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保护特色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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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西壮族自治

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

（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审

议。与初次审议稿相比，

二次审议稿拟增加对岩溶

（喀斯特）、海岸等特色生

态 环 境 资 源 的 保 护 性 规

定，实行分类保护。

特色生态环境资源为

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独特的自然景观和

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独

特性和稀有性，其种类繁

多、形态各异、形成条件复

杂，对其进行分类保护有

助于提高保护效果。

当前，广西岩溶石漠

化地区水土易流失、生态环

境脆弱，山体无序开发、山

体山貌破坏时有发生，治理

任务艰巨。广西通过增加

对特色生态环境资源分类

立法保护，可以明确各类特

色生态资源的保护范围、保

护措施、管理责任等，为特

色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

用和有效保护提供法律保

障，对推进水土流失科学治

理和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

复具有积极意义。

从实际情况看，特色

生态环境资源大多集中在

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山

区、有居民的海岛等区域，

要加大对这些特定区域的保护力度，在资金投入、项

目支持、人才培养上予以重点支持。要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这些地方的居民对特色生态环境资源保护

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保护生

态环境的良好局面。

特色生态环境资源大多具有景观属性，对于当

地发展绿色经济、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应实行山体和海岸等分级保护、名录管理，依

法禁止侵占、破坏山体山貌及海岸景观的行为，保护

景观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

复工程，有利于促进特色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修

复。要通过建立分类补偿机制，对不同要素的生态

保护成本予以相应补偿。同时，建立综合补偿制度，

按照生态空间功能，实施纵横结合的补偿制度，促进

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利益共享。此外，应积极

推进生态修复工程，通过植被恢复、土壤修复、生态

防护等措施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的功能。

在保护特色生态环境资源的过程中，保护与利用

相互促进，推动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要在特色生态环境资源富集区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清

洁生产等技术的应用，同时，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提高

产业结构的绿色化水平。还要引导树立绿色消费观

念，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此外，在科学规划和严

格管理的前提下，要有序开发特色生态环境资源的潜

在价值，发展康养、文旅、民族医药、特色种养等产业，

不断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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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水 青 山 路 更 宽绿 水 青 山 路 更 宽
——浙江长兴县生态保护见闻浙江长兴县生态保护见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黄 平平

浙北长兴，毗邻太湖。过去以煤为业，以

“黑”著称，水质发黑，天空发灰。

如今，传统产业转身绿色智造，从单一的

蓄电池到动力电池，从智慧储能到氢能、太阳

能、风能，长兴由“黑”变“绿”，煤城变成了绿色

能源基地，新能源产值有望达到 300 亿元，实

现了从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到发展经济、和谐

生存的迭代升级。

守护江河创新制

长兴由“黑”变“绿”，“河长制”功不可没。

早在 2003 年，长兴在全国率先创立“河长

制”：给每一条河流确定一名“河长”，作为治

理、保护河流的第一责任人。

“河长制”三级管理、职责分明。县级河长

统筹协调、镇级河长具体领办、村级河长日常

管护，每一条河都有专属管理员。

长兴的首创很快被浙江各地“拷贝”，“河

长制”由此走出长兴，走向浙江，形成了省、市、

县、乡、村五级河长架构。2016 年，“河长制”

推向全国。

目前，长兴县大大小小各级河长达到 472

名。在洪桥镇东王村，正在巡河的村党总支书

记、村级河长钦伟娟告诉记者，每天中午，她都

会带着手机、打开软件，开始一天的巡河。

“村里大小河流有十几条，平均每个月，我

都要对所有河流进行至少 3 次的全面巡查。”

钦伟娟说，从最初捡垃圾到后来改善水环境，

再到现在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河长的工作机

制、工作职能这些年不断更新，55 个河长工作

站覆盖全县，不光要查水面干不干净、岸上有

没有垃圾，方方面面都要查，一旦发现问题，拍

照上传，及时解决。徒步进不去的地方，就用

无人机。

去年 5月，长兴又开始运行“电子河长”，埋

在水下的传感器不仅可以监测水质，还能“追

根溯源”，能实时监测河流的色度、浊度、酸碱

度 pH 值、盐度值等 12项指标，一旦发现某个指

标出现异常，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源头，为

河流水质检测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撑。

护得水岸清，治河也致富。像东王

村，随着河流水质从Ⅲ类、Ⅳ类变为长期保持

Ⅱ类，优美的水域村庄环境先后吸引了三大农

旅融合项目，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不到 5 万

元，到现在突破 100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了 3 万多元。

生态修复探新路

到了长兴，不能不看“龙之梦”。

“龙之梦”是长兴依托滨临太湖的区位优

势，成功引进的全国最大的文旅综合项目。

7 个主题乐园、11 家酒店、13 座剧院、1 个太湖

古镇、野生动物园、全国最大的马戏城、3 万平

方米会展中心、5000 亩湿地公园集于一体，投

资额达到 251 亿元。

“这不仅是长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

资，更是长兴大力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促进生

态价值再现的生动案例。”长兴县委书记石一

婷告诉记者，“龙之梦”目前已经形成了“政府

生态修复+市场旅游投资”的模式，在保护原

有生态的基础上，项目设计充分运用自然与生

态独特景观，保留了原区域裸露山体、植被与

废弃矿坑，并设计建设了自然山水景观，特别

是酒店的选址，巧妙地遮挡住裸露的矿体，尽

数展现出自然风光的生态效应。

据了解，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东临太湖、

西依弁山，在长兴的县域规划中，目标是成为

长三角旅游度假第一目的地，一直以来实施保

护性开发。为实施“生态+”矿山综合治理模

式，长兴坚守一条底线：宜林则林、宜耕则耕、

宜建则建、宜景则景，着力改善矿坑周边生态

环境，实现废弃矿山资源循环利用。

碧岩和陈湾是图影旅游度假区的 2 个自

然村，因为没什么田地，800 多户村民一直靠

采矿为生，经济基础薄弱，外出打工的人越

来越多。

“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陈湾村村主任蒋海奇说，村民们已经不再

上山挖矿，也不需要出门打工。不少年轻人去

了县里的保安培训班，回来后在家门口的“龙

之梦”乐园就能上班了。

据称，“龙之梦”项目每年可吸引游客约

3000 万人次，累计解决 3 万余人就业，形成综

合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承接了大项目的溢出红利，当地的文化、旅

游产业都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长兴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百叶龙”在“龙之梦”的太湖古镇上演，

和当地的民俗结合打造“爆款”成为“龙之梦”的标

志性看点。因为这个项目的落地，一些在外打工

的年轻人准备回乡创办民宿，长兴的红梅基地也

准备将数万株红梅迁入“龙之梦”的盆景园。

零排运输有新意

除了“龙之梦”，长兴还有一条“空中

长龙”。

301 省道是长兴周边煤炭、石材原料、水

泥熟料的主要运输通道，每天途经省道的重型

卡车至少有 6000 辆次。高频次运输带来的交

通拥堵、汽车尾气、道路扬尘严重影响着生态

环境，成为当地的“心肺之患”。

如今，行进在 301 省道上，村庄宁静、树木

苍翠，绿色生态之美随处可见。路边一家食品

店的陈老板告诉记者，以前，开店根本不敢开

门，满天扬尘，现在店门可以放心敞开了。

从“闭门开店”到“开门迎客”，是因为路上

跑的车少了，货物运输有了一条“空中长龙”。

顺 着 陈 老 板 手 指 的 方

向抬头望去，只见一条十余米高的“长龙”横架

在半空之中，全封闭、全架空，犹如一条蜿蜒盘

旋的巨龙，十分壮观。

“这是一个全电物流的输送带项目，全长

绵延 22 公里，堪称全球距离最长的耐高温、全

封闭电力输送带，年运输量可达 1050 万吨，较

以前车辆运输的成本可以降低一半左右。”国

网长兴供电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全国首

个跨省数字化“全电物流”项目，“空中运输长

龙”串联了长兴及安徽广德等周边多家水泥企

业，以电代油将水泥产品直接密闭运输至物流

码头，推动水泥运输从源头到终端全程纯电

动、无污染、无噪声，实现全程绿色“零排”运输。

与此同时，长兴依托长湖申航道，创新推

出“空水联运”，建成浙江全省内河最大散货环

保型公用码头，并承接全电物流输送带终端，

形成“全电运输、全电仓储、全电装卸、全电泊

船”的全电模式。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长兴分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全电物流”项目的建成，推动了运输方式绿

色低碳转型，明显降低了水泥产品熟料的运输

成本、减少运输过程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

初步估算，全年可减少燃油2000余吨、减少尾气

排放1.4万吨，项目所在地小浦镇PM2.5环比下降

30.8%，全县 PM2.5下降 19.2%，有效破解企业发

展与绿色生态困局。

高原荒滩种新绿
本报记者 代 玲

盛夏 8 月，车过雅鲁藏布江南木林大桥

往南木林县城行驶，眼里便涌入无尽的绿。

近 50 公里的道路两旁，笔直的杨柳郁郁葱

葱 、昂 首 挺 立 ，让 人 难 以 想 象 这 是 在 海 拔

4000 米的雪域高原。

“15 年前，我因工作在这里待过大半年，

那时可没这么绿。”山东潍坊援藏干部高迎伟

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以前的照片。同样的地

方，那时只有一片刚种下的小树苗，哪有如今

茂密树林的半点影子。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地处雅鲁藏布江北

岸，平均海拔 4300 余米。由于枯水期河床裸

露，南木林县艾玛乡曾饱受风沙肆虐之苦。

“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举目四望不见家”

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那时，风沙一来，什么也看不见，生产和

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戴着护林员袖章的南

木林县艾玛乡德庆村村民赤烈说，2008 年，

山东潍坊第三批援藏干部人才进驻南木林

县，从植树造林入手开展生态援藏，随着一年

年接力造林，艾玛乡的生态环境开始一点点

变好。

由于流沙、高寒等原因，海拔近 4000 米

的雅鲁藏布江江滩曾一度是“造林禁区”。面

对“种也白种，种也不活”的质疑和几千年来

人们都难以战胜的风沙和土壤条件，山东潍

坊援藏干部人才根据专家意见，采用大坑、大

苗、大水、深栽“三大一深”植树方法，栽下柳

树、杨树 10 万余棵，同时加强后期管护，成活

率达到了 80%上，极大鼓舞了大家造林绿化

的信心和士气。

2014 年，西藏启动了“两江四河”流域造

林绿化工程，南木林县艾玛乡雅江北岸生态

示范区成为该工程的启动地。雅江北岸南木

林生态示范区正式启动建设，计划用 17 年时

间植树造林 15.1 万亩。

“截至目前，示范区已累计投资 2 亿多

元，其中援藏资金 6000 多万元，栽植新疆杨、

榆树、沙棘等各类苗木 200 万余株，建设绿色

走廊林网、水渠 100 公里，形成了集沙地、湿

地、草地、树林等自然景观于一体的生态建设

大格局。”山东潍坊援藏干部赵延亮介绍，每

年还从援藏资金中拿出 90 万元用于示范区

的管护。新一批潍坊援藏干部人才还计划改

造提升示范区的水系、护栏等设施，努力探索

维护生态示范区的科学有效办法。

在高原上，种活一棵树极其不易，离不开

精心管护。示范区采用网格化的管理方式，每

100多亩为一个网格，配备 2名护林员，负责浇

水、防治病虫害、清理枯枝、防火等工作。

2014 年 ，赤 烈 成 了 示 范 区 的 一 名 护 林

员。因为吃过风沙的苦，赤烈和护林员伙伴

们都一丝不苟、尽心竭力地管护着这片生态

之林、希望之林。

“巡护的时候，在树林里一转就是几个小

时。”赤烈说，春秋两季要忙着涂防虫的药；冬

天的时候，牛羊都回村了，要时刻防着它们进

入示范区搞破坏。虽然管护工作很繁琐，但

是眼看着一棵棵小树苗成长为一片片小树

林，赤烈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正是在精心管护下，示范区苗木成活率

达到了 85%以上，生态效益明显。与 2014 年

相 比 ，风 沙 减 少 1/3，核 心 区 氧 气 含 量 提 高

5%,空气湿度增加 10%。随着生态环境的持

续改善，示范区呈现出一幅绿意盎然、飞鸟翔

集的美好生态画卷。

风沙小了，艾玛乡的荒滩地也被改造利

用了起来。艾玛乡山巴村的索朗扎西家里共

有 42 亩地，其中有 6 亩就是改造荒滩而来。

眼下，这些地里种植的饲草已有半人多高，十

分茂盛，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索朗扎西说，没有种树前，风沙大得根本

没有办法利用这些荒地。现在生态变好了，

这些地都能种起来了，种上土豆和饲草，平均

每年能给家里增加近万元的收入。

凭着愚公移山的坚韧和勇气，南木林县

树种也丰富了起来。不仅有高原常见易成活

的种类，也开始试验种植经济林木了。

今年 4 月，正是南木林县植树造林的适

宜时节，新一批潍坊援藏干部人才在南木林

镇米如村山地种下了 40 亩榛子树。

潍坊援藏干部党锡强介绍，前期援藏工

作组专门聘请专家实地调研考察，结合

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进行科学论

证后，才选择了榛子树，以期实现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南木林人能种树、会种

树 已 成 为 一 种 好 口 碑 。

“我们承包了拉萨南北

山造林绿化工程中的

2 座荒山进行造林绿

化 。 我 们 有 信 心 、

有能力做好。”南木

林 县 百 兴 劳 务 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尼玛石曲自信

地说道，南木林

人 植 树 造 林 很

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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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

县仙山湖景区赏荷观景县仙山湖景区赏荷观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谭云俸谭云俸摄摄

长兴长兴““龙之梦龙之梦””一角一角。。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长兴县和平镇长岗村长兴县和平镇长岗村，，党员志愿者和党员志愿者和

村级河长在打捞水面漂浮物村级河长在打捞水面漂浮物、、美化河岸美化河岸。。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吴 拯拯摄摄

在南木林县境内拍摄的黑颈鹤在南木林县境内拍摄的黑颈鹤。。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张汝锋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