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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有座“漂浮森林”
阳春三月的江西省南昌市，群芳吐艳、

绿意盎然。在南昌市高新区艾溪湖以北区

域，一片曾经污染严重的废弃鱼塘摇身一

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这就是以自然清新、野

趣 盎 然 的 独 特 气 质 悄 然 走 红 的 鱼 尾 洲

公园。

在 2022 年 国 际 AZ Awards 奖 项 名 单

中，鱼尾洲公园景观设计从 43 个国家的 70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斩获景观设

计奖与环境领导力两项大奖。从臭气熏

天 的 环 境 死 角 到 远 近 闻 名 的“ 漂 浮 森

林 ”，鱼 尾 洲 公 园 有 着 怎 样 的 前 世 今

生？经济日报记者日前走进鱼尾洲公

园实地探访。

营造四季变幻美景

迎着和煦春风走进鱼尾洲公园，

脚下的滨水栈道呈折线延伸交错，两边

水底的一丛丛水草清晰可辨⋯⋯不同于

以往单侧岸线游览的滨水体验，行走于这

里 的 栈 道 上 ，别 有 一 番 体 验“ 水 上 漂 ”的

乐趣。

“这些亲水栈道采用清水混凝土工艺

预制，铺设于水面上，与常水位高差约 15 厘

米。”项目设计方土人设计公司鱼尾洲项目

负责人叶开松介绍，游人行走于栈道上，能

有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感受。

长长的亲水栈道四通八达，连接着 136

座人工生态景观岛。从空中俯瞰，一片超

大的湖面上生态景观岛星罗棋布，彼此连

接又若即若离，如同漂浮的“水上森林”。

“初见如此布局，大家觉得很新奇。其实自

古以来，南昌市沿鄱阳湖区域所呈现的就

是这样的风貌。”叶开松说，1000 多年前，王

勃在《滕王阁序》里写到“鹤汀凫渚，穷岛屿

之萦回”，描绘的就是南昌有无数白鹤和野

鸭栖息的小洲，岛屿曲折回环的景象，“我

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再现《滕王阁

序》里的盛景”。

沿着亲水栈道一路向前，穿过一座座

景观岛，水岸边池杉成林、移步易景。“其实

秋冬时节这里更美，那时，这些树木由绿转

红，黄昏时分，湖水在夕阳映照下泛着金

光，简直就是一幅油画。”叶开松介绍，除了

种植池杉、水杉，水岸边还保留了香樟、枫

杨、构树等原有乡土树种，并栽种了再力

花、黄菖蒲、梭鱼草、水生美人蕉、花叶芦

竹、旱伞草、水葱等丰富的水生植物。

不仅岸线植物经过精心布局，鱼尾洲

公园还通过栽种四季常绿的苦草等沉水植

物建立湖底生态链，形成美妙的自然水下

景观。

乔木、灌木、地被植物以及挺水植物、

浮水植物、沉水植物等经过悉心搭配组合，

构成了由“水上森林”和“水下森林”组成的

湿地植物群落带。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

这些植物将整个鱼尾洲公园晕染出由绿变

红、再变金黄的不同色彩。游客不论何时

前来，都能欣赏到美景。

构建“天然海绵”净化系统

鱼尾洲公园不仅是一座“水生植物王

国”，更是一个独具匠心的自然生态净化

系统。

过去，这里只是一片荒芜的废弃鱼塘，

四周没有植物，塘底泥污染严重，常

年散发着恶臭。附近的发电

厂时常将废料倾倒于

此 ，形 成 了 一

片 粉 煤

灰 填 埋

场 。 每 当 下

雨，灰尘就不断被冲

刷到水塘中，水塘水质状况

十分糟糕。

考虑到该区域位于艾溪湖至赣江南支

的重要生态节点上，2018 年，南昌启动鱼尾

洲公园项目建设，并将生态修复与空间重

塑贯穿于始终。

“我们将‘渗、滞、蓄、净、用、排’理念融

入公园建设，努力打造一座集自然积存、自

然渗透、自然净化功能于一体的‘海绵公

园’。”叶开松说。

以前，鱼尾洲公园的外来水系在东侧

被明山渠隔断，南侧与艾溪湖的空间联系

又被艾溪湖北路隔断，是一处死水。公园

建设伊始，便实施了横穿艾溪湖北路的顶

管溢流井引水工程，将艾溪湖水贯通引流

进了原有的死水。

“南昌位于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

西岸，雨季经常遇到洪涝灾害。鱼尾洲公

园地处城市低洼地，一旦降雨，会有大量雨

水向此处汇集。”叶开松告诉记者，“我们在

设计时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在公园地形

整理过程中尽量维持土方平衡，因地制宜、

因势造景进行人工筑岛，并专门留出了给

雨水的空间，任它淹没水上森林。”

“绿地、湿地是最好的海绵体。”叶开松

接着说，公园通过大片湿地、绿地等“天然

海绵”及碎石路、透水沥青路、透水混凝土

路、绿地渗水沟等，共同构建了雨洪蓄滞系

统。整个公园能容纳水位上升 2 米，调蓄水

容积 88.2 万立方米，在雨季将有力缓解市

政管网压力，净化地表雨水径流，降低内涝

风险。

“水上森林被淹没期间，公园就变成了

一片沼泽湿地，另有一番野性的美。如果

碰上难得一遇的大暴雨，亲水步道也会被

淹没，这些地方就要暂时封闭。”指着脚下

的步道，叶开松告诉记者，步道上的长凳都

是由铝材制成的，既耐水淹，浸水后又容易

清洗干净。

除 了 成 为

城市的“天然雨水调

蓄 池 ”，鱼 尾 洲 公 园 还 将 绿

地、湿地按照深浅、水生植物不同，分成

了沉淀区、植物净化区、深浅净化塘区、稳

定区四个区域。艾溪湖原本的Ⅳ类水通过

艾溪湖北路的过路涵管引入鱼尾洲公园

后，经过四个区域的强力净化，水质提至Ⅲ
类，最终通过明山一渠排入赣江。

有了这套纯天然的生态系统，鱼尾洲

公园水系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自净”环境，

昔日一潭死水水质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

打造候鸟栖息通道

昔日荒芜多年的鱼塘藕田，变为今日

野趣横生的城市公园。路网的规划，让鱼

尾洲公园成为一座最适合散步的公园。

总面积约 55.6 万平方米的鱼尾洲公园

在保留昔日鱼塘田埂、堤顶路的基础上，建

立起了由亲水栈道、景观桥、风雨连廊、绿

道等多种游憩道路构成的 8.7 公里游憩慢

行系统。此外，设置了长约 3.1 公里的公园

绿道，为骑行爱好者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正值周末，来鱼尾洲公园休憩玩耍的

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湖边草坪和步道上，

人们或散步休闲，或打卡拍照，或观察植

物 ，或 做 森 林 瑜 伽 ⋯⋯ 玩 法 多 姿 、多 彩 、

多样。

一路逛下来，记者留意到，公园内很多

岛屿四周并没有步道，无法上岛。难道这

些岛屿只是用于观赏的？

“这些小岛都是留给动物的家。”南昌

市高新区城管局园林景观及环境科负责人

张阳介绍，鄱阳湖的浅滩是白鹤、白鹭、大

雁、天鹅等候鸟的重要觅食栖息地。

这些年，随着浅滩湿地的逐渐

减少，许多鸟儿无

处 可 栖 。 为 了

打造一条能让候鸟栖息的通道，设计师将

原本鱼塘的泥土和粉煤灰混合在一起，建

起了一座座漂浮小岛专供过往候鸟栖息。

同时，在湿地与城市道路交界处还种植了

大片枫杨林，起到降噪的作用，以免惊吓到

鸟儿。

鱼尾洲公园的出现重新吸引了鸟群的

到来。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景象，在这里

时刻上演。

“我们以前不会走到这里来，现在的环

境好了不止一点点，我和老伴都爱上了这

里。”70 岁的吴庆如家住附近，他说：“我们

晚上散步最喜欢来这里，看月亮倒映在水

里、看会发光的星水栈道，很美。”

吴庆如口中会发光的星水栈道，其实

也是设计师为帮助候鸟栖息而设计的“小

心思”。

“我们希望它们能在不被人类打扰的

环境中，实现与现代城市的和谐共处。”

张阳说，为大幅减少人工照明对城市候

鸟通道的影响，鱼尾洲公园在部分区域

专门减少了路灯设置，改为铺设荧光

石。每当夜幕降临，星水栈道自带

的“夜光”不仅为鸟儿提供了足够

的安全感，也为人们夜间游园增

添了静谧感、神秘感。

调蓄雨洪、美化环境、营

造候鸟栖息地、提供城市休

闲空间，如今，这座兼具

生态功能和美学价值的

海 绵 生 态 湿 地 公 园

已然成为南昌人

与 大 自 然 交

流 的 新

媒介。

绿色低碳勾勒农业未来
本报记者 常 理

前不久，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完成

了浙江省首单茶园碳汇交易，松阳县李

山头村的 3278 亩茶园累计产生 1416 吨碳

汇，实现交易额 5 万元人民币；在安徽省蚌

埠市怀远县全球环境基金农业示范区内，通

过采取固碳、减排、气候变化适应以及增效增

收等技术，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15%至 25%、

固碳量增加 12%至 17%、作物单产增加 5%至 10%

的成效。

如今，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这样的

案例越来越多。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发展

生态低碳农业。当前，我国农业低碳发展取得了哪些

成果？未来的发展路径是什么？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

科学院有关专家。

“农业既是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又是碳汇系

统。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情况

下，深入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坚持减排增汇替代节能协同推进。”农业农村部

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吴孔明指出。

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中国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报

告》显示，当前，我国农业以1/16的碳排放创造了1/10 的

GDP，主要农产品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我国基本

建立了农业农村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和政策体系，国家

重大农业绿色行动成效显著。

“从统计情况来看，我国农业农村碳排放是基础

性、生存性排放。它是保障民生福祉和社会经济健康

发展必需的排放，可以减少，但不可替代。同时，我国

单位粮食生产碳排放持续下降，万元农业 GDP 碳排

放、人均农业人口碳排放均远低于欧美等农业大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指出。

据介绍，为了发展农业农村低碳生产，我国采取了

一系列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和专项行动。其中包

括每年投入 1000 亿元左右的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

设。高标准农田建设既能提高节水灌溉等新技术采纳

率，又可以抑制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粮食增产与碳

减排协同作用。多年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大豆、马铃

薯、甘蔗等单位农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

我国历来重视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近年来，

在农业减排固碳战略、政策和技术措施研发推广等方

面取得显著成效。2015 年，我国向联合国提交的国家

自主贡献承诺推进农业低碳发展，同年颁布“一控两减

三基本”政策，提出农业节水、化肥农药零增长、农业废

弃物综合利用等措施；2017 年印发《关于实施农业绿

色发展五大行动的通知》；2022 年，农业农村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

提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十大行动”，降低农业温室气

体排放强度，提高农田土壤固碳能力，为全国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作出贡献。

未来，我国低碳农业如何发展？梅旭荣认为，农业

农村领域低碳发展的主要路径应该是减排优先、碳汇

补偿，以及降低单位农产品强度。

具体来看，在农业生产中，要主攻单产稳定，提高

总产和资源利用率，尽可能做到降低碳排放；提升农业

碳汇能力，推进农业生态价值转化。特别是要提升农

田土壤有机质含量，通过实施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

有机无机肥配施、生物碳还田固碳配肥；推进农业农村

减污降碳，发挥可再生能源替代作用；通过发展智慧气

象、韧性管理，采用新型能源，培育智慧农民来推动和

发展韧性农业与韧性农村。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站长严东权

认为，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市场主体和广大农民积极

参与的长效机制。既要加快技术研发，更要突出技术

推广应用。绿色产品、绿色投入品、绿色农机、绿色化

肥农药等不仅要研发出来，更重要的是要真正推广到

基层，让农民用上，这样才能让减排降碳的潜力真正释

放出来。

保护利用好古茶树资源

曹

松

3 月 1 日起，

《云 南 省 古 茶 树

保 护 条 例》正 式 施

行，标志着云南以地方

立 法 方 式 对 古 茶 树 资 源

进行保护，全省有了统一的

古茶树资源保护法规，避免了

各地保护标准不一的问题，对于

进一步规范古茶树资源管理和开

发利用意义重大。

云 南 是 茶 叶 大 省 ，茶 叶 种 植 面

积、产量全国第一，茶叶综合产值超过

千 亿 元 。 古 茶 树 是 云 南 茶 产 业 一 大 特

色，《条例》对古茶树进行了界定：指树龄

100 年 以 上 的 野 生 茶 树 和 栽 培 型 茶 树 。

据 初 步 调 查 ，云 南 目 前 有 集 中 连 片 的 古

茶树面积约 67 万亩、2000 万余株，分布在

云南 11 个州市。这些野生茶树群落、野

生 茶 树 以 及 古 茶 园 、古 茶 树 不 仅 是 茶 树

原 产 地 、茶 树 驯 化 和 规 模 化 种 植 发 源 地

的“ 活 化 石 ”，也 是 未 来 茶 叶 发 展 的 重 要

种质资源库，是极为珍贵、独特的生物资

源和茶文化资源。

不过，近几年古茶树茶叶价格连连攀

升，古茶树资源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一些茶农或者“承包商”市场逐

利，对古茶树过度采摘、粗放管理，甚至还

有使用化肥农药、非法移植野生茶树等现

象，让古茶树资源遭到破坏，长此以往必将

对茶产业长远发展不利。

对 古 茶 树 首 先 要 坚 持 保 护 优 先 原

则。云南的临沧、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古

茶树资源较多，当前，地方政府应尽快全

面摸清古茶树的家底，并划定保护范围，严格按照《条例》的要

求，尽快将古茶树调查、登记，建立古茶树资源目录，设置保护标

志，向社会公布，并进行有效的保护。

其次要做到科学的管理。古茶树作为植物也是有生命周期

的，过度采摘或者荒废不管都是不可取的。林草等相关职能部门

应按照绿色、生态、有机的要求，对古茶树的培肥地力、周边生态环

境、日常管护技术制定具体标准和规范。对古茶树所有人或者经

营人进行培训，引导他们科学施肥、修剪、防治病虫害、合理采摘。

对古茶树带有破坏性的采摘行为，或是过度采摘等行为，应依法进

行规范和严肃查处，避免涸泽而渔。

此外，保护是为了让古茶树能够得到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

随着古茶树茶叶价值的上升，古茶树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的合法权

益也应当被维护，让他们更有动力参与到古茶树保护和合理利用

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引导规范，对市场上假冒伪劣的古茶树茶

叶产品进行打击，让消费者买到货真价实的产品。对拥有古茶树资

源的地方，可以突出地域特点，打造茶叶公用品牌，用古茶树的优势

资源带动其他生态有机台地茶一起高质量发展。吸引社会资本打

造一批特色茶叶小镇、古茶庄园，推动茶旅产业融合发展。

云南丰富的古茶树资源是大自然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当下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古茶

树及其历史文化遗迹资源，未来必将实现更大的生态价值和经济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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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 袤袤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① 秋季，披上红装

的鱼尾洲公园，吸引无数市

民美拍“打卡”。

周 袤摄（中经视觉）

图② 鱼尾洲公园兼具

生态功能和美学价值。

（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