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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威海乳山市区东南海滨，海
岸沙滩宽阔绵长，沙质细腻松软、洁白
如银，“银滩”因此而得名。作为山东省
海岸带资源条件最为优越的岸段之一，
这里历来是度假、康养胜地。

过去，滨海房地产一度是银滩经济
发展的主导产业，但曾卖遍大江南北的

“银滩海景房”也给当地带来不少发展
的烦恼。乳山市近年来致力于推动银滩
从旅游度假区向宜居新城转型，全面优
化银滩生产、生活、生态布局，推动精致
城市建设。

环境之变：将海岸线还景于民

清新的滨海生态环境是银滩吸引
外地游客的名片。但过去一段时间里，
海岸线上零散的海参、牡蛎养殖，让游
客不能尽情亲海。

“我家就住在海边，以前岸线上的
养殖安置区不仅影响美观，垃圾堆放、
污水处理等问题也需要解决。渔业生产
活动加上台风、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侵
蚀，对海岸带的生态资源带来了损伤。”
银泰海景花园小区居民闫毅说。

居民有意愿，政府有行动。从 2020
年开始，乳山开始整治修复这段海岸
线，并建设多个滨海休闲公园。乳山市
滨海新区（银滩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
主任赵磊说：“一方面，为了把海岸线腾

出来，我们引导养殖户从生态核心区外
迁至产业聚集区；另一方面，为了让海
岸线美起来，我们在原有区域同步建设
占地面积 450 亩的休闲公园，打造‘水
清、岸绿、滩净、湾美’的生态岸线。”

如今漫步银滩沿海一线，从最东部
的洋村口大桥到最西部的潮汐湖湿地
公园，全长 21.7 公里的休闲公园、岸线
景观“连珠成线”，为人们提供了休闲、
娱乐和亲水的空间。

据介绍，乳山逐步建立起严格的海
岸线保护机制，大力实施海岸带综合整
治与修复工程。变化体现在一连串的数
据里：3.1 万平方米沿海违建、1.4 万亩
禁养区养殖筏架被全部拆除，900 多亩
牡蛎养殖区集中搬迁；1000 亩盐碱滩
涂被改造，14 公里砂质岸线、400 多万
平方米湿地被修复……

生活之变：让民生配套健全、便捷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一直是银
滩努力的方向。赵磊说：“随着银滩常住
居民日益增多，群众从衣食住行各方
面，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新期盼。”

在银滩冬季供暖上，乳山因地制宜
探索实施了燃气取暖、电取暖、空气源
热泵、地源热泵取暖等多种供暖方式，
来满足业主冬季居住需求。今年，银滩
又启动了热源提升项目，改造供暖小区

换热站 29 个，供暖管道 1800 米，供暖
覆盖面还将持续扩大。

在银滩部分新建小区，开发商除了
预留地暖供热管道外，还通过免费配套
增设燃气壁挂炉、空气源热泵等设施，
满足小区居民分散供暖需求。来自河北
的李丽说，每年春节假期她都会过来陪
老人住半个月。以前她选择在周边集中
供暖的公寓租住，现在她购置的海景房
可以燃气取暖，打开开关就能随时调控
室内温度，可以随走随停。

“银滩周边有 3 所省级规范化九年
一贯制学校，在校学生 3300 多人，其中
外地学生人数达到 1600 多人，占比已
经过半数。”乳山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考虑到外地居民的教育需求，乳
山市高标准重新规划建成了省级规范
化九年一贯制中心学校———白沙滩镇
初级中学，对外来居民采取优惠措施，
即便没在当地落户也可办理学籍。

在满足居民健康养生需求方面，乳
山以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为重点，乳
山市人民医院滨海新区院区、银滩医院
为基础的紧密型医共体，增设 6 个社区
医疗所，成立 12 个医疗巡诊团，引进了
一批康养企业，形成了居家、社区、医养
结合等多种康养模式。

此外，乳山还启动了莱荣高铁、乳
山口跨海大桥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开
通了直达周边青岛、烟台机场的机场巴

士；金鼎隐秀商贸城和西部利群阳光海
岸综合体商业配套项目有序推进，银滩

“15 分钟生活圈”正在形成。

产业之变：促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近年来，乳山进一步规范银滩海景
房销售管理，对在售项目全面推行“六
步购房法”，设立购房“五天冷静期”，加
强从看房、签约到售后的海景房销售全
链条监管，有效减少了购房纠纷。

同时，行业监督不断加强。新成立
的滨海新区房地产中介市场专项整治
工作专班，定期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常
态化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围绕流动摊
点、中介机构、广告宣传等方面，开展常
态化、全覆盖的联合执法行动，进一步
整顿和规范滨海新区房地产市场秩序，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此外，乳山还做活文旅经济，让居
民、游客对银滩有牵挂，“来了不想走，
走了常惦记”。据介绍，“风从海上来”等
一批文旅项目和特色夜市、啤酒音乐节
以点带面带动起夜经济消费聚集区；马
拉松、桨板、沿海骑行、沙滩排球等体育
赛事也为这里汇聚人气；随着多类型文
艺队伍不断整合，社区文化艺术节、书
画艺术节、摄影展等群众文化活动活跃
了银滩文化氛围。

栗建昌 王阳

这是一条流淌的“水脉”：它自黄土
高原东穿太行峡谷，奔流数百公里汇入
渤海，滋润燕赵沃土，参与缔造华北平
原。

这也是一条绵延的“文脉”：它蜿蜒
串起石家庄城建起点、历史文化名城正
定和享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美誉的
西柏坡。

风沙源、纳污坑、垃圾带，曾经，滹
沱河的“疮疤”让人扼腕叹息。后花园、
发展轴、新空间，如今，滹沱河的“蝶变”
令人心旷神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中，滹沱河“新生”画卷徐
徐铺展。

滹沱胜景历经“坎坷”

“霞明深浅浪，风卷去来云。”“一鞭
晓色渡滹沱，芳草茸茸漫碧波。”西出太
行，东流入海，与太行山山前大道交会
的滹沱河，是千百年来北上南下必经之
地，从古人吟咏之中可以想见滹沱河昔
日胜景。

发源于山西繁峙县太行山区的滹
沱河全长 580 余公里，属海河流域子牙
河支流。滹沱河流经石家庄市平山、正
定等区县，是石家庄最大、最主要的河
流。

深秋时节，沿滹沱河石家庄城区段
而行，只见秋水映照蓝天，水鸟悠然嬉
戏，两岸层林渐染，怡人风景如诗如画。
市民游客徜徉其中，欢声笑语，惬意休
闲。

沿河而居的正定县塔元庄村民，依
托优美的滹沱河景观，发展起现代农
业、旅游、康养等产业，乡村振兴迈上快
车道，全村年人均收入超过 3 万元。“真
没想到，世世代代守望的滹沱河，在今
天让我们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塔元
庄村党委书记尹计平高兴地说。

可谁能想到，滹沱河也曾经历污水
横流、沙坑遍布、植被退化的“伤痛”。

随着上游来水减少，城乡生产生活
用水增加，滹沱河黄壁庄水库以下河道
一度干涸、断流，鱼鸟难觅踪影。在较长
一段时期里河床盗砂猖獗，成为石家庄
市区主要风沙源。垃圾倾倒，工厂污水
直排，大大小小的污水坑，让过往行人
无不皱眉掩鼻，匆匆逃离。

过度索取和破坏使得滹沱河一度
变成河北省各大河流中环境承载能力
最差、水污染最严重、污染防治最为紧
迫的河流之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的石家庄河段，也沦为横亘在城市北部
的“生态疮疤”。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石家庄市把
滹沱河生态修复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实践，纵深推
进滹沱河治理。

自 2017 年起，石家庄市累计投资
180 多亿元，分三期对黄壁庄水库以下
109 公里河段实施系统修复。防洪优
先、生态恢复、布局业态、营造景观，投
资之多、规模之大、标准之高，如此生态
修复工程在石家庄史无前例。

“遵循河流自然形态，因地治河。”
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工程运维服务中

心主任康文忠说，主城区段“扩河为湖”
营造连续大水面，其余河段通过溪流串
联水面，营造“溪流湿地河道+小型湖
面”交替的湿地型河流。沿岸则以荒田
和河漫滩为基底，以洲岛、水塘、林地、
公园等为斑块，构建可持续河流生态格
局。

2021 年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
完成，累计营造生态水面 2680 多公顷，
沿岸新建、提升绿地 1 万多公顷，形成
一条光彩亮丽的生态景观带。上游水库
和南水北调中线多次生态补水后，滹沱
河初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
标。

“治理后河道行洪能力明显提升，
今年迎战‘杜苏芮’强降雨过程中滹沱
河安全行洪，为流域整体防洪作出了贡
献。”石家庄市水利局办公室副主任康
晓亮说。

断流多年的滹沱河石家庄段恢复
滔滔百里胜景，沿河两侧 10 公里范围
内地下水位显著回升。曾生产“贡米”
的正定县曲阳桥镇周家庄村，恢复了
多年不见的水稻种植。“我们正依托稻
蟹共生模式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乡村
振兴。”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宁宁
说。

“经常能看到白鹭、赤嘴潜鸭、小
天鹅，越来越多的鸟儿在这里落脚栖
息，安家育雏。”这两年，摄影爱好者徐
东坡总喜欢沿着滹沱河把水鸟翩跹、
绿树花海的美景摄入镜头，他欣喜地
看到，重现生机的滹沱河正在成为“百
鸟天堂”。

贯通水脉接续文脉

旭日东升，晨光照射西柏坡纪念碑
上的五角红星和碑下的岗南水库湖面，
熠熠生辉，依偎在滹沱河臂弯里的革命
圣地，迎来游客熙攘的一天。

“西柏坡、不算大，这里发生的红色
故事震山河……”伴随清脆快板声，西

柏坡纪念馆讲解员闫文彦向参观游客
讲起红色经典。当年西柏坡一带的滹沱
河两岸土地肥沃，稻麦两熟，物产丰富，
群众基础好，成为党中央指挥革命战争
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滹沱河曾经造就了西柏坡的“米粮
仓”，如今，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山河美
景，让老区百姓捧上了“旅游碗”。闫文
彦说，西柏坡村九成以上家庭从事旅游
服务业，村民们搞民宿，经营农家院，开
观光车，日子越过越红火。

夜幕降临，灯光映照高大宽厚的古
城墙和巍峨矗立的古楼古塔，流光溢
彩，坐落滹沱河北岸的正定古城，开始
了一天最为热闹的时刻。

“夜游正定古城”已融入石家庄市
民日常：或漫步闲谈于城墙之上，或歌
舞游戏于阳和楼下，或端详沉思于古
寺古塔旁，或欢聚在古街市井的烟火
里。

与正定古城遥相呼应的滹沱河南
岸，则是正在分期建设的东垣古城遗
址公园。始建于战国时期的东垣古城
遗址，是石家庄市区内最古老的城垣
遗址，也是石家庄城建历史的肇始
地。

“遗址公园建成后将成为石家庄城
市文化绿心，成为展现城市历史底蕴和
文化内涵的精彩窗口。”石家庄旅投集
团董事长王晓辉说。

贯通“水脉”，接续“文脉”。在修复
滹沱河生态的同时，石家庄市沿河打造
文旅大道，连接起正定古城、东垣古城
遗址、中山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
柏坡等文化地标，串珠成链，形成一条
文脉景观轴。

如今，沿滹沱河上下，品味古城，参
访圣地，揽胜太行，已成为京津冀文旅
经典品牌。

水城相融和谐共生

20 世纪初，正太铁路动工兴建，为

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减少成本，正太
铁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加上此前
在此设站的卢汉铁路，两条铁路的历史
性交会，让乡野小村石家庄逐步嬗变为
一座华北重镇。

如今，大河向东，城市向北，曾迫使
铁路改站的滹沱河，正在成为城市生长
的“新轴线”。

不久前，石家庄复兴大街市政化改
造项目重要节点工程———滹沱河特大
桥，顺利通车。2208 米长南北跨越滹沱
河的特大桥，长龙卧波，气势如虹，进一
步拉开了石家庄城市框架，密切了滹沱
两岸联系。

修复治理后的滹沱河，不仅成为城
市新的“景观长廊”，也为石家庄构筑一
条拥河发展的经济带提供了生态支撑。
近两年，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

“拥河发展”战略，以拉开城市框架、提
升城市品位、拓展发展空间。

滹沱河与其支流太平河交汇处，拔
节生长的石家庄太平河城市片区日新
月异。这里北望正定古城，南接东垣古
城，滨水资源优越，空间资源充足，是

“拥河发展”的起步区和引领区，正在打
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数字新城发展主轴
带、省会文旅产业核心区。

“依河而生”“迎河而立”“拥河而
美”“因河而兴”，太平河城市片区规划
中心的展厅主题，向人们呈现着城与河
交融共存的沧桑历史，昭示着城与河和
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石家庄市将引导城市新兴功能向
滹沱河沿线聚集，布局数字经济、现代
服务业、现代都市型农业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促进滹沱河区域生产、生活、生态
相互融合协同发展，打造高水平经济
带、景观带、生态带。

太行巍巍，滹沱滔滔，山水相映，水
城共融。在“两山”理念滋润下，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中，滹沱河的“新生”故事未
完待续。

李凤双 闫起磊 齐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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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 沱 河“ 蝶 变 ”

山东乳山：碧海“银滩”的宜居三变

“你仔细看，树梢上的叶子，
可不止是金黄色，也有红叶。”

“瞧，脚下这串印记，说明不
久前才刚刚有马鹿经过。”

身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
县胡杨林保护中心工作人员，翟
玉庆太熟悉眼前这片胡杨林了。

“再往前走一点，拍照更好
看，那里是网红打卡点。”又是一
年，当千年胡杨再遇金秋，碧水
连天处，层林尽染。人们从四面
八方赶来，一睹其风姿。

塔里木河绵延不绝，横穿沙
雅县境内达 220 公里。沿河两
岸，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生
态胡杨林 320 万亩。

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秋季
的金色胡杨是最美的风景。然
而，胡杨林不仅仅是“美”的存
在，更是荒漠与人类居住的绿洲
间重要的生态屏障。

守护好这道绿色屏障，为胡
杨“解渴”，助它繁茂复壮，就是
守住了人们的生存空间。

胡杨为何选择沙雅？

翻开地图，在东经 82.9毅、北
纬 41.25毅、伸向塔克拉玛沙漠腹
地、原始又生境多样的区域，便是
面积 3.2 万平方公里的沙雅县。

沙雅，一个诗意的名字，伫
立在河流与历史的交汇之处。

沿沙雅县塔里木河两岸行
走，就会看到，这里湖泊星罗棋
布、水网纵横交错，还有许许多
多不知名的小湖泊，当地人叫做

“海子”。
水是生命之源，对树木尤为

重要。
翟玉庆说，胡杨树之所以汇

集在塔里木流域，一个最重要的
原因是这里有充足的水资源。

在世界胡杨公园，胡杨傲然
挺立水中。“这是一处天然湖泊，
下面是沙地，因为地下水涵养丰
富，使得这里常年保有湿地般的
水源。”翟玉庆说。

塔里木河中游湖泊密布的
湿地和渭干河流域发达完整的
水系，让沙雅县成为塔里木盆地
水资源最充足、最丰沛的地区，
成就了一片以塔里木河为中轴，
绵延数百公里、宽窄不一的最自
然、最原始、最完美的生态绿洲。

身处胡杨林，翟玉庆指着远
处说，再有几十公里远，就是塔
克拉玛干沙漠。“有了胡杨，沙漠
就停止了扩散蔓延的步伐。”

“胡杨，我们说它是沙雅的
卫士，是功臣。”翟玉庆说。

过去，由于河流改道、来水
不足及地下水位下降等原因，胡
杨林一度缺水严重，使其自然繁
衍、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能力不
断降低，部分区域胡杨林长势日
渐衰弱、退化趋势加重。

“以胡杨林为代表的荒漠河
岸林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生态
服务功能减退，拯救刻不容缓。”
沙雅县林业和草原局主任赵宇
翔表示。

“喝水”的胡杨重发新枝

防风、固沙、阻沙，千百年来，
胡杨无声守候。而这里的人们，也
在用行动反哺自然的馈赠。

时间回拨到 2019 年 1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决定启
动实施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拯
救行动。同年，自治区人民政府
将“加强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生
态保护”写入工作报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
草原局随即启动塔里木河流域
胡杨林拯救行动，并编制了《塔
里木河流域胡杨林拯救行动规
划（2019—2021 年）》。

沙雅县肩负着修复塔河胡杨
林的重任，近年来，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大塔里
木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全
面建成以胡杨林为主体的健康稳
定、功能完备的森林生态系统，为
实现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丽
沙雅提供重要生态安全保障。

尽管地处塔里木河流域，水
对沙雅县而言，依然弥足珍贵。

2016 年起，沙雅县借助塔里
木河汛期充盈的水资源，积极争
取生态水 9.54 亿立方米，从塔河
沿线沙雅县境内 13 个生态闸

口，通过新建引洪渠逾 200 千米，
清淤引洪渠逾 398 千米，新建拦
洪坝 82 处，涵桥 13 座，累计灌溉
天然胡杨林逾 261 万亩，实现了
退化胡杨林 5 年一次轮灌，灌溉
区胡杨林得以复壮，林分质量逐
年提高。

曾经因“喝”不到水濒临死亡
的胡杨，重新发出了新枝。

赵宇翔介绍，今年以来，沙雅
县投入 400 万元，通过修建引洪
渠、拦洪坝、涵桥等方式，对胡杨
林进行引洪灌溉。

引洪灌溉期间，翟玉庆特别
忙碌。清早带着干粮和馕就出发
了，午饭就在外面简单解决。

“那是夏天，气温达 40 多摄
氏度，热得发烫。”正是许多和翟
玉庆一样的人，让胡杨焕发生机，
也给沙雅带来新颜。

“沙尘天气少了，动物也多了”

“胡杨也能人工种植。”翟玉
庆说，国道两侧的路上，不少都是
栽植的胡杨树。

“树多了，生长越来越旺盛，
我打心眼里高兴呢。”翟玉庆露出
欣喜的笑意。

沙雅县在胡杨林洪水漫溢区
采用无人机和人工播种结合的方
式，撒播胀果甘草、草木樨等抗逆
性较强的草种，进一步提升胡杨
林区植被覆盖率，有效改善塔里
木河流域生态环境。

如今的沙雅县，林草覆盖率
不断提高。县域内的退化胡杨林
得到修复和恢复，天然幼林面积
增加近 3 万亩，区域生态进一步
改善。

通过对退化胡杨林的重点治
理及合理利用，土壤肥力不断提
高。利用洪水泥沙淤地改良土壤，
也提高了胡杨林生长地力。

2023 年，当地持续推进胡杨
林生态补水。截至目前，整个塔里
木河流域胡杨林灌溉面积超过
200 万亩。沙雅县塔河两岸的地
下水得到有效补充。监测数据显
示，灌溉区地下水位呈 3 米上下
浮动 20 厘米的稳定状态。

在沙雅县，局部小气候和野
生动物栖息环境也得到改善，低
洼湿地白鹭成群，野鸭低空盘旋，
马鹿结队涉水觅食，生物多样性
不断丰富。

然而，谈及变化，年轻的沙雅
县林草局工作人员滚福鹏感受最
深的，还是“沙尘天气少了”。

一系列生态措施的实施，有
效遏制了胡杨林退化趋势，增强
了森林防风固沙的能力，沙雅县
年平均浮尘天气数量和年平均扬
沙天气数量均有所下降。

再过不久，秋意渐浓，百万亩
胡杨林将变成一片金色的海洋。落
日余晖映照下，胡杨叶片飞舞，挺
立在沙漠前，以生命为屏障，护佑
着绿洲家园。这场“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阻击战”，才刚刚开始。张黎

滹沱河石家庄市区段的景色。姻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