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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赛场建设

应保持山地原有生态风格
◆本报记者赵娜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滑雪场。 网络图片

本报记者周迎久报道 北
京—张家口冬奥会申办成功，
让山城张家口实现了惊艳的国
际“亮相”。河北省张家口市委
书记侯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张家口的降雪量足够承办
冬奥会，20 年来年均积雪厚度
在 60 公分~1 米左右。特别是
冬奥会赛区的场馆建设在设计
之初即考虑了环保因素，场馆
及配套基础设施均采用节能环
保技术和可再生资源，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的场馆建设对当地
生态环境影响不大。

张家口赛区位于崇礼县，
距北京赛区约 161 公里，冬奥
会部分雪上项目将在这一赛区
进行。据介绍，张家口赛区山
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合滑
雪 产 业 的 发 展 ，滑 雪 期 长 达
150 多天，非常适于开展国际
高端竞技滑雪运动。雪场设施
完善，目前赛区已建成 5 座滑
雪场，曾多次举办国际雪联高
山滑雪积分赛及远东杯赛，多
条雪道通过了国际滑雪联合会
的场地认证，已经成为中国国
家滑雪队以及国外一些专业滑
雪队的训练与比赛基地。

“在场馆建设方面，本着以
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为前提，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比赛场馆
将沿用所有现有的比赛场馆。”
河北省申办冬奥会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 位 负 责 人 向 记 者 举 例
说，现有的场馆、雪道有很多，
有一些场馆、雪道稍微进行改
造后就可以使用。其中，滑雪
公园 B 场地作为空中技巧比赛
场地需要新建，“但因此处山上
没有太多树木，对环境影响不
会很大。”

据了解，张家口崇礼等地
自 2001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 14
届国际滑雪节，每年接待游客
超 150 万人（次），积累了一定
的运营和管理经验。冬奥会赛
区的场馆建设在设计之初即考
虑了环保因素，场馆及配套基
础设施均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和
可再生资源，完善了污水收集
处置及中水回用设施。因此，
在对当地建设项目严格把关、
科学规划，对污水及废弃物集
中收置、妥善处理，对旅游经营
单位和游客开展宣传教育、提
高其生态保护意识的基础上，
不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水资
源管理产生明显影响。

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的实施能够使整个地区生态
环境建设被纳入一体，包括统
一补偿标准、碳排放交易市场
的一体化建设，以及大气污染
的联防联控等治理措施将会得
到落实。

严格把关 科学规划

张家口赛馆建设
坚持环境优先

◆本报通讯员梁玉桥

景 美 岸 绿 游 人 醉 ，碧 海 蓝 天 白 鹭
飞。这是记者随 2015 年广西环保世纪行
采访团深入防城港市踏入港口区光坡镇
红沙村渔鹭园时的感受。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
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因拥有“中国白
鹭之乡”美称和中国最大、最典型的海湾
红 树 林 ，而 成 为 中 国 著 名 的 生 态 旅 游
城市。

良好环境吸引白鹭飞来

港 口 区 旅 游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影响鹭鸟迁徙或集散的原因有两
个：一是生态环境是否有足够的食物，二
是生存环境是否足够安全。鹭鸟都具有
灵性，对生存环境非常敏感，它们之间的
信息传递很灵通，有同伙、同类死亡或不
断失踪，它们都会集体迁离；若受人们的
保护或生存环境足够安全，就会住下来，
而且越聚越多。”

上万只白鹭集中在红沙渔鹭园房前
屋后的树顶和竹梢，筑巢孵蛋、繁衍生
息，这里为白鹭栖息、繁衍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生态环境。而且红沙片区范围岛礁
众多、海沟纵横交错，浅滩、湿地的鱼类、
贝类食物非常丰富，形成了白鹭丰富的
食物供应场所，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白
鹭前来栖息繁殖的最重要因素。

同时，当地居民把白鹭认作本土的
“仙鹤”、“神鸟”加以敬重和保护，为白鹭
的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每年在白沙村繁殖和外面迁徙来的白鹭
越来越多，周边及防城港市区的白鹭群
也发展很快，白鹭已成为防城港市的一
张名片。

同时，为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近
年来防城港市建立了 3 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目前，防城港市境内已经形成 7
处鹭鸟繁殖地，保护面积达 34 万公顷。
拥有岩鹭、黄嘴白鹭、大白鹭、中白鹭、小
白鹭等 5个品种，其中岩鹭属世界濒危鸟
类，黄嘴白鹭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世界濒危鸟类。在春夏繁殖季节，
白鹭数量达 30万只以上。

北京林业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
国著名鸟类专家丁长青评价道：“多年来
自己曾到过世界各地多处鹭鸟栖息地考
察，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红沙村的白

鹭与人之间的距离不论在国内或是在国
外都是最近的，白鹭的形态、习性、行为
等肉眼可辨，而且数量之巨和种类之多
属国内少见，这样的环境十分难得。”

红树林呈健康状态

近年来，防城港市临海工业的发展
和滨海城市的建设，对红树林的生存环
境构成威胁，作为防城港另一张生态名
片的红树林，目前生存状况如何？

记者到达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时，看到沿海地带海滩上，生长着
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

防城港市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科科
长李韦鸿告诉记者：“红树林生长很缓
慢，从树苗生长到枝繁叶茂至少需要 20~
30 年，它对整个生态环境要求非常高，一
般都生长在内河入海三角洲的滩涂，这
是它生长的先决条件。其次是对水质的
要求，至少要Ⅱ类水以上，Ⅰ类水最好。
北仑河口红树林是全国林地面积最大的
海湾红树林。目前跟踪监测发现，红树
林呈健康状态，说明海水质量合格。”

“红树林遭到破坏的原因有自然因
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而破坏力最大最

明显是人为因素。人为因素包括因人类
生产开发或城市建设而进行的大规模填
海造陆、围海造田、围海造养殖池等，可
对红树林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此外还有
工业污染、垃圾污染以及红树林地区周
边居民过度采海、伐木取薪及非法抽沙
等行为，也在严重破坏红树林。”李韦鸿
介绍道：“近几年来，广西防城港市海洋
局采取措施，大力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控制用海行为，特别是挖塘养鱼活
动，加强海上巡查，海上采砂活动，控制
城市和养殖排污带来的海水污染，逐渐
加强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保护。”

北仑河口保护区工作人员刘熊告诉
记者，近年来，保护区除了加大对红树林
的保护力度，还要做好生态修复，拓展红
树林面积。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红树林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减少
人为破坏活动，保护区加大对红树林的
宣传力度。

防城港市环保局局长万里滔告诉记
者：“以前因法律不健全及宣传力度不
够，红树林周边居民不了解红树林对整
个海洋自然生态的巨大作用，只将红树
林视为生火用的柴薪。通过大力宣传，
如今他们对红树林的态度已发生转变，
基本上不会主动去砍伐红树林，并开始
参与到红树林恢复种植的工作中来。”

近年来，防城港市相关部门通过巡
查、及时查处、科研监测、公众参与、项目
恢复等多种手段对保护区内的红树林做
到全面有效地保护。红树林有林面积从
2000 年的 1274 公顷恢复到目前的 1300
公顷，红树林呈健康状态。

优美生态托起美丽防城港
白鹭和红树林成为城市两张生态名片

华夏绿讯
HUAXIALVXUN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常州报道
20 年没见的沉水植物菹草在太湖
上游竺山湾重新出现了，总面积约
有 4 平方公里。这么大面积沉水
植物的出现，说明太湖上游湖湾的
水生态状况有一定恢复。

“最大的一片菹草在湖当中，
有 2.5 平方公里。在沿湖上游的一
些小河浜中，菹草也有大量生长。”
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研
究员级高工徐东炯说。

菹草属于沉水植被，素有“水
下森林”之称的沉水植被与藻类之
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草的生长抑
制藻的发展，沉降杂质、净化水质，
为鱼、蟹、蚌、螺等水生动物提供适
宜的栖息环境，提高湖泊的水生生
物多样性。

目前的监测数据对此也有所
印证，竺山湖 4~6 月平均藻密度为

337 万个/升，比去年同期的 806 万
个/升下降 58.2%，藻密度较低，未
形成大规模水华。竺山湖、滆湖总
氮平均浓度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22.8%、22.3%。

位 于 太 湖 最 上 游 的 长 荡 湖 ，
2014 年水质达到了Ⅳ类，富营养
化程度也从中度富营养降到了轻
度富营养。与去年同期相比，常州
3 条入湖河道氨氮和总磷均值分
别下降 3.9%、3.7%。

记 者 从 常 州 市 环 保 局 了 解
到，今年常州正全面组织实施太
湖 一 级 保 护 区 等 9 个 小 流 域 综
合整治各项整治任务，重点开展
太 湖 考 核 断 面 达 标 整 治 。 针 对
这 些 考 核 断 面 ，相 关 辖 市 、区 均
编制了达标方案，推进各项整治
工程加快实施，断面水质正在逐
步改善。

常州竺山湾发现菹草
说明太湖上游水生态状况有一定恢复

本报讯 陕西省石泉县近日为
全县 100 万亩生态公益林森林办
理了保险，投保金额 5 亿元。这是
继 2013 年起，石泉县连续第 3 年为
全县公益林森林购买保险。

石泉县拥有十分丰富的林业
资源，然而近年来，石泉县森林防
火形势异常严峻，加之森林病害、
虫害危害严重，对森林资源造成了
巨大破坏，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
石泉县政府为全县 100.54 万亩公
益林森林购买了森林保险。

根据国家政策性森林保险有
关规定，公益森林的保险费率为每
亩两元，保费总额为 201.8 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每亩补助 1 元，省
财政每亩补助 0.5 元，县财政每亩
补助 0.3 元，林户缴纳保费每亩 0.2
元。为减轻农民负担，石泉县政府

将林农应缴纳部分交由石泉县林
业局统一买单，真正实现“农民不
掏钱，森林有保险”。

这也意味着，在保险期内，因
火灾、暴雨、洪水、泥石流、冰雹、霜
冻、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造成保险林
木流失、被掩埋、折断、倒伏或者死
亡，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负责赔偿，
最高赔偿金额达到每亩 500元。

据了解，政策性森林保险是政
府对林业经营者参加森林保险进
行的保费财政补贴，对因遭受火
灾、自然灾害或病虫害造成林木损
失进行保险赔偿。公益林森林保
险的购买不仅能有效防范林业经
营风险，而且增强了林农抵御林业
灾害的能力，对推进现代林业产业
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韩丽荣 宋世兵

森林上保险 农民不掏钱
陕西石泉县为 100万亩公益林森林购买保险

本报讯 浙江省宁波市沿海防
护 林 第 二 期（2008~2015 年）建 设
规划已全面完成。经过两期沿海
防护林体系营造，宁波市已实现沿
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合拢。

宁波市沿海防护林建设启动
于 2005 年，重点为“一港（象山港）
二湾（杭州湾、三门湾）”，努力营造

“千里海疆、万顷屏障”。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宁波市共建成沿海
防 护 林 基 干 林 带 438 公 里 ，面 积
3.8 万亩。从北至南，沿杭州湾、象
山港、三门湾海岸线，沿海防护林
犹如“海上长城”蜿蜒延伸，在沿海
大地构筑起了一道集防护与景观
于一体的生态屏障。

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宁波慈溪
市，海岸线长达 78 公里。慈溪结
合杭州湾跨海大桥、杭州湾新区开
发和生态城市创建，大力兴建沿海
防护林，并从 138 种试种树种中成
功 筛 选 出 50 多 个 盐 碱 地 适 生 品
种，构筑起一道抵御台风等灾害的
绿 色 生 态 屏 障 。 如 今 ，2005 年 ~
2007 年实施的一期 22 公里海防林
初具规模。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从 上 世 纪 90
年 代 起 ，就 开 始 利 用 竹 子 、夹 竹
桃、杨树等耐盐碱树种在护塘河
与 堤 坝 之 间 建 设 沿 海 防 护 林 基
干林带，用以防风抗灾。2008 年

新 一轮高标准沿海防护林基干林
带建设以来，鄞州区对原有林带采
取加宽、加种乔木树种等措施进行
完善提高，完成泥质基干林带 8.85
公里，面积 502 亩，累计投入资金
2000 万元。

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沿
海 防 护 林 正 发 挥 强 大 的 生 态 效
益。宁波市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
80 年 代 初 的 31％ 提 高 到 50.5％ ，
森林蓄积量逐年增加，森林的固碳
释氧、涵养水源、固土保肥、丰富生
物多样性和休闲景观等功能日益
显现。

地 处 海 陆 交 替 、气 候 突 变 地
带，宁波市频繁遭受台风、热带风
暴等自然灾害侵袭。随着沿海防
护林工程的不断推进，宁波市森林
抵御台风影响、减缓泥石流、抵御
海潮的能力不断增强，有效保护了
养殖塘、果园与农田，减轻了灾害
的程度和频度。同时，以林带为依
托开发休闲观光业，促进了森林旅
游业的发展。

据宁波市林业部门介绍，目前
宁波已着手开展沿海防护林第三
期规划，规划期为 10 年，建设任务
以修复提升为主，规划从 2016 年~
2025 年修复提升沿海防护林基干
林带 5000 亩。

王璐

宁波沿海防护林二期建设完成
共建成基干林带 438公里

普光气田去年在普光 304 集气站放喷池投入狐尾藻进行雨污水净化
试验。一年的试验结果表明，这一放喷池雨污水各项指标均达到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一级标准。这一成果推广应用后，每年可节约
污水处理费用 300万元，减缓地层回注压力。 祝广影摄

相关新闻

不可否认，每一个项目的进入，均会对
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
要去寻找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旅游系副教授
乌恩表示，对保护地的利用，有一个“可接
受改变的限度”理论，即只要有利用，就必
然会产生对环境的改变，研究、计算、判断
对当地自然的多大程度的改变是可以接受
的，是一种务实、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在小
海坨建冬奥场馆，是对小海坨山做出的一
种改变，对物种、环境、生态肯定有影响、损
伤，相关机构应该在科学认真的调查、研究
基础上，判断这些改变是否在可以接受的

范围之内。
据了解，将修建的冬奥会高山滑雪场

区域在松山的西南坡，属于阳坡，主要有山
桃、山杏等植物。同时，阴坡有桦树、椴树
等主要植被。这些植被与燕山山区、太行
山等山脉常见植被基本相同。

张志翔表示，即将修建高山滑雪场的
区域范围落差达 800 米以上，符合场馆建
设要求。目前这一区域还没有发现国家级
木本保护植物。他建议，在场馆建设中，可
采取近地保护的方法，将植物移植到附近，特
别是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种植保护。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生态保护

问题上，亦是如此。张志翔呼吁，要规划先
行。政府部门应该制定场馆周边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进行生态环境风险评价，制定出
更深入、细化和科学的保护方案。以此来指
导建筑单位在滑雪场建设过程中，如何对生
态环境、物种进行保护。

乌恩也表示：“人既要利用环境，又要
保护环境，就必须首先确定可接受的改变
程度。这就应该有更为精细化的工作，比
如对自然生态损害的数据，要有权威、专业
的人员、机构来做细致工作。并且，要把调
查数据、分析结论等信息向社会公开，使公
众了解这些工程、项目、开发对环境的影
响，是否在可以接受的程度范围之内。从
现在关于冬奥会场地的关心、质疑、争论来
看，目前也许缺少上述研究、调查以及对调
查结论的社会披露环节。”

2022年冬奥会申办成功后，北
京、张家口两地的冬奥场馆建设引
起人们关注。根据目前规划，选定
在北京市延庆县小海坨山上新建
高山滑雪和雪橇雪车比赛场地，与
北部的张家口市崇礼县滑雪场地
以及北京市内的冰上项目场地连成
一线。

有媒体报道称，松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已进行范围调整，调整后
保护区总面积为6122.96公顷，比原
保护区面积扩大了31%。调整后，冬
奥会的雪橇雪车和高山滑雪比赛场地
不在保护区范围内。

未来修建滑雪场、雪橇雪车等
比赛场地过程中，如何保护生态和
周边环境？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比赛场地不在保护区内？
□仍要参照实验区加强管理

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北京
市西北部延庆县境内，1986 年经国务院批
准 建 立 ，是 北 京 市 首 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总面积 4660 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落
叶阔叶次生林森林生态系统、天然油松森
林生态系统以及水源涵养地。

为何会调整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范围？延庆县常务副县长张素枝在接受有
关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
以及更好地保护区域整体生态环境，延庆
县政府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程序，并报请

北京市政府同意，正式向国家主管部门提
出了调整原保护区的建议：一是将周边一
些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区域划入保护区，扩
大自然保护区面积，实现对区域生态系统的
整体保护；二是将原保护区的部分区域调出，
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空间，也有利于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

延庆县山区的山高、山形、地貌、山体
坡度、山体落差、温度、湿度、风力、降水、雪
深等都符合冬奥会要求，将依托现有山体
地形修建临时场地设施，用作雪车、雪橇大

项和滑雪大项中的高山滑雪比赛场地等。
虽然冬奥场馆选址不在调整后的保护

区范围内，但在小海坨修建滑雪场地也要
重视生态保护。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张
志翔建议：“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森林
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尽管与百花山、东灵
山和雾灵山相比，松山不是北京地区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但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应该参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相关管
理规定，要坚持环境友好原则和环境破坏
最低标准。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按规定
建设设施，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
履行审批手续，并督促建设单位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物种保护与恢复措施。”

■怎样的改变可以接受？
□提前启动物种调查

■场馆建设有何要求？
□尽可能保持原有地形地貌

未来修建滑雪场、雪橇雪车等比赛场
地过程中，如何保护生态和周边环境？

张素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场馆
建设时，我们非常重视周边环境建设。首
先，在最初选址，已经做了初步的环境影响
评价，评价环境承载力等，以便场馆建设时
采取相应的措施。其次，在场馆建设过程
中，也会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将采用绿色建
设标准，使用节能、节水等环保材料，尽最
大可能保护周边环境。同时，场馆建成后，

在场馆运营和场馆使用过程中，会科学控制
人流数量，减少人为环境破坏，以保护山区的
森林、土地等，确保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张志翔指出，在小海陀山不要过度建
设，要把握适度原则，建设过程中始终不能
忘记保护环境。首先这是体育场所，应与
高山滑雪场相协调，不能搞现代化建设，要
与北京特色相适应，与当地环境相协调。
整 体 上 ，需 保 持 原 有 生 态 风 格 和 生 态 景
观。其次，在林区建设高山滑雪场，要有好

的森林环境，而不是光秃秃的雪道，因此保
护好周边森林也是必要的。

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这类重大工程
在面对给植物带来干扰时，怎么解决的？
张志翔举例说，在欧洲，公路建设十分重视
对环境的保护和对原有地形地貌的保护，
因此在遇到道路拐弯时采用不削平山坡、
以隧道方式通过，这样既能保持山的原貌，
也减少了对山坡上植被的扰动，还可避免
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滑雪场
内建筑简单漂亮，与周边自然景观有机融
合在一起。应组织专家好好论证，在建城
际高铁和冬奥场馆时，如何来降低对环境
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