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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肥城：

再生水为企业解渴
本报记者 王金虎

眼下，正是山东省肥城市十万亩桃花盛开时

节。行走在肥城市的月庄河畔，桃之夭夭，灼灼

其华；鱼翔浅底，水鸟云集。摄影爱好者路玉国

扛着“长枪”“短炮”正取景拍摄。“前些年，一走到

这里便臭气熏天，现在这里简直就如一幅美丽的

风景画。”路玉国感慨道。

肥城市位于黄河一级支流大汶河流域，境

内主要支流为康王河和汇河，两河交汇形成康

汇河，汇入黄河下游重要蓄滞洪区东平湖。“每

天通过康汇河排入的水量在 10 万吨以上，丰水

期达 15 万吨，每年 4000 多万吨。它上游有两个

污水厂，出水虽能达到一级 A 排放要求，但离出

境断面Ⅳ类水质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东平湖还

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重要的调蓄水库，一旦水

质指标超标，就会对南水北调水质产生影响。”

肥城市水务集团党委副书记石忠说，月庄河是

汇河上游的一个支流，这里曾经是肥城市北部

老工业区。

2019 年以来，按照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 三 水 统 筹 ”共 赢 ，“ 治 、用 、保 ”同 步 实 施 的 原

则，肥城全面打响康汇河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攻坚战”。“我们专门设立了黄河战略推进小

组，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凝聚起推动黄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思 想 共 识 和

强大合力。”肥城市发改局局长刘相伟说，

协调破解难题，拓宽资金渠道，强力督导

落实。

面对巨大的资金投入缺口，肥城市

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 2.87 亿元、列支

专项资金 9000 万元，通过发行国债

融资 8700 万元。“这是重大国家战

略，没有丝毫的理由干不好。”肥

城 水 务 集 团 董 事 长 于 东 说 。

近 年 来 ，肥 城 市 先 后 投 资

7.9 亿 元 实 施 康 王 河 生

态修复、月庄河生态治理、大汶河防洪治理等河

湖项目。“投资 3.6 亿元的康汇河治理工程，对 21

公里河道进行生态整治，建设修复表流湿地 800

亩；两岸河堤铺设沥青路面、栽植柳树，岸坡栽植

护坡植物。”于东说。

肥城市化工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是

省、市、县三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重点项目。作

为康汇河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重头戏，该项目成

功争取泰安市第一笔黄河战略中央预算内资金

6513 万元，在河道下游建设了 1 座再生水厂。经

净化处理后的水，可满足现有企业和未来 10 年肥

城化工园区项目用水需求。目前，肥城市污水处

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 13 万吨，基本可以满足生产

生活需要。

以前，坐落在肥城市石横镇的石横热电有限

公司用水主要是开采地下水和引用黄河水。自

从再生水厂建成后，每年可为企业提供 1000 多

万立方米的用水。“这个再生水为企业‘解了渴’，

由于采用了超滤反渗透先进净水工艺，再生水厂

可为企业量身提供不同标准的生产用水，真正实

现经济发展和水生态效益双赢。”石横热电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存谦说。

肥城市水资源保护中心主任邵波说，再生水

厂投入使用，每年可减少地下水开采量 2100 多

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肥城市地下水资源紧张的

问题。

“此举解决了制约肥城市发展的‘水瓶颈’问

题。据测算，以再生水收益作为回报，整个康汇

河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3.6 亿元投资，预计 10 年内

可全部收回，真正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

赢。”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局长有保龙

表示。

重庆万州治理水土流失，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走走经果林产业富民之路路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阳春三月，春风暖人。在

重庆市万州区孙家镇快乐村，

100 多亩黄桃树绽放出朵朵桃花。

这片果园是村民钱孝坤 3年前种下的，今年进

入了丰产期。“海拔 900 多米，坡陡土薄，过去

想在这个地方种活一棵树，不容易。”钱孝坤

笑着对记者说。如今不一样，山坡改成梯田，

泥不下山、水不乱流，土肥了，树长得特别好！

万州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是长江上游

的重要生态屏障。由于地质地貌复杂，水土

流失一度制约当地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生产

发展。近年来，万州区委、区政府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实施了一批水土

流失治理工程，涵养了水、保住了土、增加了

植被，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呈现出一江碧水、

两岸青山的生态美景。

山坡地建成高产田

绵延 3 公里长的孙亭河，自西向东穿过

孙家镇，汇入长江支流瀼渡河。过去，孙亭河

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天干一团火，下雨遍地

流，水往河下跑，人在梁上愁。”这句顺口溜在

当地广为流传。“地块无法耕种，村民们纷纷

外出务工，漫山遍野都是杂草丛生的撂荒

地。”快乐村党支部书记刘荣国回忆道。

怎样才能留住雨水和土壤？万州区孙家

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张万青告诉记者，最近

几年，万州区实施了孙亭河流域坡耕地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工程，统一规划、整体推进，因

地制宜进行陡改缓、缓改平，将 3500 多亩坡

耕地改造成梯田，并配套建设了 13 口蓄水

池、5.7 公里灌排沟渠、6 公里作业便道等小型

水利水保工程，这些举措提高了水源涵养功

能 ，维 护 了 水

生态安全。

如 今 ，

孙 亭

河 流 域

形 成 了 集

中连片的水平

梯田。站在快乐村

的高处眺望，河谷流水

潺潺，两岸山川绵延，梯田叠

嶂，盛开的桃花、梨花点缀其间，昔日

贫 瘠 的 山 坡 地 变 成 了 高 产 田 、生 态 沟 、风

景区。

“耕作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了乡

村产业的发展。”钱孝坤告诉记者，耕地治理

后，自己从村民手中流转了 150 多亩荒山荒

地，因地制宜种上了辣椒、黄桃等经济作物，

产量和质量有了大幅提高，去年的黄桃销售

收入有 10 多万元。

在万州，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带来了生

态大效益。位于瀼渡河南岸的万州区甘宁镇

庙沟村，一梯梯菜地从山头向山脚延展。“随

着瀼渡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实施，曾

经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地’，变成了保水、

保土、保肥的‘三保地’。”庙沟村党支部副书

记李必坤说，耕地治理后，180 多户村民加入

合作社，在 3000 余亩土地上开启订单种植蔬

菜模式，实现户均增收 2.7 万元。

“2013 年至今，万州区已在 39 条长江次

级河流及其支流流域实施了水土流失治理工

程，完成坡改梯 3.62 万亩，新建水土保持林

5.64 万亩、经济果木林 4.54 万亩，共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 19.56 万亩。”万州区水利局党委书

记、局长陈绍斌说，全区建立了区、乡镇、村三

级水土保持监督体系和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对重点小流域、重点项目开展水土保持监督

执法和动态监测，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保护了库区生态环境安全。

经果林增绿又增收

一场春雨后，长江万州段两岸满目苍翠。

近年来，万州区通过实施生态林、产业

林、景观林“三林共建”，推进城市、集镇、农村

“三位一体”全域绿化，全面加强水土流失预

防保护。目前，万州区全域森林覆盖率提升

到 56.5% 、长 江 两 岸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升 到

70.4%，基本实现了辖区主要山体、长江及支

流两岸、城周九大山头可造林地绿化全覆盖。

记者驱车来到位于长江南岸的万州区百

安坝街道保安村，山腰上的油橄榄种植基地

里，1000 多亩橄榄树长势喜人。“去年橄榄果

产量 200 吨，初榨橄榄油 20 吨左右，产值超

500 万元，到明年盛产后，产量产值预计

还将翻一番。”重庆禄丰天润油橄榄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怀忠高

兴地说，通过种植油橄榄，

长江岸线一年四季山

清水秀，村民们

也 有 了 增

收致富的“摇钱树”。

“传统的种植模式需要频繁地对土

地进行耕种翻挖，会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而经

果林则不需要深挖耕作，加上林木根系发达，

具有更好的保水固土作用。”万州区林业局生

态修复科负责人任茂文说。

万州区把国土绿化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

结合在一起，按照“山下滨江景观廊道、山中

果树缠腰、山上绿树戴帽”的山体绿化美化空

间布局，根据立地条件，引导农民群众栽种柑

橘、柠檬、李子、油橄榄、油茶、山胡椒等经果

林 80 多万亩，实现增绿与增收的结合。

一江碧水，两岸橘香。记者在万州区龙

沙镇岩口社区采访时看到，不少村民正在果

园里忙着采摘柑橘。目前，万州区柑橘种植

面积超过 40 万亩，覆盖了 21 个乡镇街道，为

长江筑起生态屏障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群

众增收致富。

“水土流失治理后，土壤保水能力增强

了，公司投入 4000 多万元在长江北岸打造了

1060 亩标准化柑橘果园，带动 500 多户农户

实现增收。”谈起产业发展，重庆市海普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晏禹信心满满地说，预计今

年柑橘产量将超过 200 万斤，销售收入超过

400 万元，果农们户均增收超过 5000 元。

好生态带来好生活

驱车从万州城区一路向东，记者来到了

位于长江北岸的大周镇。这里，绵延数百亩

的中山杉屹立在长江岸线的消落带上，色彩

斑斓，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三峡库区的消落带治理被认为是世界性

难题。在长江万州段两岸，消落带每年周期

性水位涨落幅度达到 30 米。“消落带易造成

水土流失，泥沙淤积长江之中，影响库区生态

安全。”陈绍斌说。

为解决消落带水土流失问题，守护一江

碧水，万州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实施消落带

治理。记者了解到，当地一方面在长江两岸

建起 40 多公里库岸整治

和防洪护岸工程，

筑起水

土流失工程

防 护 线 ；另 一 方

面采取以生态修复为主的治理方式，通过试

点推广栽植中山杉、水桦、狗牙根、苍耳等耐

淹植物，构建了适应水位涨跌的稳定生态系

统，用植物的根系保水固土，为长江筑起了重

要生态屏障。

如今，长江万州段的消落带上已栽植中

山杉试验示范林 3000 多亩，70 多公里长的长

江岸线上形成了消落带绿色生态长廊，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遏制。

好生态带来了好生活。在大周镇，当地

利用中山杉景观和滨江地理优势，打造十里

滨江长廊旅游项目，建成日月广场、八角井广

场等景点设施，发展起乡村旅游。大周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屈卓材说，目前，全镇开办了

50 余家民宿、农家乐，近 200 名年轻人返乡创

业，去年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全镇人均年收

入达到 2 万元。

“ 通 过 水 土 流 失 综 合 治 理 ， 万 州 区 近

5 年的水土流失面积和水土流失率均大幅

下降，年均减少土壤流失量 14.22 万吨，年增

加蓄水量 194.51 万立方米，长江干流万州段

水质常年保持Ⅱ类，主要次级河流水质稳定

达标。”万州区副区长乔乾麟表示，万州区将

在巩固水土流失治理成果的同时，继续加大

治理力度，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让

一江碧水出三峡。

探索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赵西君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越来越成为各地生态文

明建设的共识。

我国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生态

资源富集，发展愿望强烈，但有些

地区由于基础配套设施相对落

后，资金、技术、人才等生态要素

规模小且质量不高，以及“双碳”

目标下更加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

等多种条件限制，绿色产业增长

乏力，规模集聚效应难以形成，导

致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

盾张力逐渐增加。当前，需要加

快探索和创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

值转化的新赛道。

顺势而为，大力推动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充分挖掘欠

发达地区丰富的生态、旅游、特色

农业和可再生能源等自然资源优

势，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引进相关

企业或扶持本地龙头企业发展一

批具有本地特色的绿色产业，全

面推进生态产业化。

发挥绿色优势，以生态资源

转化工程为牵引，大力培育一批

技术含量高、特色优势明显、可替

代性小的生态产业。例如，河北

张家口市发挥本地丰富的风能和

太阳能优势，形成了一批风电、光

伏、氢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提

前谋划布局、积极引进对生态环

境要求高，又不受市场区位条件

限制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如大数

据产业、环保科技产业、生物技术

产业等。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积

极整合欠发达地区内部资源，打

通产业链各个环节，形成协同效

应。积极创新和丰富类似“林下贷”“林权抵押贷”等多种形

式的绿色金融产品；积极对接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多层次多

领域构建森林、农业、草原、水域等生态资源碳汇市场，加快

推进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化，形成生态经济价值。

借势而上，不断将生态产业优势升级为品牌优势。品

牌能够为优质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带来乘数效应。浙江丽

水市的“丽水山耕”模式和福建省南平市的“武夷山水”模式

就是提升品牌溢价的典型样板。

树立品牌化意识，积极引导生态产业向规模化、标准

化和品牌化方向发展。以优质农产品为突破口，统一质

量标准、统一检验检测、统一营销运作，集中力量先行推

出区域公用品牌。积极与知名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和品牌

合作，共同推广和建设品牌，提升品牌效应。加强宣传推

广，同时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展览和论坛等活动，扩大知名

度和影响力。

乘势而兴，迭代升级生态产品创造新需求。一方面，加

强科技创新，积极研发创新不同功能、不同层次的生态产

品，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例如，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生态产业，不断增加生态

产品的现代感等。另一方面，不断提供更新颖、更高效的创

新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不同体验感。通过各类互联网平台

提供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努力提高生态产业服务

价值。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徐晓燕徐晓燕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一棵棵整齐的中山杉将万州大一棵棵整齐的中山杉将万州大

周镇抚琴广场点缀周镇抚琴广场点缀。。

何何 忠忠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重庆市万州区长江岸线重庆市万州区长江岸线

草绿花开草绿花开，，风景秀美风景秀美。。

侯本艳侯本艳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肥城市康润水务再生水肥城市康润水务再生水

厂周进周出辐流式二沉池厂周进周出辐流式二沉池。。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一江碧水穿万州城区而过一江碧水穿万州城区而过。。

冉孟军冉孟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