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1月 6日 星期日7 生 态

甘肃兰州甘肃兰州建设建设生态廊道生态廊道——

黄 河 之 滨 别 样 美黄 河 之 滨 别 样 美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深秋，站在兰州黄河南岸的望河亭中远

眺两岸山静水动：绿树遮阴的黄河步道上，市

民悠闲漫步；南北两山与沿岸湿地、桥梁、雕

塑等景观融为一体，黄河生态廊道画卷徐徐

铺展。

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

给区，要首先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

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兰州要在保持黄河

水体健康方面先发力、带好头——近年来，兰

州市做好黄河文章，建设山青、水净、岸绿、景

美的黄河生态廊道，打造黄河安澜行洪、黄河

母爱共享、黄河生态造福的“黄河福道”，不断

擦亮“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新名片。

目前，黄河兰州段实现了水生态环境质

量“两个百分之百”：一是兰州市国控、省控断

面水质优良率 100%，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

Ⅱ类水体；二是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筑起防洪堤

兰州，因拥河而立、地势险要，古称金城，

取“固若金汤”之意。穿城而过的黄河水为整

座城市增添了灵秀之气，却也曾带来水患。

今年 9 月 17 日，黄河甘肃（兰州）段防洪治理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兰州的防汛能力明显提

升，防洪体系日趋完善。

黄河干流兰州段全长 150.7 公里，其中城

区段（西固区西柳沟至城关区桑园峡）河道长

47.5 公里，共有河岸线 95.044 公里。黄河干

流兰州段防洪工程未实施前，除 22.364 公里

的天然陡坎不需防护外，已建成河堤 56.92 公

里，还有未建河堤 15.76 公里。

2012 年 7 月 30 日，多年未见的一次大洪

水为兰州防洪体系敲响了警钟。当日，黄河

兰州段洪峰流量达 3860 立方/秒，造成沿河兰

州市城区段多处堤防坍塌，沿河大量农田、蔬

菜大棚被淹，水利设施、河堤、码头、道路等遭

到毁坏，直接经济损失达 6.2 亿元。

“兰州是全国重点防洪城市之一，随着黄

河流域综合规划的实施和城市的发展，提升

黄河沿岸防洪能力已经迫在眉睫。”兰州黄河

河道管理站站长陈孝伟说。2015 年 10 月，总

投资 16.79 亿元的黄河甘肃（兰州）段防洪治

理工程开工建设，目前，工程已完成新建堤防

11.67 公里、新建护坡及护岸 23.86 公里，维修

加固堤防 40.19 公里。

随着工程的建成，兰州市黄河干流防洪

工程新建和维修加固段防洪标准对应洪峰流

量 6500 立方/秒，农防段防洪标准对应洪峰流

量 5640 立方/秒，极大地提升了防洪能力。

在兰州城关黄河大桥北西侧，当年被河

水冲毁的河滩岸坎已被一块块排列整齐的网

格结构生态预制块替代，网格里长满了茂密

的高羊茅和芦苇等绿色植物，在增强护岸强

度的同时，有效防止了河水冲刷造成的水土

流失，也保护了河道堤防。

陈孝伟说，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通过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高标准实施了块

石填基固堤、土工膜防渗反滤、加筋麦克垫护

基固石护坡防冲的驳岸生态景观综合治理方

案，既满足了防洪防冲功能，又实现了景观绿

化美化功能。

近几年，兰州黄河干流防洪工程经受了

2018 年 3610 立方/秒和 2019 年 3730 立方/秒

洪峰长时间过洪的考验。同时，工程建设也

为沿河生态修复和景观打造奠定了基础，极

大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在黄河干流兰州段防洪工程实施前，未

建河堤段的河道内乱倒、乱建、乱堆、乱放问

题严重。防洪工程在实施中，为防止建成后

向河道倾倒垃圾等现象发生，对新建护岸临

河侧增加砼栏杆，对解决河湖“四乱”问题起

到了很好的治理示范作用。

护好水源地

在黄河兰州城区段上游西固区境内，总

长度 23.8 公里的沿河道与周边 57.26 平方公

里的范围，是兰州城市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承

担着兰州市 400 多万人口的饮用水供给。走

进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沿着水源涵养林的林

间小道步行到黄河岸边，河水静静流淌，眼前

生机盎然。

“10 年前，这片河滩还是撂荒地，周边有

些小企业，村庄生活污水散排，垃圾也随意倾

倒。”兰州市生态环境局西固分局水源办副主

任杨攀说，兰州市于 2013 年开始进行水源地

清理整治。随后几年，各级财政陆续投入 2 亿

多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栽植水源涵养林，

建成具有生态修复功能的水源地保护区。

随着清理整治工作的实施，兰州城市生

活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的企业都已关

停搬迁；附近 3 个村庄修建了 4 座小型污水处

理站，生活污水处理后用于绿化浇灌；沿线修

建防撞墙、隔离围网以保障市区“水缸”安全。

近年来，兰州市建立健全了水生态环境

问题巡查工作机制，组织开展重点区域、流域

定期巡查，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闭环工

作机制。同时，当地还建立起枯水期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与上下游城市联防联控，采取无

人机航拍加人工徒步排查方式，及时快速解

决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有效确保了水环境

安全。此外，兰州市还在黄河干流与甘肃省

内白银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市州建立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联合上下游协同治理，持续改

善水生态环境。

“入河排污口一头连着江河，一头连着生

产生活，是污染物排入水体的最后关口。”兰

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科科长马晓英说，兰州市

作为全国黄河流域 12 个入河排污口排查试点

城市之一，全面推进辖区入河排污口整治任

务，按照查、测、溯、治要求，完成辖区黄河干

流和主要支流各类入河排污口的查、测、溯任

务，并制订了“一口一策”整治方案。

据了解，截至目前，甘肃省内第一批兰

州、白银、临夏 3 个市州 4474 个入河排污口已

全部完成信息系统数据填报，并制订印发“一

口一策”整治方案，正在按照“取缔一批、整治

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有序推进排污口整

治，从源头上规范排污行为，从总量上控制污

染物排放，确保母亲河清水长流。

打造美河滨

“以前外地游客来这，在黄河边看看中山

桥，逛个水车园，到黄河母亲雕塑前照个相，

就算是来过兰州。现在沿着黄河风情线，一

路都是景点，一天根本看不完。”家住兰州市

城关区黄河北岸附近的王盛全老人退休后越

来越喜欢在河滨散步，尤其是逛兰州马拉松

主题公园。有朋友从外地来玩，他都会带着

看看黄河两岸不同风格的湿地。

兰州马拉松主题公园坐落于黄河北岸的

中心滩，以前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河滩地。经

过几年持续改造修复，这里已成为运动主题

的网红公园，与黄河南岸的兰州体育公园隔

河呼应。每天，沿着公园内 2.3 公里长的健身

步道锻炼、赏花的市民络绎不绝。

“目前公园已形成以马鞭草为主，沿河区

带状分布的醉蝶、波斯菊、百日草等野花组合

为辅，多种宿根花卉和花灌木为补充的花景

组合。”兰州马拉松主题公园主任王祖燕说，

园区植物种类达 40 余种，花卉种植面积占公

园总面积的 60%以上。

为统筹开发管理黄河两岸资源，2016 年

12 月，兰州市成立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管

委会，负责两岸景区的保护、

利 用 和 统 一 管

理。按照“一园一主题”的理念，对沿河 10 个

主题公园进行了改造提升，沿着黄河打造了

马拉松公园马鞭草紫色花海、百合公园“百合

花海”、廉政公园雾化溪流、市民公园牡丹园

和安宁樱花大道、七里河玉兰大道等特色景

观，并对核心区 20 公里公共绿地进行全面提

升，展现出黄河之滨一点一景观、一处一主

题、一段一特色的独特魅力。

黄河兰州城区段沿线分布有大块湿地 16

处。近年来，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管委会结合

河道健身步道建设，系统修复治理七里河黄

河大桥至雁滩黄河大桥段湿地，完成了马滩、

滩尖子湿地的建设及改造提升，正在实施天

水路高速桥至南河道入河口湿地修复治理项

目。今后，还将分步实施其他湿地的生态修

复治理，建设内容包括滩地整治、湿地生态修

复、生态驳岸、绿化种植、生态绿道以及配套

设施等。

随着黄河沿岸湿地生态日益改善，黄河

沿岸已成为越来越多候鸟的选择。冬季，有

大天鹅、普通燕鸥、渔鸥、棕头鸥等十多种候

鸟在黄河沿岸栖息越冬；春季则有蓑羽鹤、

灰鹤、黑鹳等候鸟迁徙经停。此外，还有赤

麻鸭、白骨顶、黑水鸡、黑翅长脚鹬绿头鸭、

斑嘴鸭等 50 多种湿地鸟类栖居于兰州各大

湿地。

健身步道工程的实施则贯通了兰州黄河

风情线核心区七里河黄河大桥至雁滩黄河大

桥段 20 公里健身步道循环圈，同时建成了重

要节点小游园 10 处，沿线生态绿化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栽植各类花卉约 150 万株，整理改

造运动健身场地 100 余处。

“2013年开始建设的健身步道是我们大景

区慢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黄河风情

线大景区管委会规划科科长苟红军说，2018年

以来，在沿线已建成健身步道的基础上，七里

河黄河大桥和雁滩黄河大桥之间的“断点”和

“堵点”被彻底打通，建成了集健身、游览、观光

等功能于一体的优质出行通道，集中展示了黄

河风情线的景观风貌，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绿

色出行环境。

兰 州 着 力 打 造 的 黄 河 河

滨 美 景 ，正 充 分 释 放 出

生态效益与社会

效益。

协同聚力保护流域生态

吴秉泽

日前，云贵川三省四市政

协发出倡议，呼吁社会各界携

手共同保护好赤水河，推动探

索构建赤水河流域生态文明建

设责任与利益共同体。

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的赤

水河，流经云贵川三省四市 16

个县（市、区），是长江上游重要

的生态屏障，也是长江上游众

多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

和繁殖场所，素有“生态河”“英

雄河”等美誉，生态意义重要、

经济价值巨大。

近年来，云贵川三省携手

推动赤水河保护，流域内森林

覆盖率和赤水河水质逐年提

升 ，地 表 水 环 境 水 质 达 标 率

100%。但赤水河保护形势依

然严峻。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今年 3 月在向贵州反

馈督察意见时指出，赤水河流

域部分企业违法建设、破坏生

态问题时有发生，对流域生态

环境造成威胁。

生 态 保 护 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守护好一江清水，保护好

河流、湖泊既非一朝一夕之功，

亦非一地一人可成，涉及上下

游、左右岸，必须有系统思维，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推动联动共治。

推 进 流 域 共 建 。 落 实 好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理念，深化区域协作、整合各方

资源，在涉及流域保护治理的

国土空间规划、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修复等重大

问题上，上下游、左右岸做到思路一起谋划，措施一

起推进，问题一起解决，推动生态优势进一步转化，

共同把流域范围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理

想之地。

推进流域共通。在基础设施上加强联通和衔

接，不断完善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交通更高

质量互联互通，促进流域保护机制更加完善，区域协

作更加便利。在发展规划上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

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加强经济协作，实现区域协调发

展、融合发展。在思想认识上要相通，树立河流保护

人人有责的共同意识，推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形成人人参与保护、人人承担责

任的强大合力。

推进流域共荣。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共生共存，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参与各方要牢固树立命运共同

体意识，抓共同利益，强协同发展，以增强流域整体

竞争力为目标，大力破除观念、地域、机制等方面的

障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

式，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强化绿色发展共识，汇聚流域

保护治理的强大力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

源、环境相协调。

推进流域共享。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建

设宜居、人文、美丽的绿色家园，是推进乡村振兴、实

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河流的生态保护、综合治

理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加快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丰富生态经济形态，走深走实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路子，把一江清水保护好，把通航河道运

用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

民群众，让生态保护、产业发展

真正造福流域、造福两岸人民。 “小蓝帽”护卫海洋蓝
本报记者 刘 成

“一湾海水抱远山，朝听鸟语暮看霞，青岛

的海实在是太美了！”刘海豹自豪地抚摸着自

己戴的那顶“小蓝帽”。

3 年前，他对青岛大海的印象一

言难尽：大片的浒苔被海浪冲到岸

边，暴晒后发出恶臭；每逢旅游旺

季，游客随手丢弃在海滩上的

垃圾也格外扎眼。“当时我就

想，要是有志愿者能及时清

理海边的浒苔和垃圾，对不

文明游客进行善意提醒，

肯定能让这座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的海滨城市更

加文明美丽。”当时青岛

并没有专门保护海洋的

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力

量参与力度也不大。

今 年 7 月 ，山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联 手 山 东

大学（青岛）发起了“小

蓝帽”保河护海志愿活动。活动迅速得到了青

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即墨鳌山卫街道

等多家单位的支持响应，一支支“小蓝帽”保河

护海志愿服务队迅速组建。

“只有以有限的志愿服务带动广大群众的

热情与监督，才能把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和践

行真正落到实处。”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李洁说。

和赤潮一样，大量繁殖的浒苔不仅会遮蔽

阳光，消耗海水中的氧气，威胁海底藻类及其

他海洋生物生存，还会影响海洋景观和海上航

道，干扰旅游观光和水上运动的进行。10 多

年来，青岛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浒苔难题，但收

效甚微。既然难防治，那就换一种思路——变

废为宝。那么，如何才能利用浒苔，创造出可

观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呢？

为探索“打浒”新方式，“小蓝帽”新成员黄

睿牵线他所在的山东大学（青岛）环境学院，组

建起一支“浒”尽其用的项目团队。

“我们收集浒苔拿到实验室后，制成浒苔

生物炭，探究厌氧发酵产甲烷过程中投加浒

苔生物炭对反应体系的影响；还开展了利用

浒苔制备浒苔基气凝胶，用于海水溢油清理

和海水淡化，探索浒苔‘取自海洋用之于海

洋’的实际应用可行性。”黄睿说，接下来，他

们团队将继续尝试多种思路，延伸浒苔处置

链条，通过“小蓝帽”科研力量践行环保人的

初心使命。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李紫薇说，为了支持“浒”尽其用项目团队的研

发工作，学院为项目组专门配备了导师，并接

洽了多家相关企业，以期在企业的带动下促进

项目的研发。

“小蓝帽”保河护海志愿服务队还前往即

墨区大管岛、小管岛，开展生态文明思想进海

岛、进渔民家庭宣讲活动，结合海岛生态环境

实际情况，科普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倡议养成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监督举报，制止各种危害海岛生态

环境的行为，共建清洁美丽海岛。

“自从‘小蓝帽’上岛服务后，我们岛上居

民的环保意识明显增强，现在岛上的环境变得

更美了。”青岛市即墨区鳌山卫街道小管岛卫

健主任邵妮说。

“‘小蓝帽’已经成为护海护河的生力军。”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的苟天朔给记者

讲了一个案例：“小蓝帽”志愿服务队在一次海

岸线巡查中，发现丁字湾有一个规模化海参养

殖场的尾水未经处理直排河道。经取样检测，

无机氮和颗粒物浓度超标，他们立即将这一情

况反馈到相关部门，展开行动，确保了水养殖

尾水达标排放。

通过一次次实际有效的行动，“小蓝帽”志

愿服务品牌效应逐步显现，赢得了社会的广泛

好评。

截至目前，“小蓝帽”已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20 余次，吸引了 4000 余名志愿者报名。

未来，“小蓝帽”还将借助高校资源优势和

经验优势，联合崂山区创建“崂山湾区美丽海

湾”，以鳌山湾和小岛湾为重点，通过加强入海

河流治理与监管、完成入海排污口整治、建设

海上环卫等措施系统解决湾区水生态、海洋生

态环境问题，真正发挥“小蓝帽”保河护海志愿

服务活动的辐射带动作用。

“生态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

展，是一个长期任务，我们要打好持久战。”在

李洁看来，生态环保工作需要日积月累，长久

坚持，才能呵护好人类共同的蓝天、碧水和

家园。

左图左图 夕阳映照下的兰州黄河楼夕阳映照下的兰州黄河楼。。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右图右图 市民漫步在兰州雁滩黄河大桥西侧的黄河步道市民漫步在兰州雁滩黄河大桥西侧的黄河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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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蓝帽”志愿者前往青岛市即墨区鳌山卫街道滨海公园采集浒苔

样品。 唐楚言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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