2020 年的Ⅳ类，淀心区平均水质达到Ⅲ类标准。

今年 1 月至 6 月，白洋淀 4 条主要入淀河流及上游流

域 50 个河流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Ⅳ类，为近 10

年来最好水平。

目前，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已经从污染治

理为主向污染治理与生态恢复并重阶段转化。近日，

雄安新区管委会正式对外发布《关于雄安新区“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 年，白洋淀环境综合治理取得显著进展，“华北

之肾”功能初步恢复；到 2035 年，白洋淀综合治理全

面完成，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改善，白洋淀良性生

态系统基本恢复。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

进白洋淀水质精细化管控，推进实施淀中村、淀边村

面源污染隔离防控，疏浚白洋淀内部水流通道，打通

百淀之间的水力阻隔，实现百淀水系互联互通，保证

各入淀河流自由漫溢、无堵点，提高淀区水动力条件，

提升淀区水环境容量。

白洋淀位于京津冀地区腹地，是

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因其

地理位置独特，白洋淀在涵养水源、

缓洪滞沥、调节区域间小气候、保护

生物多样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被誉

为“华北之肾”“华北明珠”。

雄安新区与白洋淀，两者因水而联，也注定要

共融共生。一个黯然失色的“华北明珠”，显然难

以与“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相匹配。

当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的画卷徐徐铺开

的时候，“华北明珠”白洋淀也越擦越亮。要打造

美丽中国的雄安样板，必须推动白洋淀生态环境

治理和保护；统筹推进雄安新区城市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也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

白洋淀的“失色”，在时间上不是一天造成的，

在空间上也不是淀区本身的“消化不良”。站在新

的时空维度上，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既要

有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思维，也需要放眼未来综合

施策。

因此，要实现与淀泊共生共融的，不只是雄安

新区。立足区域生态改善，需要从全流域“一盘

棋”的角度出发，统筹谋划上下游、干支流、左右

岸、地表地下、城市乡村一体化管控。同时，采用

“防洪、补水、治污”三位一体系统推进，优化水资

源配置，严控污染源头，改善水源涵养状况，激活

湿地生态动力。

从 4 年多来的实践和效果看，白洋淀的修复

保护，既有顶层设计的统揽，也有日益完善的各

类长效机制；既有治标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也有

治本的一揽子“组合拳”。一组组翔实的生态监

测数据和治理项目实施数据，是白洋淀生态治理

成果的最忠实“记录者”；嬉戏水草间的飞鸟和畅

游碧波中的鱼类，是这片湿地变优变美的最佳

“代言者”。

未来，一座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

生态城市将会妙不可言，让人心向往之；一颗藻绿

荇青、琉璃万顷、孕育万类的“华北明珠”光彩重

现，同样让人充满遐想期待。

新城名泊相辉映
陈发明

守护赛里木湖蓝
本报记者 马呈忠

“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

湖蓝。”新疆赛里木湖，湖水蔚蓝、

清澈碧透，与遥远雪山共一色。游客

们在饱览湖光山色时，还不时地通过手

机“小屏”与远方亲人共享美景。

赛里木湖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阿地力哈

子·木哈提像往常一样驱车行驶在景区南门附近

30 公里的路段上，做好一项项琐碎细小的工作。“不

能让游客乱扔垃圾，禁止车辆碾压草场。”阿地力哈

子眼中有美景、心中有执念，“美丽的赛里木湖又

回来了，要好好守护她。”

赛里木湖湖面海拔超过 2000 米，湖泊面

积约 458 平方公里，这座高原湖泊湖水清透、

景色优美，古称“净海”。

“小时候在那边放牧，牛羊卧在草里都看

不到头。”阿地力哈子手指的北面雪山下，是他

从小牧羊的草场，“后来到草场的人畜越来越

多，牧草只能长到脚踝那么高，裸露的地方多

了，湖水也不清了”。

作为干旱内陆区高原封闭湖，赛里木湖生态

自我修复能力十分脆弱。2002 年前后，赛里木湖景

区植被亩产草量下降，近湖区域荒漠化加剧，特别是

环湖区 50 米到 500 米范围内土地荒漠化严重。核

心区实际载畜量超过可承载量，环境整治迫

在眉睫。

为 了 让 赛 里 木 湖 重 回 草 绿 水 清 的

“高颜值”，当地政府在湖区实施禁牧。“不能到夏草场

放牧，牛怎么办？羊怎么办？”拥有 400 多只羊的阿地

力哈子一度十分困惑。在政策扶持下，阿地力哈子家

的 500 多亩草场划入禁牧范围，国家每年给予每亩 55

元的草场补助。2012 年至今赛里木湖已累计实施禁

牧 50 万亩。

禁牧政策实现了人退、畜退。90 多公里的环湖公

路让车辆不再践踏草原；赛马场建到了博乐市；拆除

了违规建筑、取缔了不达标游船⋯⋯

在赛里木湖的克勒涌珠景点，游客争相与嬉戏的

天鹅合影。“湖区南边雨水足，播撒草种就能慢慢恢复

草场；东边干旱，除了播撒草种，还要上喷灌系统。”赛

里木湖管委会资源环境管理局林业工程师阿布都瓦

力·阿布力孜正在查看岸边草势：“目前，赛里木景区

已累积完成 5 万多亩裸露地块植被恢复，恢复率接

近 100%。”

2013 年 12 月，赛里木湖成为全国 15 个生态环境

保护重点支持的湖泊之一，确定了生态保护与修复、

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 5 大类重点工程；

加大生态固岸工程建设力度，有效防止湖水冲蚀造成

湖岸坍塌泥沙入湖；打出坚持源头防治，加强赛里木

湖流域内污染源治理工作等一系列“组合拳”。

如今，赛里木湖又恢复往日美景，湖体整体水质

保持Ⅱ类标准，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按照“区内

游，区外住”保护性发展原则，赛里木湖风景区综合服

务基地建在了景区外围东侧，为保护景区内的生态环

境，还在基地绿化种树 5 万余棵。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颁布实施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保护条

例》，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植入景区各项

工作中。

放下马鞭的牧民又在赛里木湖开启了新生活。

“上班包吃住，两口子上班一年有 5 万元的收入，生活

像风景一样美好，”阿地力哈子说，“在旅游淡季，每天

收入可观，旺季会更好。”

家住伊宁市的马海龙，将过去在湖边放牧的 15 峰

骆驼驯化为“骑乘明星”。看着游客骑骆驼拍照，他开

心地说：“过去吃草的骆驼也成了风景

中的风景。”

“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做好景区开

发。”新疆赛里木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何强说，景区大巴、区间车、游船、

取暖等动力来源都是清洁电力；生态厕所

排污用车辆运出景区外处理，不让一滴废

污水留在景区；牧民马队、驼队成为景区里

的风景线。

“现在平均每天游客量在 4000 至 5000

人。在旅游旺季时，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来

提高服务水平。”何强说，景区深入推进

智慧旅游，开设了“一部手机游赛湖”微

信公众号，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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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白洋淀的青头潜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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