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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自贸港一片碧水
本报记者 潘世鹏

挖土机、运输车往来穿梭，工人们正忙着夯实

地基、安装钢架等，记者在海南省文昌市珠溪河水

环境整治工程施工现场看到一派繁忙景象。

“河道附近 200 米内的养殖塘全部清掉，小型

生猪养殖场全部退出，养殖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用

不了多久，这条曾经的臭水沟将变成令人心旷神怡

的湿地公园。”文昌市水务局局长、市治水办常务副

主任吴志贤告诉记者，“为做好水环境综合治理，市

里专门组织去浙江学习考察。回来后，市委、市政

府下定决心，一定要综合施策解决河道污染难题。”

吴志贤说，文昌市计划通过引进大型农业龙头企

业，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实现水环境治理治标又

治本。

珠溪河是文昌市第二大河流，流域面积约 392

平方公里，长度 48.71 公里。为加快推进河流综合

治理工作，文昌坚持水岸、上下游全流域综合治理，

重点解决“污染在河里，根子在岸上”的根本性问

题，以“减排、增容”为核心，采取控源、治理、修复等

综合措施，重点强化水产养殖、畜禽养殖等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措施，加强镇村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和运营管护，实施重点河口水生态修复工程，推进

珠溪河水质稳定向好。

珠溪河的治理成效，是海南省全面推进“六水

共治”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共创美好生态的一个

缩影。

如今，漫步在琼州大地，碧水环绕，海蓝河绿，

一派迷人景象。城市乡村，河流湖库，绿水与蓝天

相映，一片怡人美景。

近年来，海南省以治污水为突破口，协同推进

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优海水、防洪水“六水共

治”，狠抓黑臭水体治理、城乡污水治理以及水产养

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快推进河道综合整治等，

开展全域综合治水，全方位保障水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美舍河被誉为海口的“母亲河”，是海口市文脉

的延续和象征。可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污染

逐步侵袭了河道，美舍河变成了“臭水沟”。海口市

从城市设计角度出发，将美舍河修复和城市设计融

为一体，采用“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景观

提升”的多元系统水环境技术路径及“全流域治理、

多部门联动、多专业统筹”的工作方法，对美舍河进

行生态治水和生态修复。经过整治后，美舍河又开

始变美了。

在海口市琼山区美舍河国家湿地公园里，鲜花

绽放，水鸟翩翩，人们在这里散步玩耍享受美景。

海口市琼山区河长办主任黄刚说：“市里非常重视

水体应急机制的运用，一旦水质发生变化，我们就

会启动水体治理应急机制。”2023 年，美舍河还被评

为水利部第二届“最美家乡河”。

九龙治水，多头管理，如何提高管理效益？政

府财政资金有限，如何实现水资源治理最大化？治

水如何不仅仅看水？面对这一连串现实问题，定安

县通过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政府“水当家”、企业

“水管家”的定安“水管家”模式，并在全省推广。

南水北调（定安）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彬说，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积极

融入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耕水产业，与定安

县在“水美乡村”、污水治理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双方合资打造地方涉水业务统筹实施平台，以“水

管家”模式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共同做好“水文

章”。一是以央企为主组建平台公司。南水北调

（定安）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由南水北调集团出资并

控股，定安县以水务资产入股，股权合作模式为公

司规范参与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打下了基

础。二是建立实行“水管家”模式。南水北调（定

安）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管理制度按照

集团公司要求执行，先期快速导入技术、管理、资

金等资源，解决目前定安县水治理面临的突出

问题。三是借力提升系统协同治水水平。南

水北调（定安）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利用央企统

筹整合各方和各种资源的优势，逐步推动建

立规划设计、前期工作、建管融合、投资融

资、智慧管理实施体系。通过创新投融资

模式，形成多渠道、规范发展、阳光运作的

资 金 筹 措 方 式 。“ 清 水 进 ，清 水 出 ”，定 安

“ 水 管 家 ”模 式 努 力 走 出 政 企 合 作 的 新

模式。

生态兴则文明兴，治水就是保生态。

海南各地在“六水共治”工作中用一项项硬

举措、实举措，守护着自贸港的一片碧水

蓝天。

黑龙江发展蜂产品加工业——

好 山 好 水 产 好 蜜
本报记者 马维维

清明节过后，黑龙江省虎林市、双鸭山市

饶河县最高气温回升至 10℃左右，各蜂场已

冰雪消融。

饶河县是位于我国东北边陲的一个小

城，乌苏里江就在它身旁静静地流淌着。清

澈的江水、绵延起伏的完达山脉、肥沃的黑土

地，滋养着饶河。顺着乌苏里江向上，与饶河

相邻的便是虎林市。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种

主要活动在虎林市和饶河县的东北黑蜂，是

我国优良的生态型蜜蜂品种。

近年来，当地优质的生态环境让东北黑

蜂蜂群数量稳步增长，蜂产品加工业快速发

展，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生态优良

从饶河县城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驱

车大约半小时，就到了蜂农佟瑞芳的蜂

场。“你看我这周围，全是原始森林！再

闻闻这儿的空气，是不是清新得很！”一

下车，佟瑞芳就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再有差不多 2 个月，蜜蜂就能出来采

蜜了。”

1997 年，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建立，

是我国乃至亚洲唯一的专门为单一

蜂种设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

护区重点保护对象是纯种东北黑蜂

和天然蜜源植物，是保护东北黑蜂

基因库的最佳环境。区内生态环

境良好，蜜源植物丰富，为发展养

蜂事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999 年，黑龙江饶河东北

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成立。现在，每年的 4 月

中旬到 5 月中旬，管理

局 都 有 工 作 小 组

对 保 护 区 内

饲养东北黑蜂的出窖群数、户数及杂化情况

进行检查。“比如 2021 年是饶河的丰收年，外

地异种蜂群大量涌入保护区周边放蜂、采集

椴树蜜，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高速收费站设

卡登记，并签订《不进入东北黑蜂保护区内放

蜂承诺书》。7 月份重点巡查保护区周边易外

来异种蜂群放蜂场地，9 月中旬对所有的养蜂

户进行秋季普查。”管理局局长于洋说，依法

堵截、清查、清除或销毁异种蜂群和杂种蜂

群，就是保证区内东北黑蜂的纯正，从而做好

东北黑蜂和蜜源植物的保护工作。

近年来，饶河县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黑龙江省级生态县、全国湿地保护工作

先进县、全国创建绿色化示范城市、中国天然

氧吧等荣誉称号。在饶河人看来，环境质量

的改善和提升，就是他们的最大追求。“2022

年，我们积极开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创建工作，始终聚焦生态制度、生态安全、生

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生活和生态文化六大

领域 35 项指标，分解创建任务，落实创建责

任。”饶河县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于泳说，

目前饶河县已获得生态环境部第六批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命名。

蓝天、碧水、清新的空气，成为每个虎林

人的共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全国十

佳 生 态 旅 游 示 范 城 市 、国 家 重 点 生 态 功 能

区⋯⋯一项项的荣誉，也成了虎林市发展蜂

产业的坚实基础。

记者来到虎林市龙江森工集团迎春林业

局公司曙光农场养蜂户刘广发家，房前屋后

一排排整齐的蜂箱映入眼帘。刘广发正忙活

着整理蜂箱，为蜜蜂即将出窖采粉做准备。

“好山好水产好蜜，这咱蜂农都知道，一

定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有良好的循环发

展。”刘广发说，自己不仅养蜂，还是积极的护

林员，平时对周围的人说的最多的就是要爱

护森林，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现在我们就是

脚踩一朵花都心疼哩！”

甜蜜事业

发自内心的爱林护林，

促进了生态保护，带动了蜂

产 品 行 业 的 发 展 ，

促 进 了 蜂 行

业 的 价 值 回 归 。 黑 蜂 蜜

的品牌价值不断提高，切

实 将 养 蜂 户 金 灿 灿 的 蜂

蜜 转 换 成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收益。

刘 广 发 是 迎 春 林 业 局 公 司

较早养殖东北黑蜂的一批蜂农，“我家

的蜂蜜不愁卖，因为和蜂产品公司达成了

协议，产蜜品质达到要求的他们来收，现在收

入还是非常可观的！”刘广发告诉记者，自己

以前是散户，只是一罐一罐地摆摊卖货，手里

有好蜜但是销路小，“自从我们的养蜂场被划

为了‘迎春黑蜂’的养蜂基地后，手里的原蜜

变得更加有价值。”

刘广发所说的“迎春黑蜂”养蜂基地隶属

于虎林市的黑龙江省迎春蜂产品股份有限公

司，对于原蜜的采购，公司有着极为严格的“三

级管控”原则，“肉眼检查原蜜的颜色深浅、杂

质多少，波美度至少 42 度以上才符合我们的

标准。”蜂产品公司农产品化验员陈丽楠告诉

记者，化验室要对样品进行留样、封存，经过多

次检验，同时还与蜂农签署质量承诺书。

看起来繁琐且复杂的收蜜过程，是保证

椴树蜜高品质的前提和基础。为了确保蜜源

的纯正，迎春林业局公司在开启“迎春黑蜂”

事业之初，就设立了 5 个黑蜂养殖基地，进行

标 准 化 建 设 ，为 蜂 农 免 费 建 造 越 冬 保 温 房

1200 平方米、活动放蜂房 20 个，对蜂农进行

培训、指导、管理、监督和建档备案，并详实记

录饲养人、蜜源浓度、用药信息、采药间隔、取

蜜日期等信息，确保蜜源可追溯。

自从黑蜂养殖基地建立后，迎春黑蜂产

品通过发挥生态原产地优势，已经成为黑龙

江省名牌产品，在保护环境、保护蜂种的同

时，带动了林区养蜂户增产增收。现在，林区

养蜂户由原来的不足 55 户、蜂群不足 6000

群，增加到 500 户、2.5 万群，越来越多的林区

职工群众从伐木人变成了养蜂人、护林人。

前几天，虎林市神顶峰黑蜂产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战立新迎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

人。去年，公司入选农业农村部首期“乡村

商学堂”培训资格，这次是负责线上带货、运

营管理的指导教师们来到虎林市，一对一指

导 公 司 电 商 发 展 思 路 、管 理 方 法 。 战 立 新

说：“我们进入电商领域已经 7 年多，每年我

还会跑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中俄博览会等

十 多 个 展 会 ，将 线 上 销 售 与 市 场 终 端 相 结

合，把虎林椴树蜜销售到全国各地。”目前，

虎林市蜂产品企业、合作社和

个 人 开 通 网 店 、微 店

等 300 多家。

前景广阔

“从今年 1 月份到现在，公司一直处于加

班加点的生产状态，一季度共完成了 2000 多

个订单，加工蜂蜜 50 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0%。”在精炼蜜车间，黑龙江省迎春蜂产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冬说，工人们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椴树蜜加温、过滤、罐装、包装等

工作，追赶二季度销量新高。

作为黑龙江省蜂产品加工企业最多的县

市，10 余家重点蜂蜜企业组成了虎林市椴树

蜜生产加工的“主力军”。虎林市紧盯品牌打

造，通过参加大型展会、举办蜂蜜主题活动等

方式，不断提高虎林椴树蜜的知名度、影响

力。目前，虎林市域内已有 8 家企业、12 款产

品获得黑龙江省政府推出的省级优质农业品

牌——“黑土优品”的授权。

而坐拥得天独厚的条件，黑龙江饶河东

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甜蜜产业”发展

也不甘示弱：截至 2022 年底，保护区内共有蜂

群总数 2.58 万群，蜂场 423 个，养蜂从业人员

1500 人，蜂蜜产量 1548 吨。蜂产品加工企业

13 家，合作社发展到 47 家。年加工能力 9860

吨，产值 7430 万元，有蜜、粉、胶、浆四大系列

120 余个品种。

发展好“甜蜜事业”，生态优良是基础。

饶河县作出了一系列安排，那就是紧紧围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大战略部署，以

改善饶河生态环境质量为方向，于泳说：“比

如推进建成区外燃煤小锅炉淘汰，污水处理

厂建设，地表水的日常监测等，确保我县环境

质量全部达标，完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任务，确保生态补偿转

移支付资金不受影响。”

而在虎林，2022 年成立的蜂产业发展工

作专班，也在为创响“虎林椴树蜜”品牌做了

谋划，出台《虎林市蜂业管理办法》，促进“虎

林椴树蜜”蜂企联盟成立。支持行业领军企

业打出“联合联动”组合拳，虎林市蜂产业发

展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刘贞涛说，“推动蜜蜂

养殖、技术培训、蜂病防治、原料收购、生产加

工、品牌打造、产品销售等进行全产业链合

作，加强保护优质资源，强化产品质量监

管，打造网络销售平台，加强政策

支持，促进蜂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

在心中播撒绿色种子

魏永刚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也是植树造林、建设美丽

中国的好时候。勤劳的人

们从南到北，纷纷投身植

树造林活动中，在广袤大

地上种下片片绿色。我们

要在大地上栽种绿色的希

望，更要在心中播撒绿色

种子，让生态文明思想深

入人心。

这些年，人们切身感

受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我们全方位、全地域、

全 过 程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 性 、转 折 性 、全 局 性 变

化。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

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的

成 果 ，人 人 都 有 具 体 感

受。人工造林规模位居世

界第一，森林覆盖率不断

增 加 ，空 气 质 量 更 加 提

高 ⋯⋯这样的成绩，是人

们坚持不懈进行生态建设

取得的成果，也是生态文

明 思 想 深 入 人 心 的 生 动

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题 中 之

义。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着

独特功能，为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奠定坚实的自然基础，

提供丰富的生态滋养。我们追求经济发展的高

质量，也要追求生态良好的高颜值。要做到生

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关键就在于要把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播种进人们心中。

在心中播撒绿色种子是厚植绿色发展理念的思

想基础，要更加牢固地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的自觉意识，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走出一条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

的重大战略。在心中播撒绿色种子，就要牢固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更要把绿色发展理念体现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体现在生产生

活的行动中。我们要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把绿色发展融入治理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

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在人们心中播撒绿色种子，要注重从小处

入手，从小事做起，要让绿色理念成为生活方

式、行为方式。每一棵树都有生态价值，每一个

人都可以为生态作贡献。我们都是生态环境的

保护者、受益者，也是建设者。日常生活中，节

水节电、垃圾分类、栽树种草，点点滴滴的行动

都是在为绿色发展作出贡献。

建设美丽中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需

要人人参与、共同建设的事业。愿我们在心中

播撒绿色的种子，趁着大好春光，从种树开始，

种出属于大家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每个人

都为绘制美丽中国更新画卷尽一份心、出一

把力。

图① 黑龙江饶河乌苏里江国家

湿地公园的怡人景色。（资料图片）

图② 虎林市“迎春黑蜂”基地养

蜂场的蜂箱。本报记者 马维维摄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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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水相融的三亚河。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