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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胶东绿肺
本报记者 刘 成

“林场生态比较稳定，目前没有发现新

的虫害物种，如有新情况就要及时上报并进

行防治。”春意盎然，青岛平度市大泽山林场

的技术员庞成才正在记录诱虫器情况。同

时，林场山脚下的“引水上山”工程也在紧张

施工。

山间忙不停，空中也有一只忙碌的“眼

睛”。大泽山林场工作人员王文东正操控一

台无人机对地面巡逻队巡查死角进行“空中

巡逻”，立体化巡查确保防火安全。

仲春时节，位于大泽山省级自然保护

区内的大泽山林场进入防火和病虫害防治

关键期，“人防+技防”“人工防治+生物防

治”的综合性、精细化管护模式，为这座拥

有 70 多年历史的林场构建起全方位、立体

化的防护网络，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

步提升。

步入林场，一棵高大挺拔的毛白杨已吐

露新芽。“现在林场共有毛白杨、黑松等植物

1500 余种、森林覆盖率 98%，8600 余亩山林

日可释放氧气 500 吨、负氧离子平均每立方

米达 1.5 万个以上，成为胶东地区一处重要

的天然氧吧。”大泽山林场场长冷岩说，林场

的优质环境和生态理念也带动了周边环境

改善，目前，林场周边 20 公里内已建成 4 个

“国家森林乡村”。

继续沿山路而上，森林特有的清新气息

越发浓烈。“这些峭壁上的树，大部分都是我

们当年用弹弓‘打’上去的。”看到松树伸出

的 挺 拔 枝 干 ，第 一 代 林 场 人 林 在 东 兴 奋

地说。

大泽山林场位于北纬 36 度，气候温暖

适宜，原始植被基础较好，1949 年建场后，

挖掘提升山峰峭壁等贫瘠区域植被覆盖率，

成为第一代林场人面对的难题。“险峻的岩

壁上也有能补植的洞穴或缝隙，但如何把树

种种进去，让人犯了难，最终，我们是在弹弓

上找到的灵感。”林在东回忆说，他们用弹弓

将黄泥包裹的树种打到洞穴中，树种不仅有

发芽生长的土壤，还有充足的阳光，存活有

保障。

“弹弓种树”、见缝插“树”成为老一辈林

场人植树造林的回忆，但在守护林场过程

中，像这样的奇思妙想却不是个例。尤其是

上世纪 90 年代治理松毛虫病害的经历，更

彰显了林场人坚守绿色底线的生态理念。

“面对松毛虫病害，人工防治效果不明

显，这可难住了大伙儿。”大泽山林场副场长

辛春成说，后来了解到本地有一种灰喜鹊是

这种虫子的天敌，他们马上动身去几十里外

的地方寻找。

爬树顶、掏鸟窝、孵鸟蛋⋯⋯时年 20 岁

的辛春成没想到，儿时淘气的“本事”，竟然

用到了工作上。“没办法，这种灰喜鹊是野生

的，没有人工养殖，只能自己动手。”辛春成

说，孵化的 100 多对灰喜鹊放生后一个星

期，松毛虫病害就得到了控制，生物防治效

果非常明显。

走在林场中，看到树林间灰喜鹊的影

子，辛春成感慨道：“时间过得真快，数十年

的时间，灰喜鹊数量估计有上万只了，不仅

完善了林场内的生物链，更保障了生态安

全，虽然再也没打过药，却从没发生过大规

模病虫害。”

行至山脚下，一棵上千年树龄的板栗树

引人注目。“林场内板栗树很多，这棵是树龄

最长的，但野生板栗产量和市场效益不高，

推广价值不大，只能进行有效保护。”在冷岩

看来，丰富的物种资源是林场的优势、更是

林场的未来，要走上“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就要不断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我们还有百年猕猴桃。”冷岩说，林场

野生猕猴桃酸甜可口、产量高，且已适应本

地气候，加上当前市场效益较好，如果能成

功驯化推广，可有效助力周边村庄产业发

展、推动乡村振兴。目前，在青岛市专业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大泽山林场已开辟出 5 亩

扩繁实验园，对近 2000 株野生猕猴桃进行

驯化，预计明年可见效。

大泽悠悠、郁郁葱葱，置身高空俯瞰，以

大泽山林场为核心，与分布周边的美丽乡村

形成了“一场多点”的绿色生态格局，成为平

度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亮丽绿色。

绿色金融须稳中求进

郭子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发展的支

持力度。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末，

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22.0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8.5% ，全 年 增 加

6.01 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

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

为 8.62 万亿元和 6.08 万亿元，合计

占绿色贷款的 66.7%。

金融支持绿色发展，责无旁贷、

前景广阔。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环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

低碳化。绿色金融的职责，就是通

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借助信贷、债

券、发展基金、保险等金融工具，为

绿色低碳转型提供资金支持以及综

合服务。当前，产业、能源、消费结

构正在加快调整，相关领域的投融

资需求持续上升。党的二十大报告

明确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

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

系。可以预期，绿色金融的发展前

景将更加广阔。

金融支持绿色发展，难点在于

如何有效配置资源，为此，必须处理

好“稳”与“进”的关系。当前，尤其

要避免出现“运动式”减碳、“机械

式”去煤等行为。众所周知，受制于

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我

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较高，低碳

转型无法一蹴而就。但在实践过程

中，个别金融机构却“一刀切”，这既

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长远。金融机构要提高绿色经济的

识别能力，提升服务的精准性与有效性，不可未立先破。

接下来，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

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坚持“先铺轨道再跑车”，

完善顶层设计，推进产品创新，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目

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全球第二大的绿

色债券市场，国际吸引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稳中求进，应持续完善绿色标准。无规矩不成方圆，明

确标准才能规范发展。经过多年探索，我国的绿色金融标

准体系建设已取得积极进展。目前，《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

录（2021 年版）》等 4 项标准已发布，我国牵头制定的《G20

转型金融框架》也已成为各国发展绿色金融的指引。接下

来，要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碳核算、环境信

息披露要求，防范“漂绿”“洗绿”等造假行为。

稳中求进，应用足用好政策工具。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

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

个领域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目前，碳减排支持工具发

放再贷款超3000亿元，支持商业银行发放碳减排贷款5100多

亿元，2022年带动碳减排超 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下一步，可

积极探索、及时推出财政、金融支持工具，扩大政策覆盖面，充

分动员社会资金投向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项目。

稳中求进，应有序推动产品创新。新问题需要新方

案。接下来，要重点关注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问题。一方

面，在已有金融工具的基础上，稳妥创新股权类融资工具、

证券化产品、保险和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另一方面，加快

研制“转型金融”标准，为满足高碳行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

出现的合理融资需求提供依据。

青海统筹生态保护和水土流失治理青海统筹生态保护和水土流失治理——

力保一江清水向东流力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石石 晶晶

青海省境内黄河干流长度 1694 公里，

多年平均出境水量达 264.3 亿立方米，占全

流域径流量的 49.4%，既是黄河源头区，也

是干流区。青海，又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省份之一，2021 年青海省水土保持公报

显示，青海省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16.11 万平

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23.12%。

立足省情定位，青海省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高标准设

计、高效率审批、高质量落实”抓好水保工

作，形成了“设计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

的工作格局，加快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

综合整治、淤地坝除险加固等重点工程建

设，推动青海整体生态持续好转。

示范引领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西宁市西山的长

岭沟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走进园区，迎

面十几米高的路边坡上，用生态袋“品”字

形堆叠组成护坡，看上去植被繁茂；另一侧

山坡上三维网像毯子一样护住坡面，以保

护喷播的种子不被雨水冲走，好让植物在

坡面扎稳根系。

“我们采用营养土、黏结剂、种子等混合

物在坡面喷播进行表面绿化，形成整体的生

态柔性挡土结构，起到绿化和防止滑坡的作

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边坡治理应用场

景较多，一旦投入再次改动损失不可估量。

在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试验可行的情况下，

进 行 科 学 论 证 后 再 进 行 推 广 显 得 尤 为 重

要。”长岭沟示范园科研员王延秀说，这些不

同的试验结果在青海水土保持项目中起到

很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王延秀边走边讲，在水土保持科研方

面，长岭沟示范园以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

态文明为目标，通过坡面治理、沟道治理、

混交造林 3 种方式，灌溉造林与蓄水保墒

造林相结合，引水上山与雨水利用相结合，

水平梯田、条田与鱼鳞坑相结合，乔、灌、草

相结合，坡面治理与沟道治理相结合，植物

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形成了自山顶梁

峁到沟底沟道层层拦蓄，自沟头到沟口处

处设防、道道截流的城郊型生态综合防护

体系。

长岭沟示范园所在的片区，曾经土地贫

瘠、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

2005 年，被水利部评定为国家级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如今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

95%以上，土壤侵蚀模数由每年每平方公里

5000 吨下降到 1000 吨以下。

走在水泥硬化路上，道路两边树丛中不

时闪出惊飞鸣叫的野鸡。优美的生态环境

每年吸引大量市民来长岭沟示范园游玩，这

里也成为中小学学生社会实践的好场所。

“除了绿化和美化树种以外，我们现在还栽

种适宜的经济树种，既能发挥生态价值，还

能带动经济效益。”从绿化区到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改变的不仅仅是名称，还是水利

人从荒山到复绿、科研到育人生态理念变化

的缩影。

长岭沟示范园持续开展林木引种试验，

先后完成《浅山水土保持灌木研究》《南北山

绿化先锋树种—甘蒙柽柳》《中国沙棘嫩枝

扦插容器苗技术研究》等多项科研成果，在

西 宁 市 南 北 山 绿 化 中 得 到 大 范 围 推 广 应

用。《长岭沟科技示范项目》《城郊清洁型小

流域技术构建与推广》等课题研究项目，成

功应用到西宁市瓦窑沟、大寺沟、火烧沟、小

西沟等地的生态治理中。可以说，一处示范

园，产生了广泛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助

力了青海的水土保持。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长岭沟就像高原森

林公园，特有的植物和适应高原冷凉性气候

的各种苗木、花卉在这里安家落户，一幅以

保护水土资源为特色的生态远景正在徐徐

展开。

工程治理

湟水河是黄河第三大支流，湟水河流域

是青海省水土保持重点。该流域农业资源

优越，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左右，仅占青海全

省面积的 2.2%，耕地面积却相当于全省的

56%,居住着全省 61%的人口。西宁市大通

县是湟水流域的农牧业人口大县，水土保持

压力不小。

站在大通县逊让乡逊佈村的峨堡梁上

望去，坡改梯田看着十分规整，大块平坦的

梯田明显留有机械平整痕迹。“这些地原来

是水土流失严重的‘三跑田’，经过 2019 年

的 坡 改 梯 项 目 实 施 后 变 成 如 今 的‘ 三 保

田’。”大通县水土保持工作站副站长哈进菊

满满成就感。

从“跑”到“保”，不仅改变了当地群众传

统耕作方式，解放了劳动力，还为村民带来

收入的增加。

大通县逊佈村党支部书记王进元说：

“我们村 4600 多亩旱地‘坡改梯’后，淘汰了

牛和马，各种大型机械可以开到耕地里，彻

底解决了撂荒地的难题。坡改梯后，现在有

700 多亩耕地被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承包，集

中连片种植油菜、土豆和小麦，耕地租金从

2018 年的 40 元涨到现在的 100 元至 400 元

不等。”乡村有了活力，群众致富的信心大大

提振，搞种植养殖的积极性高涨。如今，逊

佈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11500 元。

在田间放牧的逊佈村村民黄才郎聊起

过去的种田经历连连感叹：“以前是用牛和

马 种 地 ，家 里 16 亩 旱 地 每 年 从 清 明 耕 种

到五一，秋季时用手拔或镰刀割，碾完场

得 2 个月，赶下雪前才能把粮食收进粮仓，

现在我老伴不用干多少活，机械开到地里一

到两天全部可以收割完。”

哈进菊说，大通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

程区涉及 6 个乡镇，从 2013 年至 2022 年共

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专项建设工

程 10 项，实施“坡改梯”10.28 万亩，配套田

间道路 214.55 公里、排水沟 53.12 公里，总投

资 1.56 亿元。“坡改梯”工程的实施，有效减

轻了径流泥沙侵蚀，减少入黄泥沙。

大通县桥头镇的上庙沟和下庙沟村，是

大通县实施的生态清洁小流域试点工程治

理项目区，于 2021 年开工建设。在做好水

土流失治理的同时，两个村庄还积极改善农

业生产基础条件、开展水源保护与面源污染

控制等综合治理、改善人居环境，为乡村振

兴创造了基础条件。

“这里原来是垃圾坑，河道里面也是臭

水坑。”上庙沟村党支部副书记任锡恒说，经

过清洁小流域项目综合治理和建设，村道和

沟渠一系列的综合治理，垃圾坑变成现在的

村中心公园，“村庄环境变好，村民的环境卫

生意识发生了很大改变”。

“目前，我们正在上庙沟村建设游客接

待中心、停车场和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结

合娘娘山 3A 级旅游景区的改造提升，旅游

业将带动庙沟民宿和餐饮业的发展。”大通

县文旅局副局长马军说。

多措并举

因地处高原，青海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在治理水土流失过程中，系统治理是关键。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享有“天

下黄河贵德清”的美誉，清绿如翡翠的黄河

滔滔东流。“看黄河最美的还是我们贵德段，

因为水太清了，游客看到那么清的黄河连称

没想到。”家住河东乡太平村的张生福老

人说。

黄河穿城而过，贵德县是黄河上游人口

密集区和旅游核心发展区，水土保持任务艰

巨。黄河南岸分布着大量的稀疏草地和荒

山荒坡，沟壑纵横，地表破碎，生态环境脆

弱，水土流失严重，泥石流灾害频发。2019

年，贵德县水利局对黄河南岸片区进行水土

保持治理，面积 19.07 平方公里，布设谷坊

106 座，同时对直接汇入黄河的两条东、西

河 16 条支沟进行治理，对河岸淤积严重的

河道进行清淤疏浚。2018 年至 2022 年，贵

德 县 投 资 5070.31 万 元 治 理 小 流 域 面 积

101.52 平方公里。

贵德县几十年来持续保持着春季全民

义务免费植树造林的传统。一到春季，机

关、学校、农村、牧区纷纷植树造林。这些举

措在避免水土流失的同时，极大改善了空间

生态环境，使贵德的生态资源成为发展旅游

的亮丽名片。

最新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

省水利行业先后投入水土保持资金 24.7 亿

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综合整

治、淤地坝工程和祁连山水土保持专项治

理 4 大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拓展水土保持

生态建设，治理小流域 221 条，推进小型蓄

水保土工程 8677 项，新建淤地坝 36 座，病

险 淤 地 坝 除 险 加 固 153 座 ，新 修 梯 田 3.69

万公顷，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008.13 平

方公里。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十三五”期间，青

海省水利行业共投入水土保持资金 12.98 亿

元，实施水保工程 264 项，完成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1903.78 平方公里，水土保持投资和

建设规模分别是“十二五”期间的 2.09 倍和

1.51 倍。

目前，青海利用遥感等信息化手段持续

实施了三江源、祁连山南麓地区、青海湖等

重大生态治理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和省级水

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等

工作，及时定量掌握全省各级行政区及重点

流域、特殊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成效，

初步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水土流失监测

体系，为生态环境宏观决策、评价考核、责任

追究提供有力支撑。

青海“十四五”水利规划提出，青海以水

土流失治理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

设，加强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实现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双赢，加强江河源头生态保护、

提升水源涵养功能、担负起确保一江清水向

东流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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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大通县逊

让乡坡耕地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工程尕漏项

目区春季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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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大通县多林镇坡耕

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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