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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城打响绿色攻坚战
本报记者 郁进东

清晨，浙江宁波市镇

海新城箭港湖水面如镜，晨

雾袅袅。

治水员林善见和同伴划着保洁船，开始

了一天的巡湖工作。他们及时清理着湖面

及岸边的垃圾和水草。“得益于‘河长制’的

长效运行和居民环保意识的日益提升，治水

员的巡湖作业越来越轻松。”林善见指着波

光粼粼的湖面说。如今，箭港湖水系正积极

创建“浙江省美丽河湖”，为居民打造更为舒

适怡人的水域生态。

宁波市镇海区是我国华东地区重要的

重化工基地。作为国内 7 大石化产业基地之

一，镇海区正加快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

基地，高标准建设绿色石化产业，以发展方

式的绿色转型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的双赢。近年来，镇海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转型，“人、产、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提升

人居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品质之

城，让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更

强，让绿色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

底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这

为我们基层生态环境工作指明了奋斗目标

和工作方向。”宁波市生态环境局镇海分局

综合业务科科长王琛说，镇海要坚持一张生

态蓝图绘到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提高发展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和城乡面貌，

从而增强群众幸福感。

当前，镇海正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清废污染防

治攻坚战，开展清新园区建设，大力推进氮

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持续削减，深化挥发性

有机物源头替代；建设“污水零直排区”2.0

版；强化土壤污染综合防控；持续提升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水平，在更高的起点上建设美

丽镇海。

如果说镇海是宁波加快绿色转型发展

的生动写照，那么位于鄞州区明楼街道的

和 丰 创 意 广 场 则 是 宁 波 绿 色 转 型 的 点 睛

之笔。

地处宁波甬江东岸，曾经的和丰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是宁波近代工业起源中“三支半

烟囱”中的一支。而如今的和丰，不再是机

器轰鸣浓烟滚滚，已蝶变成为甬江时尚东外

滩风貌示范带，一个“富有人文关怀、充满创

新活力”的产城人文景融合型未来社区脱颖

而出。

从工业制造到设计智造，宁波老和丰纱

厂通过绿色转型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

益的双赢。纱厂旧址蝶变为国内最大的工

业设计创意基地之一——和丰创意广场，这

里被誉为中国创意产业界的“硅谷”，集聚了

3000 余名创意设计人才，是全国最大的工业

设计示范基地，也是全国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示范基地。截至去年年底，和丰众多设计机

构累计获得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等专利授

权 631 项，数量居宁波市各园区之首，为设计

成果产业化和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强劲

动能。

不仅如此，和丰社区作为浙江省首批、

宁波市首个落地的未来社区，正积极探索

基于数字化的生态建设。今年以来，和丰

社区联手华聪股份公司对园区进行了智能

仪表改造，建立能耗在线监测系统。该项

目将有效提升能耗管理水平，降低建筑能

耗和运行费用，为实现绿色建筑能效管理

系 统 提 供 必 要 的 数 据 准 备 和 平 台 基 础

建设。

如今的和丰，呈现出“望得到江水、品得

到文化、触得到绿色、享得到服务”的美好生

活画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支持绿

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

体系”。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罗雁南说，金融工作者必须积极践

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金融责

任和使命。

“今年以来，我行绿色信贷

的增幅达到了 135%，并成功落

地首笔碳减排贷款、首笔光

伏项目贷款。”罗雁南说，恒

丰银行宁波分行坚持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支持宁波

实体经济发展，为工业

硅领域龙头企业宁波

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等 企 业 累 计 投 放

绿色金融贷款超

40 亿元，为宁波

绿色产业发展

提 供 了 强 劲

的动能。

标准体系倒逼生态治理

杨学聪

日前，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介绍，经多年努力，北京基本形

成了国内最严格的地方生态环境

标准体系。标准先行开路，促进了

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突破和管理机制创

新，推动了北京空气质量的全面达标、

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

这套北京引以为傲的生态环境标

准体系，由“两个层次、九个重点领域”

构成，涵盖现行有效的地方生态环境

标准 111 项。百余项标准各司其职，

形成一张疏密有致的大网，使生态环

境监督管理有据可依、进退有度，让北

京实现空气质量全面达标、生态环境

整体改善，堪称重要的“幕后功臣”。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生

态环境标准是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重要支撑，在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具

有重要作用。用标准将生态环境治理

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建立完备的标

准体系是关键。

回头看，为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北

京早在 1998 年就在国内率先制定发

布了相当于欧Ⅰ与欧Ⅱ标准的《轻型

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十二五”

时期初步确立北京市环境保护标准体

系结构框架。之后，北京市生态环境

标准体系不断拓展优化，逐步形成包

括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环境噪声

与振动、放射性和电磁辐射等要素，分

为强制性、推荐性两个层次，涵盖排放

标准、监测方法及技术规范等多种类

型的标准体系。

借标准体系之力完善生态治理，是北京的成功经验，更是

可供后来者借鉴的样本。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已将搭建生

态环境标准体系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举措。这些地方标准的

发布和实施，充分发挥了生态环境标准的倒逼、优化、调整和

促进作用，对推动各地生态环境管理工作向法治化、精细化、

科学化转变，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重要支撑。

当然，就像运动员永远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依据各地

实际情况建立的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体系，也需要驰而不息、不

断进行优化提升，朝着更符合城市战略定位、更匹配环境保护

发展、更衔接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建设和体系的目标靠近。我

们相信，随着行业技术水平升级、环保水平不断提高，一个持

续关注适用性、适时修订不断完善的标准体系，将在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各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助力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道路上发挥更大作用。

贵州促进生态修复、破解菌林矛盾、助力农民增收——

神 奇 菌 草 生 绿 增 金神 奇 菌 草 生 绿 增 金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初冬时节，记者走进贵州省遵义市赤水

河流域大同河菌草生态治理示范基地。河

道两岸，一片高大翠绿的巨菌草起伏荡漾。

“政府出资、专家出技、农户出地，将原

有低效建设用地修复整理，种植巨菌草，有

效改善了流域水土流失、水源涵养污染、生

物多样性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贵州两山

生态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余娟说，用菌草技

术开展生态保护修复，不仅复绿速度快、治

理效果好，而且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既能

“生绿”也能“增金”。

作为赤水市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

与修复试点工程的创新做法，大同河菌草

生态治理示范在去年 6 月的全国重点区域

生态保护和修复经验交流现场会上得到肯

定 ，助 推 了 赤 水 市“ 两 山 ”理 论 实 践 基 地

建设。

修复生态好帮手

巨菌草，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首席科学家、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于

1983 年引进中国的草种。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山多地少，

降水丰富、气候适宜。巨菌草植株高大，根

系发达、适应性广、抗逆性强、产量高、粗蛋

白和糖分含量高，且在幼嫩时期营养价值

高，适口性好，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作为

“国家级星火重中之重项目”引入贵州种植。

巨菌草到底有啥效果？“实践下来，环境

条件越差，菌草生长得越好，巨菌草是名副

其实的生态修复草。”农工党黔西南州支部

副主委、贵州山环菌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显荣说。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板当镇

2015 年在南方电网贵州公司的帮助下引入

巨菌草种植，很快就让一个个“和尚坡”披上

了绿装，增强了山体抵御雨水冲刷的能力，

护住了稀薄的土壤。同时，该镇以此为契

机，建设了循环农业产业园，带动形成了菌

草种植、有机肥、食药用菌和畜禽四个产业

带，构建起了“种草养畜产菌，菌畜产肥养

草”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为当地群众提供

了就近就业机会。如今的板当镇，放眼皆是

绿色，一派喜人景象。

“随着植被覆盖率的提升，我们这里发

生泥石流、滑坡等生态灾害的概率大大降

低，如今已基本为零。”板当镇党委书记匡永

豪表示，该镇将继续用好巨菌草这个宝贝，

不断延展产业链，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的有机统一，让生态更美、群众更富。

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山区的贵州省惠水

县，长期饱受石漠化折磨，水土流失加剧，土

地生产力降低，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双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反复考

虑，在长期实验的基础上，惠水县政府今年

4 月 8 日与中科光启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利

用菌草治理石漠化，发展食用菌产业和畜牧

业等生态产业，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双赢。

“巨菌草在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土壤改

良、重金属吸收、石漠化和荒漠化治理、矿山

生态修复等方面能发挥重大生态价值，对又

好又快推进生态治理特别是矿山修复和石

漠化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贵州中科青

绿矿山修复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宋雅玲

说，传统生态修复模式较为单一，而菌草技

术修复模式打出新型生态修复“组合拳”，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2020 年 12 月份，“采煤沉陷区土地菌草

修复及产业化”写入《贵州省织金县采煤沉

陷区重点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获国家

发改委批复。2021 年 5 月份，“菌草生态治

理及产业化”写入《贵州省武陵山区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

方案》，入选全国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试点；2022 年 6 月

份，“菌草矿山生态修复及产业化”写入《贵

州苗岭山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

范工程项目》，入选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示范项目⋯⋯经过多年探索，利用巨菌草实

施生态修复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近年来，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联合贵州两山生态发展研究院、贵州中科

青绿矿山修复工程有限公司、贵州草缘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在贵州黔西

南、黔南、遵义、毕节、安顺等地开展了菌草

种植、“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以草代粮”

生 态 循 环 养 畜 、菌 草 生 态 治 理 等 试 点 和

探索。

目前，贵州省已有 10 多个县

的农户参与菌草产业发展，种植

面积超过 5 万亩，国家菌草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办事

处已落户贵阳，贵州省菌

草 综 合 开 发 利 用 技 术

工程中心示范基地已

落 户 黔 西 南 布 依 族

苗族自治州。

以草代木种好菇

走进贵州山环菌草科技有限公

司位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义

龙新区龙广镇的食用菌大棚，架上的秀

珍菇长势喜人。

“60 天 左 右 采 收 ，出 菇 期 可 间 歇 持 续

3 个月左右，一年能栽 3 季菇，一个菌棒可产

7 至 9 两鲜菇。”黄显荣告诉记者，在出菇高

峰期，每天在基地务工的群众高达 80 人。

贵州山环菌草科技有限公司在龙广镇

种植了 1000 多亩菌草，积极开展菌草“以草

代木”栽培食用菌综合示范，闯出了一条“生

绿增金”的新路。

贵州是食用菌产业的发展适宜区。因

为投资周期短、见效快，食用菌产业深受贵

州群众喜爱，为该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贵州省推动乡村振兴

的主导产业之一。2021 年 4 月份，贵州山地

食用菌产业集群入选国家 2021 年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建设名单。

目前，该省有 80 余个县（市、区）发展起

食用菌产业，其中重点县域达 30 余个，规模

化栽培食用菌 30 多种。

随着食用菌产业的快速发展，制造菌棒

的原料——木屑供应短板日渐凸显。

菌草作为多年生植物，种植一次就可以

收割 15 年以上，养护成本较低，相比树木的

生产周期大为缩短，供应也相对更有保障。

以菌草代木屑栽培食药用菌，不仅绿色

环保、成本低，而且比传统用木屑栽培的食

药用菌质量更好，有效提高了菌业的生产效

率，更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在让百姓致富

的同时，也保护好绿水青山。

“当初使用菌草技术是为了减少木屑使

用量，保护生态环境，但经过使用发现还能

大大节约成本。”黄显荣说，菌草一年可以收

割四到五茬，因是多年生植物，基本上只需

第一年投入成本，接下来就可以一直收割。

“以草代木发展食用菌产业，可解决生

态破坏和资源紧缺的问题。目前，已筛选育

出适用菌草栽培的食药用菌品种 58 种，若

菌草代木率达 50%，仅栽培香菇一项，每年

可节约木材 1000 万立方米。”林占熺说。

生态循环牲畜肥

除栽培食用菌外，菌草“以草代粮”生态

循环养畜也是菌草在贵州发展的一大亮点。

“巨菌草系多年生碳四植物，生长快、产

量高、水分利用率高、营养丰富，是一种高

产、绿色、优质的生态牧草。”林占熺说。

数据显示，巨菌草在我国北方的鲜草亩

产量在 8 吨到 12 吨之间，南方地区能达到

25 吨到 30 吨。

新鲜的巨菌草可以直接喂养猪、牛、羊

等牲畜家禽，也可以加工成青储饲料，每吨

产 值 能

达 到 550

元左右。

除 了 直

接 用 作 饲 料

外 ，贵 州 草 缘

生 态 农 业 科 技

有限公司将菌草技

术与微生物发酵床养殖技

术进行了融合创新，探索出

了“菌草饲料微生物发酵床技

术”。

所谓微生物发酵床养殖，就

是将巨菌草进行粉碎后填入发酵

床，接入微生物菌剂，粪便通过发酵

床降解消纳，分解出含氮有机物，促

进饲料发酵，实现生猪低蛋白饲养；

而 猪 吃 剩 的 草 料 经 过 长 期 翻 拱 和 发

酵，则可成为菌物基质、栽培基质等所

需 的 腐 殖 质 ，进 而 实 现 废 弃 物 循 环

利用。

“相比传统养殖，菌草饲料微生物发

酵床技术有效解决了饲草短缺和污染问题，

不仅养殖成本更低、猪的肉质更优、效益更

好，而且有机、环保、零污染，具有较好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贵州草缘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孙少志说，将菌草技

术与微生物发酵床养殖技术叠加，让养殖场

形成了以菌草种植、畜禽养殖、饲料加工、畜

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等于一体的高效

循环微生物生态农业模式。

“菌草维生素营养成分含量高，可以

代替粮食喂猪、喂养鸡、喂养鸭⋯⋯”福

建农林大学客座教授黄逸洲说，在人们

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当下，生

态养殖必将成为一种趋势，这为巨菌

草发展提供了新空间。

菌草产业链越拉越长、覆盖面越

来越广，但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专

家表示，除了目前已较为成熟的食

用菌产业、畜牧业、有机肥产业外，

菌草在发电、造纸、板材等工业加

工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美 编 高 妍

①①

②② 图①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大关镇七里村的村民

在收割牧草。 （无人机照片）

图② 种植在以巨菌草为棒芯上的香菇。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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