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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时节，位于河北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的千松坝林场，草木初发，为连绵的群山和广袤
的原野添上一抹绿意。

林间小路蜿蜒起伏，一条河潺潺流过山谷，

河道宽十数米。

“这条河叫什么名字？”笔者问了周边好几名
村民，没有人知道。“河道近些年才有水，过去是

沙土、石头。”一名村民说。

查手机地图发现，这条河竟是潮河上游支流，

最终流向北京。与塞罕坝一样，千松坝位于北京、

天津与浑善达克沙地之间。20 世纪，因过度砍伐、

过度放牧等原因，这里的土地一度沙化严重。

为了治理沙化，1999 年，河北在张家口、承德

两地启动“再造三个塞罕坝林场”项目建设工程，

千松坝林场就是其中之一。

20 多年来，千松坝林场累计实施工程造林超

过 773.33 平方千米，治理荒漠化、沙化面积近

1000 平方千米。百万亩林海形成完整的生态系
统，构筑起京津北部坚实的绿色生态屏障，也改

善了周边生态环境，带动百姓致富增收。

股份制造林模式，实行共造、共管、共营

“20 世纪 90 年代，沙尘从春刮到冬。”丰宁县
小坝子乡富二营村村民孙建宁说。

1999 年秋天，一支由 13 个人组成的先遣队来

到丰宁县大滩镇，打响千松坝造林的“首场战役”。

“山里坡陡，过去造林全程靠人扛马拉。随着

道路交通完善，如今我们用拖拉机、卡车沿着山

路将树苗运到山坡脚下，省了不少事。特别是近
年来，还用上了无人机，可以吊着树苗送到坑

旁。”千松坝林场生产科科长陶世杰说。

然而，真正的困难，是千松坝林场没有自己

所属的地块用于造林。

“千松坝的生态治理区与人类居住区‘犬牙

交错’，项目区的荒山荒坡都是各乡村集体用地，

或是国有林场和国有牧场。”千松坝林场场长何

树臣说。

当地自然条件较差，百姓以畜牧业为生。而千

松坝林场造林，要把一部分集体或个人承包的荒

地荒坡空出来，不再放牧养殖，一些村民、牧民反

对：“项目区内禁牧，我们的收入岂不是要下降？”

何树臣回忆，当时市县有关部门和乡镇帮助

林场协调地块，与林场职工一道，给项目区所在

地的群众做工作，分析利害关系。老百姓还有担忧：植树成林

要好多年，种不活怎么办？“林场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带动村

民参与造林、护林、营林，村民参与种树可以挣钱，后期管护
工作交给当地，林木长成后收益按比例分成……大家逐渐开

始支持造林。”何树臣介绍。

千松坝林场逐渐形成股份制造林模式，即农民、村集体、

国有林场和国有牧场出地，千松坝林场通过争取项目与其合
作造林，双方实行共造、共管、共营。收益双方按比例分配，千

松坝林场占 20%左右股份，国有林场和国有牧场、村集体、农

民占 80%左右股份。

通过这种模式，20 多年来，千松坝林场在滦河、潮河源

头所在的丰宁坝上和接坝地区，逐步绿化了 9 个乡镇约

4000 平方千米范围，共完成工程造林 773.93 平方千米。

建立联保责任体制，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

小坝子乡沙坨子村村民于喜家门前有两座山，过去一直

是荒山，阻挡了外出通道，还带来很多烦恼。

2013 年，千松坝林场开始对沙坨子村荒山荒坡植树造
林，于喜和妻子多了份新营生———种树。“我和老伴每人每天

赚 150 元，就在我家门前和周边大山上种油松、杏树，荒坡一

点点变绿，收入也多了。”于喜说。

除了种树，于喜还有新任务：管护 267 多公顷造林地块。

“林子成活后，后续管护工作交给所在地乡镇和群众，林场做

好技术指导。”何树臣说。

这几年，于喜一有空便骑着摩托车，沿着山路一道梁一

道梁地巡护。“看到哪里围栏坏了，就通知林场维修，遇到有

人穿过围栏放牛放羊，就阻拦。”于喜说，每年防火期，他都驻

守进山路上的检查站，“森林管护和防火工作，每年能稳定收

入 1.6 万元。”

林场实行护林员、林长、执法队长、分场长四级联保责任
体制，严格控制项目区内开山取土取石、毁林垦荒、非法放牧

等行为；建起林场、乡镇、村、森林公安四级护林防火执法联动

体系，强化全员、全区域、全天候的护林、防火、执法管护机制。

如今，沙坨子村当年栽种的树苗初长成林。“山上多栽树，

等于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何树臣说，林场植树造

林以来，项目区沙化及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近 1000 平方千米。

立足当地绿色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驱车穿越千松坝国家森林公园山间小路，目之所及，云

杉、白桦、落叶松、山杨等林木挺拔、错落有致。

2013 年开始，千松坝林场在大滩镇小北沟村荒山上植
树造林，生态环境的改善，带动了旅游、餐饮、民宿等发展。

在小北沟村，山坡上矗立着一家帐篷酒店。酒店房间就是

一座座可移动帐篷，巧妙融入林海、草原、湖泊的自然景致之中。

“躺在大草原的山坡上，仰望云卷云舒，眺望远处林海，

好不惬意。”北京游客李雪莹说。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没有对山坡进行大规模硬化或建
设基础设施，仅铺设了一条石子路。帐篷设备可拆卸、可移

动，减少对原始地貌的破坏，保持了自然景观的原汁原味。”

酒店负责人周航介绍。帐篷酒店每年不仅能为村集体和当地

百姓带来租金收入，还带动近 40 人就业。

“发展乡村旅游，依托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原始次生林、

人工林以及草原风光。通过合理开发与利用，我们既保护了
环境，又带动了地方发展。”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存永说，

10 年来，小北沟村酒店、民宿、农家乐从 4 家发展到 48 家，

每年接待客人超 10 万人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千松坝林场立足绿色优势，在造林
项目区外适度促进森林周边旅游项目开发，发展林下经济，

加强森林经营。目前，林场造林项目为农民直接增收累计 2.1
亿元。同时，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加快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项目区周边新建规模度假区 5 处，扶持旅游专业村 10 个。

张腾扬

黄河边，茶摊上，一杯杯“三炮台”茶飘

出玫瑰香；红灯笼挂满百年铁桥，几只水鸟

翩跹而过，游人漫步河道边。

这座百年铁桥叫中山桥。桥附近的人

群中，有个人一边走，一边盯着河边的一座

“小屋子”。他叫钟晓强，是兰州市生态环境

局四级调研员，负责水生态环境管理工作。

这座“小屋子”不到 20 平方米，全称“中山

桥水质自动监测站”。

黄河兰州段由西固区达川镇入兰州，

自西向东穿城而过，至榆中县青城镇出兰

州，全长 150 多公里。兰州傍水而生、因水

而兴，400 多万市民在黄河南北两岸繁衍

生息。

2023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两年来，兰州筑牢

黄河生态屏障，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

新技术助力智慧防治

“这个监测站面积不大，责任不小，它

是‘智慧黄河平台’的关键部分，和我们一

起守护水质。”钟晓强道出缘由。

“智慧黄河平台”指的是智慧黄河（兰

州段）精细化管理监测建设项目软件平台。

黄河保护法施行后，工程加速推进，去年底

通过验收。全市共设置 19 个监测站，分布

在黄河干流和重要支流点位，成为 24 小时

不停歇的水质“岗哨”。

其内部，控制单元、预处理单元、离心

机等整齐排列，定时检测黄河水的 pH 值、

电导率、溶解氧、浊度、总氮和总磷等数据。

如遇数据异常，设备会自动留样并触发警

报。

这些水质自动监测站点，一头连着母

亲河，一头连着智慧黄河平台。

在兰州市生态环境局，一面大屏横向

铺满了整面墙。地图上，监测站的标记清晰

展现，钟晓强轻点鼠标，就能查看每个监测

站的实时影像，分析监测站传回的数据。同

时，251 套智能高清监控设备分布各处，监

控着排污口等重要节点。

监控设备与监测站配合，形成集“监

测—评价—溯源—风险—承载力—预警”

于一体的技术体系，构建起兰州市水环境

智能监测网络。

河里的水要管好，即将入河的水也得

先管住。在兰州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看

不到厂房和管道，只见一座生态游园，健身

步道旁竖着水生态科普公园的牌子。

原来，污水处理设备藏在地下。黄河保

护法要求“加强和统筹污水、固体废物收集

处理处置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去年春

天，作为兰州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改扩

建项目，兰州水生态科普公园建成开放，

“地下水厂+地上公园”格局形成。

新厂区与黄河一路之隔，地上的老厂

区也在不远处，工作人员魏小莉见证并参

与了新老厂区的更替。

新厂是全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地下

10.8 公顷的箱体作业区有 4 条生产线，“在

地上的中控平台，我们可以随时监控、远程

操作，发现处理问题更及时。”魏小莉介绍。

两岸青山构成水土保持屏障

掀开塑料膜，轻捻泥土，感受过苗木保

存温湿度，火菊梅才放了心。作为兰州树木

园林业高级工程师，从冬天到开春，火菊梅

常来兰州九州台的窑洞里，探望一群特殊

的“住户”。九州台地处黄河北岸，是典型的

黄土峁阶地高山，树木园的办公区坐落于

此，窑洞就在旁边。

火菊梅探望的“住户”，是用于红柳扦

插的插条。红柳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被广

泛种植，用于水土保持。现在正是红柳插条

保存的关键期，等天气更暖和些，这些插条

就会被扦插到兰州市的南北两山。

在兰州，黄河南北两岸山脉绵延，分别

为北部山区和南部山区，俗称“南北两山”。

这里是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和水土保持重要

地区。经过 70 多年持续绿化建设，南北两

山绿化面积达 6413.33 平方千米，建成电力

提灌工程 139 处、调蓄水池 750 多座。各类

苗木“喝着”黄河水茁壮成长，成活 1.6 亿多

株，形成较完善的人工林生态体系，每年减

少河道泥沙淤积量超 56 万立方米，全市水

土保持率超 71%。

黄河保护法要求“水土流失防治应当

根据实际情况，科学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

措施”。这给火菊梅和同事们提出了新要

求。树木园从属于兰州市南北两山环境绿

化工程指挥部，引种驯化、提升苗木种植品

质是主责主业。为进一步提升效率，他们积

极创新、持续探索，力求实现更高效的红柳

扦插。

“成活率从四五成提高到七成以上，关

键在于几步。”火菊梅介绍，她和同事们多

番尝试，终于找到秘诀———第一年截取枝

条后，把一捆捆的插条放在窑洞、覆土覆

膜，实现了性价比更高的保温保水；第二年

扦插前，先用生根粉水轻泡插条，促进植物

根系生长，再对准地上部分的切口处，及时

涂抹伤口愈合剂，减少水分和内部养分流

失。

一棵手指粗的苗木，寄托着固土的希

望；一座几十米高的淤地坝，凝聚着减蚀固

沟、蓄洪截泥的努力。

在榆中县韦营乡的一处淤地坝施工现

场，县水土保持工作站工作人员白宗澎讲

完施工要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座淤地

坝。

这座淤地坝位于韦营乡韦家营村，去

年 11 月通过竣工验收。它修在 25 米深的

沟道中，和周边山体形成“碗”状，如遇强降

雨形成洪水，就能将洪水和冲刷下的泥沙

“锁”在沟道中，避免其直接汇入黄河或其

支流。

雨停三四天后，泥沙沉积下来，工作人

员开启卧管，清澈的水就会汇入河流。长此

以往，最快 15 年，通过淤地坝的“拦、蓄、

淤”，坝内累积的泥沙就会“淤满”，形成肥

沃良田。

过去两年，榆中县 3 座大中型淤地坝

顺利竣工，还有 2 座也将在未来半年内建

成。同时，两年里，当地还逐步推进部分淤

地坝的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通过手机平台，

白宗澎就能查看部分淤地坝的蓄洪和拦泥

情况。

生态美融入大河文脉

一个鸡蛋大小的葫芦，怎样“装下”黄

河？生长在黄河边的阮熙越，用 15 年做了

这件事。“兰州刻葫芦”是甘肃省首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阮熙越是阮氏葫芦

艺术第四代传承人、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

喝着黄河水长大的兰州葫芦，形似鸡

蛋、皮薄质软，成了本地特色。在这上面精

雕细琢，题材尤为重要。

一棵树、一条河、一座山……黄色葫芦

上线条流畅，黄河生态和传统艺术相结合。

黄河保护法要求“加强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推进传承体验设施建设，加强代

表性项目保护传承”，让阮熙越看到了更多

机遇。

去年夏天，在兰州金城关黄河文化旅游

街区支持下，阮氏葫芦工作室成为该街区首

批入驻主体之一。在离黄河不到 10 米远的

地方，阮熙越开启了新阶段。“随着春暖花

开，游客越来越多，雕刻葫芦更受喜爱，不少

人主动问询、体验。”她总结，工作室最受欢

迎的，就是雕刻有黄河风情的平价葫芦。

“黄河奔腾不息，创作不会止步，希望更

多人感受黄河的美丽。”阮熙越说，她还主持

编写了《兰州刻葫芦体验课程手册》，选用传

统图案、甘肃符号、彩陶纹样等素材，让体验

者能够感受到黄河的生态之美。

黄河水滋养着黄河文化，在讲述大美黄

河、生态兰州的队伍里，既有不少像阮熙越

这样的本地人，也有不少“新兰州人”。

今年是李欣雨定居兰州的第五个年头，

也是她担任黄河楼景区讲解员的第五年。

“我留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越来越美

的兰州城。”李欣雨说。黄河保护法施行以

来，根据“以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为重点，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包括黄河楼在

内的文化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楼内是历史，楼外是当下。两相对照，

兰州的自然之美、勃勃生机始终吸引着参观

者。”李欣雨说。

以展示黄河壮美生态为基础，兰州市打

造全长约 47 公里的兰州黄河风情线，成为

全国最长的城市滨河景观带之一。景随步

移，不仅有金城关黄河文化旅游街区、黄河

楼，还有 55 座雕塑、21 个公园、29 公里滨水

健身步道，以及众多桥梁和码头。

黄河畔，绿意生长，文脉悠长。

兰州市———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 兰州文明网供图

黄河畔 绿意长 文脉长
■ 宋朝军

广西柳州：昔日“酸雨之都”今日水质冠军
一江抱城山水美卷，紫荆花园人间天

堂。春日，流经广西柳州市区的柳江清明澄

澈，犹如一条灵动的玉带，滋养着这座城

市。柳江边上，紫荆花开得正盛，如霞似锦，

整座城市仿佛淹没在粉红色的海洋里。

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2024 年全国地

表水环境质量状况中，柳州市在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排名中位居第一。从 2020 年
起，柳州已连续 5 年获得全国“水质冠军”。

倾心守护一江碧水

“一湾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

柳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然而，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里曾经是著名的“酸

雨之都”。

工业城市，自然要发展工业；发展工

业，必然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作为西部传

统工业城市，柳州的生态环境曾遭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酸雨率一度高达 98.5%，部分

断面水质恶化为劣吁类。

昔日水质堪忧，今日蝉联“好水”榜首，

柳州完成了生态逆袭。这座广西工业重镇

为何能常年领跑“好水”榜单？

“我们勇于在‘最难处’攻坚，敢于在

‘最痛处’亮剑。”在今年 1 月底柳州市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柳州市副市长陈文敏给

出了这样的答案。

要实现工业发展与水生态环境质量齐

头并进，并连续五年保持全国水质第一，难

度自然不小。柳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韦永

祥解释说：“柳州工业企业多，柳江支流多，

全面监管保护难度大。”为此，柳州市牵牢

治理工业污染这个“牛鼻子”，推动“搬迁一

批、改造一批、关停一批、整治一批”，让排

污企业实现转型发展。目前，当地 500 多家

“散乱污”企业全部完成整治，40 家重点行

业企业完成清洁化改造。

同时，当地还运用法治力量守护柳江，

擦亮“水质冠军”金字招牌。

2021 年，柳州市通过人大立法颁布了

《柳州市柳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进

一步优化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职

责，强化对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规范柳

江流域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推动全市各

层级、各部门同心协力保水护水。

柳州除了在市内实现跨部门合作外，

还探索跨区域、跨省际合作，共护柳江安

澜。柳州率先在广西建立“区内+区外”跨区

域协作机制，与广西桂林市、来宾市、河池

市和贵州省黔东南州等周边地市签订环境

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推进跨区域联合执法

和联防联控联治，实现了流域的共同保护

和上下游的共同治理。

环境监管智能精准

阳春三月，柳江二级支流石榴河水清
河畅，河面上不时飞过一些野生鸟类，当地

三三两两的村民在岸边躬身劳作，俨然一

幅美丽的田园水墨画。

过去，这条流经柳州市鹿寨县的河流
因为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直排，氮磷

严重超标。后来，当地对石榴河重点入河排

污口进行彻底整治，使其地表水环境质量
稳定达标。

鹿寨县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水质治理工作中，鹿寨县率先应用了水

环境大数据和监测溯源系统，借助前沿科

技对水污染物进行监测溯源和预警预报。

鹿寨县的治水实践是柳州市科技治水
的缩影。近年来，柳州不断完善水质监管体

系，建设“1 个控制中心+6 个地表水水质自

动监测站+10 个微型水质自动监测点+1 台
水质应急监测车”的水质监测网络，搭建水

环境大数据精准监测溯源系统和柳江干流
河道“天眼”系统，将柳江各级监测断面水

质纳入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

同时，柳州市引入广西首套企业排污

智能管控系统和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
动态管控系统，利用遥感系统、无人机、无

人船等方式开展河道巡查和水域环境问题

整治，实现对企业生产、排污、治污的全过

程管控，推动环境监管数字化、智慧化。

扩大护河爱河“朋友圈”

在柳州，护河治水没有旁观者，人人都

是行动派。不久前，“共护美丽柳江 续写五

冠奇迹”———全民护河志愿服务启动仪式
在柳州金沙角观瀑广场举行。

“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们积极参与
到志愿服务中来，从身边小事做起，保护柳

江水，共护美家园。”柳州市生态环境局副
局长覃国琴说。

为了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柳州积极

发挥群众的力量，壮大护河爱河“朋友圈”。

2023 年以来，柳州面向广大市民招募护河
志愿者。2024 年，全市共有 5.2 万名护河志

愿者，开展上百次“保护母亲河行动”等志

愿者服务，清理江面漂浮垃圾 7 万多立方

米。

生态环境保护永远在路上。“五连冠”

既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我们将贯彻落

实国家关于‘美丽中国’的有关部署，不断

满足柳州市民对美好环境的需求，努力建

设‘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生态

环境。”韦永祥说。 刘昊 吴梦

黄河保护法施行两年来，甘肃兰州筑牢黄河生态屏障、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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