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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华北水塔”，是拱卫京津冀和

黄河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万里黄河，九曲回环。在这里，黄河犹

如一条蜿蜒的巨龙，在晋陕大峡谷间奔腾

舞动，孕育出老牛湾、奇湾、乾坤湾等独具

魅力的自然景观。但曾经，这些地方因交通

闭塞而成为“贫中之贫”。

近年来，山西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黄河三湾”

正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和活力。

老牛湾人的“牛劲”

黄河流过内蒙古高原，折而向南，画出

“几字弯”的最后一笔，自偏关县老牛湾村

始，进入山西。在这里，因万家寨水利工程

形成的高峡平湖，与苍山、古堡一起，共同

诠释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不同于黄土高原贫瘠粗粝的刻板印

象，如今的老牛湾，黄的底色正在褪去，绿

的霓裳不断绵延。漫山青翠的乔灌混交林，

日益清澈的入黄支流，四处清新的空气，都

成为当地新的发展底气。

然而在三四十年前，“荒边无树鸟无

窝”“眼前无地不吹沙”还是这里的真实写

照。从“黄”到“绿”的蜕变何以发生？笔者从

三位造林人的“牛劲”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黄河边，植树难。全县没有成林地，风

吹黄土山。飞沙走石能蔽日，白天把灯点。”

在偏关县从事造林事业的王志敏诉说着当

地曾经的造林之难。

当地林业人没有被困难吓倒，不断在

这脚下的黄土地上作出各种尝试。“干不成

也要干，但不是蛮干，只要找到对应的解决

办法，总能成功。”王志敏说，他从毕业起就

认准了，一辈子只干造林一件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数十年来，“灌木用

柠条好”“杨树只能栽沟底”“不同树种混交

种植防病害”“乔灌结合，一个挡风、一个固

沙”等一大批适用于当地的实用绿化经验，

从一次次失败中总结出来。

老牛湾村的魏永富从当地林业系统退

休不久，用他自己的话说，“植了四十年树，

牛劲没少使，牛罪也没少受。”他指着村外

黄河岸边一片油松林说，“看，这就是我当

年栽下的。”

现在，魏永富在老牛湾村开起了民宿，

他家有 70 张床位，可同时接待 100 人以上

用餐。仅这一项，一年增收超过 10 万元。

“现在老牛湾成了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村内民宿达到 29 家，村民从脱贫走向致

富，不仅是老天爷赏饭吃，更是一代又一代

人努力改善生态的结果。我这大半生，自己

种树，自己也乘上了‘凉’。”他说。

根据偏关县林业局提供的数据，偏关

县绿化率从 2012 年的 17.25%提升到 2023
年的 40%，还在持续增长中。

如今，绿已经成为偏关的生态色、幸福

色。根据规划，当地将通过绿色有机农业、

绿色新能源、绿色文旅“三绿”发展战略，持

续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机融

合，密切协同，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广。

奇湾多“奇事”

从老牛湾沿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一路

向南，至石楼县辛关镇马家畔村，只见黄河

陡然回旋，环抱一个面积 2800 亩的“黄土

峁丘”，流出了近 360 度的圆形大湾，被誉

为“黄河奇湾”。

“对坝坝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黄河岸边传来了悠扬婉转的民歌旋

律，61 岁的高虎应用他独特的方式给游客

们介绍着美丽的奇湾。

自小在黄河边长大，后来在外面打工，

现在又回到奇湾，高虎应带着游客领略黄

河之美，也愿意给人们讲讲这些年当地的

变化。“奇湾多了不少‘奇事’，老百姓的光

景可和以前不一样了……”

奇湾所在的石楼县历史悠久，山西博

物院镇院之宝 鸮“龙形觥”“ 卣”等国宝级文

物都出自这里。然而，千百年来，山大沟深、

交通不便，人们生活贫困。近年来，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这个以农业

为主的县在特优农业上做“精细”文章，闯

出了一番新天地。

山峦间，层层梯田铺展开来。

这是位于马儿山的 2500 亩鞑谷小米

种植基地。“这鞑谷米可是‘老种子’，生命

力旺盛，种出来的小米颗粒饱满，镁含量比

普通的小米高 21%。”石楼县粮食和物资储

备中心副主任霍光伟兴奋地说。

石楼县从 2023 年开始试种鞑谷米，1
亩地尽管只产了 300 多斤，但品质高，价格

是普通小米的 2 倍。今年扩大种植范围，目

前有 70 多户农民与县里签了订单合同，1
亩地能够增收 1500 元左右。

种植基地的土地已经通过了有机认

证，小米有机认证也正在申请中。“我们还

进一步深加工，开发了小米饮料、小米酒

……下一步还要试种小米的老种子。”霍光

伟说，“从无到有，奇湾就是要出‘奇’招，才

能找准乡村振兴的产业。”

除了鞑谷米，石楼的沟沟坳坳里，还种

着有机小米、高品质红枣和高粱等，这里逐

渐成为一个以绿色农产品为特色的生产基

地。

在石楼县域版图上，和合乡、辛关镇、

曹家垣乡、小蒜镇 4 个沿黄河乡镇因地制

宜，培育起一个个万亩连翘基地。

“以前老品种的红枣树因为气候原因，

到秋天会裂果，外加枣树会出现病虫害，造

成枣树地收入不高。”石楼县和合乡党委书

记陈彦林说，当地利用地理位置、气候环境

等条件，把地域变成特色，在特色上寻求突

破。

村民王侯平早早看中了种植连翘的经

济价值，成了和合乡葛家畔村最先“吃螃

蟹”的人。“一开始种了 7 亩连翘。经过 4 年

生长期，连翘开始结果，第一年就挣下钱

了。”王侯平说，村里人看见挣钱，便都开始

种了。“现在种的亩数比我都多！”

收获了真金白银，王侯平种植连翘更

精心。农历二月，连翘一开花，他就忙着在

地里除草、打药，之后又是施肥、打顶、疏

枝，让连翘的坐果率更高。

“去年 7 亩地的连翘收成就卖了 2.8 万

元，于是今年我又多种了 8 亩地。”王侯平

说，去年以来，连翘市场行情比较好，最贵

卖到 35 元一斤。

王侯平还笑着说，每次科技特派员到

村里，他会向对方请教连翘种植技术，平常

还会在手机上学习，“人不糊弄地，地才不

会糊弄人”。

3 年可挂果，5 年进入盛产期……和合

乡发展连翘产业，是石楼县打造综合性中

药材产业链条的一个缩影。目前，该县连翘

栽种面积近 8.4 万亩，苦连翘成为富民增收

“甜产业”。

乾坤湾里藏“乾坤”

清晨的乾坤湾，温柔沉静。黄河蜿蜒流

淌，形成了 68 公里的曲折河道，7 个“S”形

大湾犹如巨龙在大地上游动。

在不远处的永和县东征村，伴随着一

声声鸟鸣鸡啼，张兰平起床了。走过太空舱

酒店、星空酒店，张兰平来到了村民冯成俊

家。“老冯啊，今天有两个客人要入住，床铺

卫生一定要做好……”

东征村因红军东征路经此地而得名。

近年来，村子依托自然资源和红色文化，发

展旅游与培训产业，村集体办起了综合服

务公司，农民将闲置窑洞作为资产集体入

股，实现“资产”变“股权”。

今年 50 岁的张兰平是这个小山村的

民宿主理人，2021 年接管了全村经过统一

改造的 100 多孔窑洞，打造成民宿。

“山是土瓢瓢，路是窄条条，光景过得

摇脑脑。”69 岁的冯成俊回想起过去的生活

还直摇脑袋。如今，他家的两孔窑洞由张兰

平所在的公司统一管理，每年仅两孔窑洞

收入就有近 7000 元。有的村民在公司打

工，再加上出租民宿，一年能增收 3 万多

元。

“90 后”刘晓辉返乡当起了村支部副书

记，他算了一笔账：“2023 年度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 110.83 万元，首次突破 100 万元，

比上一年增长了 61%。”

依托乾坤湾区域黄河、黄土高原、乡

村、古迹等资源，永和县挖掘黄河文化、红

色文化、绿色生态文化等，推动乾坤湾集黄

河观光、度假康养、休闲旅游、水陆户外探

险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观光体验旅游目的

地建设。

除了大自然馈赠的乾坤湾、老祖宗留下

的珍贵文化遗产，这里还有当地老百姓亲手

打造的万亩梯田，也成为当地一大景观。

站在高标准梯田的观景台上，放眼望

去，层层叠叠的梯田如同金色的波浪。“我

们用了 10 多年时间，改造了 10 万亩梯田，

蓄养了水分，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将昔

日的荒滩烂沟变成了高产田、生态沟、风景

区。”永和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主任田华

说，借助梯田，当地发展“农事体验+旅游”

“农业研学+旅游”“农业观光+旅游”，推动

农文旅融合。

当地居民武艳艳带着孩子来看梯田。

她说，自从梯田修好以后，风景可美了，周

末休息的时候，周边的人都会来这里转一

转。

大河之畔，一幅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

青绿水墨画卷正徐徐展开。

柴海亮 柴婷 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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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湾变迁记 翻开黑龙江省地图，“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的地理格局

十分明晰。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生态资源，让黑龙江省扛

起了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

近年来，黑龙江省全面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科

学划定环境管控单元，精准编制差别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牢牢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和环境质量底线，把祖国北方生

态安全屏障筑得更牢，让高质量振兴发展的成色更足。

全领域防控，构筑最牢固生态管控屏障
400 万公顷的浩瀚林海，让伊春市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基因库，也被誉为“祖国林都”。广袤林区如何实现生

态保护、经济转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起到“明底线、划边框”

的作用。

“被划定为优先保护单元后，我们确定了近 1800 公顷的

生态保育区，坚持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保存。同时，禁止采

矿、房地产等开发活动，统筹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伊春市友

好区副区长杨忠说，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已经成

为林场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伊春市，共计 20 个优先保护单元，总面积占

到国土面积的 86%。“对于伊春市领导干部来说，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就是严标准、硬要求，需要不折

不扣完成。”伊春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杨涛说。

数据显示，目前黑龙江省共划定环境管控单

元 874 个。根据不同地域特点和功能定位，制定了

1 个省级、3 个重点区域、13 个地市级、N 个管控

单元的结构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体系。

“准入清单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

资源利用效率、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管

控要求，构筑了具有黑龙江特色的全域管控的生态

安全格局。”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与

排放管理处处长王立立说。

所谓全域管控，既指地域面积覆盖，也指环境

要素涉及。黑龙江省以地下水生态功能保护为核

心，充分衔接地下水环境管理成果，在全国率先探

索将地下水管控要求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我们将全省划分为地下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地下水环境重点管控区及地下水环境一般管控

区，提出地下水环境分区管控要求，构建地上和地

下、水陆空统筹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填补了

地下水环境要素管控空白。”黑龙江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生态所所长韩晓盈介绍。

全流程服务，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一个建设项目选在什么地方合适？是否会造

成生态环境破坏？这对企业、对地方发展而言都十

分重要。运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坚持全流程

服务，黑龙江省正打造高效的生态发展引擎。

在双鸭山市宝清县城东，一片田野郁郁葱葱，

旁边竖立的标示牌显示，这里所处的位置是宝清

县东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事实上，两年前这片土

地差点成为煤炭开采区。

双鸭山市素有“煤都”的称号，而宝清县煤炭

资源优渥，是双鸭山煤炭主产区之一。“编制宝清

县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和煤炭矿区规划环评时，我

们提前介入，主动与规划和规划环评编制单位对

接。”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丽华说。

通过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

台，双鸭山市生态环境局对宝清县的 16 个井（矿）

田和 4 个勘查区进行准入分析，发现规划范围内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宝清县东城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不符合相关要求。

宝清县对矿区范围进行调整，调出面积达到

19.95 平方千米。赵丽华坦言，宝清县矿区涉及范

围极大，如果没有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的支撑，生态环境

部门很难精准识别到这些违规区域。

“尽管在项目环评期间我们还会再次审核，确保造成生

态破坏的项目不能上马，但彼时相关企业已经围绕项目准备

许久，叫停虽容易，但对当地营商环境的影响却是长期的。”

赵丽华说，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进行早期准入研判，

非常有利于地方招商引资工作。

据了解，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集成

卫星遥感影像、行政区划、河流水系、交通路网等地理空间信息，

囊括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各类行业成果共计 86 类 3130 万条

数据，实现数据管理、展示、查询统计、智能分析研判等功能。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出具分析报告 6111 份，为政府、

企业投资规避环境风险、项目优化选址选线、环评高效审批

提供全要素研判服务，高效服务全省产业绿色布局和结构调

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一级

调研员林维森说。

全过程管理，推动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今年，黑龙江省开展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督

察重点之一便是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落实情况。“督察中拟对

地方党委政府贯彻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情况，优先保护单元、

产业园区等分区管控要求落实情况，以及成果应用情况进行

督察。”林维森介绍。

事实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

“双向奔赴”不止于此。今年 3 月以来，黑龙江省督察人员通

过一键叠加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借助时空关系比对分析

研判包括黑土地违法案件、毁林种参在内的多类型案件。

“我们将分区管控成果全面融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数字

化督察平台，综合利用遥感、导航定位、地理信息等 3S 技术，

构建从问题识别到跟踪溯源的工作闭环，极大提升了非现场

环境监管水平。”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朱燕宏介

绍，分区管控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现了双向赋能。

在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贯穿各项环境管理工

作，目的便是守好“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这条底线。

哈尔滨、齐齐哈尔、绥化等市聚焦水、大气环境管控分区

环境质量目标，精准制定达标方案，分区落实环境治理措施，

推动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大庆、双鸭山两市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落实到废弃

矿坑的生态修复、开发建设全过程，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有效解决地质灾害隐患、地质环境破坏等生态环

境问题。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马云表示，实施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是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黑龙江省将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全面落实分区管控要求，用最严格

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温笑寒

黄土高原由“碳源”变“碳汇”
近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薛张小流

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减排量转让交易在延

安市成功签约。延安市宝塔区水务环保有

限公司共向延安水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延安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杨凌

绿诚生态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3 家公司转让

15.1 万吨碳汇减排量，合同总金额 543.6 万

元。

“薛张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减排

量转让交易是目前已知全国水土保持项目

碳汇交易量最大、单价最高、受让企业最多

的一单。”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

游管理局总工程师喻权刚分析说，这表明

随着水土保持措施的加强，黄土高原林草

覆盖率和林草质量逐步提升，黄土高原已

由“碳源”转变为“碳汇”。

科学评估水土保持碳汇量

薛张小流域位于延安城东北处的冯庄

乡，这附近的山顶上布满了阔叶林和针叶

林，山腰到山脚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然而

30 多年前，此处还是光秃秃的荒岭。“我们

上山种树、整修梯田、建起了淤地坝，现在

泥不出沟、水不下山。”延安市冯庄乡薛家

湾村村民高信说。

“目前，当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程度达

到 75%，植被覆盖率达 65%以上。”延安市

水务局局长李宜然介绍说，此次交易的薛

张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总面积 26 平方公

里，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12.26 平方公里。通

过实施水土保持项目，当地营造水保林草

和水保经果林共 255.75 公顷、整修梯田

66.01 公顷、封禁治理 710 公顷、修复加固

淤地坝 5 座、治理油井井场、煤矿、天然气

井场 4 处。

今年 4 月~8 月，延安市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合作对薛张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量

开展科学评估。“我们通过收集相关资料，

利用卫星遥感和无人机遥感解译、样地调

查等手段，调查分析项目区域综合治理前

后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地块植被和土壤两个

碳库的碳储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保学

院副院长王健说。

最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具了薛张

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量监测报告，陕

西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黄河流

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了核证

报告。结果显示，薛张小流域水保措施碳汇

增量 43619 吨（159937 吨二氧化碳当量），

碳减排量 2641 吨（9683 吨二氧化碳当量），

碳总量 46260 吨 （169620 吨二氧化碳当

量）。

提供生态修复“延安经验”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是黄河中游

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长期以

来，延安市坚持把水土保持作为改善生态

环境和助力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举

措。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延安市累计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1.78 万平方公里，累计

完成退耕还林 1077 万亩，建成各类淤地

坝 11615 座，全市多年平均入黄泥沙由

原来的每年 2.58 亿吨下降到 0.31 亿吨。

2021 年，延安市被水利部列为全国水土

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已基本实现“土

不下山、泥不出沟、清水长流”的生态治

理效果。

如今，青山绿水换来了真金白银。“此

次碳汇交易收益将全部用于薛张小流域水

土保持和乡村振兴工作。”李宜然说，延安

市将持续探索水土保持碳汇开发与交易的

途径和机制，加强碳汇基础研究和关键技

术攻关，为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提

供更多“延安经验”。

“碳汇交易可以将水土保持的综合治理

成效转化为经济价值，进一步激励、促进更

多水土保持项目的实施，为水土保持生态产

品的价值实现提供新的模式和路径。”喻权

刚说。

“薛张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减排量

转让交易为创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价值实

现机制提供了实践基础，也为全国特别是西

部地区开展水土保持碳汇交易提供了宝贵经

验。”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蒲朝勇说。

王禹涵

黄河湾风景区

黄河流域最大水土保持碳汇交易在陕西延安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