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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陕西省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监测工
作会议近日在榆林市召开，会议邀请了
国内知名专家就《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
益监测国家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
告》）作了权威解读，首个国家层面的退
耕 还 林 生 态 效 益 价 值 评 估 成 果 正 式
公布。

退耕还林是我国实施自然生态系
统修复的标志性工程，也是迄今为止世
界上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这一工程
在我国实施、巩固已 15 年，到底产生了
多大的生态效益？创造了多少生态价
值？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哪些
作用？

退耕还林工程带来多大生态
效益？

林业的生态作用早已得到社会的
重视，其生态服务功能也已被广泛认
可，但其量化功能和货币化价值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被计算过。

“ 开 展 退 耕 还 林 工 程 绩 效 监 测 评
估，不仅是深化工程管理，实现管理精
细化、科学化的迫切需要，也是调整完
善工程政策，建立工程绩效反馈机制、
修正机制的迫切需要。”谈到《报告》的
意义，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咨询委
员会主任委员尹伟伦这样讲道。

据了解，早在 2007年，国家统计局等
5 部委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退耕还林

（草）监测调查工作的通知》，开始对退耕
还林社会和经济效益情况进行调查监测，
并取得初步成果。但受制于资金等方面
的原因，对退耕还林生态效益方面的监测
和评估，一直没有系统开展。

自 2012 年起，国家林业部门多次组
织有关专家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制定并
印发了《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评
估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2013 年在依
据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将全国工程区
划分为 6 个典型区域的基础上，选择河
北、辽宁、湖北、湖南、云南和甘肃 6省开
展了生态效益监测评估工作。2014 年
又将评估范围扩大到包括陕西在内的

黄河、长江中上游流域的 13 个省（区、
市）163个市（盟、州、区）。

数据采集上，利用全国退耕还林工
程生态连清数据集，包括 45 个退耕还林
工程生态效益监测站、69 个中国森林生
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所属的森林
生态站、400 余个以林业生态工程为观
测目标的辅助观测点，以及 7000 多块固
定样地的海量数据集。

“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系
统、科学地用数字反映退耕还林工程所
取得的生态效益，是我国林业重点生态
工程绩效评价的重大突破。”国家林业
局副局长张永利在《报告》序言中写到。

退耕还林生态效益价值量如
何测算？

“《报告》的技术依托主要来自中
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中
心，技术理论采用的是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全指标体系连续观测与清查技
术体系。”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王兵在
解读会上介绍说，在生态效益评估指标
上，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
氧、林木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防护 7项功能 14

类指标，并将退耕还林工程营造林吸滞
TSP和 PM2.5功能从净化大气环境中的滞
尘功能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评估。

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评估分为
物质量和价值量两个评估。专业人士
介绍说，各项指标的物质量相对容易统
计，而价值量测算起来则相对复杂得
多。就以涵养水源这一效益评估来讲，
里面又包含保存降水功能价值、净化水
质功能价值等 5 个小类，而保存水功能
这一具体单项价值，又要根据林地每年
增加的有效水源量和水库每立方米库
容年折旧费等指标根据一定的公式换
算得出。

“以生长旺盛的中幼龄林为例，每
生长 1 立方米的木材，约可吸收 1.63 吨
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固碳 0.4445 万吨，
释放 1.19 吨的氧气，再参照市场上二氧
化碳回收和工业制氧的价格，就能算出
森林固碳释氧的具体价值量了。”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陈辉这样给记者举
例说明。

哪些生态功能更为突出？

按照 2014 年现价评估，13 个省级
区域退耕还林工程每年产生的生态效

益总价值量为 10071.50 亿元。其中，涵
养 水 源 3680.28 亿 元 、保 育 土 壤 941.76
亿元、固碳释氧 1560.21 亿元、林木积累
营 养 物 质 143.36 亿 元 、净 化 大 气 环 境
1919.77 亿 元（其 中 ，吸 滞 TSP 61.46 亿
元，吸滞 PM2.5 1040.96 亿元）、生物多样
性 保 护 1444.87 亿 元 、森 林 防 护 381.25
亿元。

在退耕还林生态效益价值量分布
中，涵养水源功能占比最大，达 36.54%，
高 于 第 八 次 全 国 森 林 资 源 清 查 期 间

（2009 年~2013 年）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同类评估指数。专家分析，这是因为
退耕还林工程区一般在坡度大于 25 度
的山坡地，工程实施后，能够增加土壤
水分渗入，降低土壤水分蒸发和减缓地
表径流，从而提高林地的涵养水源能
力。

13 个重点监测省份退耕还林工程
每年涵养水源总物质量达 307.31 亿立
方米，相当于三峡工程水库蓄水 175 米
时设计库容 393亿立方米的 78.19%。

在退耕还林生态效益价值量分布
中，保育土壤功能占比为 9.35%，也高于
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期间中国森
林生态系统服务同类评估指数。专家
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区形成乔灌草植被
体系，可拦截降雨、阻滞径流，起到固土
和减少土壤侵蚀量的作用，因此，工程
保育土壤功能突出。

13个重点监测省份退耕还林工程每
年固土总物质量为4.47亿吨，相当于2011
年我国 11大河流的土壤侵蚀总量 7.37亿
吨的 60.65%，其中西北部省份陕西、甘肃
等省工程固土保肥功能尤为重要。

13 省退耕还林工程每年保肥总物
质量达 0.152 亿吨，2013 年我国农业总
施肥量为 0.59 亿吨。这说明退耕还林
工程的实施，可以有效减少土壤侵蚀量
和人为施肥对环境的破坏，增加土壤保
肥能力。

“科学客观地研究、评估和量化林
业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有利于定量反映
林业生态建设成就，揭示其生态服务的
重要性，增强社会公众生态文明意识，
推进绿色 GDP 核算和决策。”王兵在解
读《报告》时说道。

退耕还林释放多大生态红利？

13省每年生态效益价值破万亿

◆李涛

陕西省安康市是我国退耕还林启
动最早、退得最快、面积最大、参与面最
广的地区之一。

截至目前，工程建设面积占全市国
土总面积的 13.51%，涉及 47.85 万个农
户 182.7 万农民。根据最新公布的《退
耕 还 林 工 程 生 态 效 益 监 测 国 家 报 告

（2014）》，安康市 2014 年退耕还林生态
效益总价值高达152.41亿元，居陕南三市
之首，在长江流域名列第三。

退耕还林生态价值高

长江、黄河流域中上游是重要生态
功能区，也是我国退耕还林工程的主要
区域，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对于改善生
态环境发挥着极大作用。

作为长江流域上游城市，根据《退
耕 还 林 工 程 生 态 效 益 监 测 国 家 报 告

（2014）》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底，安康

市退耕还林工程面积 476 万亩，接近于
安康市汉滨区的整体区域面积，其中退
耕 地 造 林 214.08 万 亩 ，宜 林 荒 山 造 林
231.12万亩，封山育林 30.8万亩。

生态效益价值评估结果表明，2014
年，安康全市退耕还林涵养水源 4.39 亿
立方米，这个水量相当于陕西延安市全
年的用水量。

退耕还林保育土壤 557.90 万吨、释
放 氧 气 129.77 万 吨 、吸 收 二 氧 化 碳
54.74 万吨、吸滞 PM2.5达到 21.8 万吨、提
供负离子 126.75×1022 个。

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林
木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等七大
类功能价值总和为 152.41 亿元，相当于
安康市 2014 年生产总值（GDP）689.44
亿元的 22.1%。

2020年完成新一轮目标

据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安
康市还将继续加大退耕还林进程，“十

三五”期间将重点实施 15 度~25 度水源
地和 25 度以上陡坡地的退耕造林，争取
到 2020 年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 100 万
亩的目标。

安康市还将以第二轮退耕还林、国
家森林城市创建为契机，科学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抓好土壤、地下水、重金属污
染防治，加强山水林田湖的保护和修
复。严厉惩治环境违法行为，把整治乱
批乱建、违法采石开矿向山区深处延
伸，探索建立环境保护多元化投资、建
设、管理和运营模式。

15 年的退耕还林，使安康生态环境
发生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山更绿、水更
清。退耕还林拉动林地面积逐年增长，
森林覆盖率较退耕前的 41.2%净增 18.7
个百分点，达到 59.9%以上。治理控制
水土流失面积超过 0.54 万平方公里，汉
江水质常年控制在饮用水Ⅱ类标准，空
气优良天数 357 天/年，为保护秦巴山区
生物多样性创造良好条件。

山绿让人们致富

一片片黑山坡披上绿装，一张张百元
大钞装进农民口袋，一块块速丰林和经济
林茁壮成长，安康市广大农民争抢退耕还
林任务，今年又将完成工程造林30万亩。

“我们运用现代企业理念和工业化
生产方式，推动山林经济由种养型向加
工市场销售型转变，很多昔日无人问津
的 荒 山 ，如 今 变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聚 宝
盆’。”安康市委书记郭青自豪地说。

15 年来，安康受益国家退耕还林工
程投资 50.53 亿元，退耕农户户均政策
性增收 10560 元。通过退耕还林后续产
业建设，培育形成了以富硒茶、木本油
料、干杂鲜果、林下经济等为主的经济
林 面 积 645 万 亩 ，建 成 万 亩 基 地 镇 86
个 ，强 村 大 户 1988 个 ，现 代 林 业 园 区
157 个，2014 年全市林业生产总值达到
82.85亿元。

“退耕还林不仅是安康市林业生态
建设的增速提质，其实质是将绿色、低
碳、环保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建设
全过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陈辉
这样总结安康的退耕还林经验，“它催
生了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解放和生产
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有力推动全市自
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一个新的
阶段。”

十五年退耕还林安康水清山绿

有力推动山乡巨变

◆本报记者李莉 通讯员谢留洪

青山环抱、水清如镜的天目湖，是
上苍恩赐的江南明珠。近 30 年来，江苏
省溧阳市天目湖一直坚持“生态立区，
科学发展”的宗旨，几经传承与创新的
接力，走出了一条“保护与发展并重，以
保护促发展”的全新绿色经济之路。

不遗余力保护成就斐然

由于天目湖围湖养殖、毁林开荒、
沿湖开发，使得天目湖的水环境遭到侵
害，流域内一度出现了水土流失、湿地
渐减、水质趋劣的状况。

“把天目湖保护好，就是保住了最
大的民生，保住了溧阳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科学发展观最具体、最直接的体
现”成为当时上下各方的共识。

天目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龚

友强说：“天目湖是我们手里捧的‘娇嫩
娃娃’，在保护上不敢有丝毫的粗心和
懈怠”。

绿水先得青山。几经区域调整，天
目湖镇现有山林近 22 万亩，占全市山林
总面积的 30%。但在农村集体土地第
一轮承包时，一些山林曾被分包到户，
这无疑是横跨在实施湖区造林规划面
前的一道坎。

天目湖镇政府在认真实地调研后，
决定在不改变林权性质的前提下，实行

“两条腿走路”，即在保护区外的山林，
引导农民有偿流转、规模经营；保护区
内的则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由政
府租用统一营管。

从 2006 年起，市镇两级每年投入上
千万元，租用农民山地两万多亩、流转
坡地 3万多亩进行人工造林、退耕还林。

青山还需净水。在大面积造林绿

化的同时，天目湖镇政府以“水净、水
清、水质活化优良”为目标，天目湖镇先
后接二连三出台了一系列标本兼治的
净水措施。

同时，建设了杨村河面流拦截和生
态驳岸、生态反消化沟等工程，极大地
削减了入湖水体中的氮磷指标，改善了
湖体的水质，并取缔、迁移、调整了一些
影响湿地的开发项目。

生态财富确保经济高位发展

站在天目湖镇吴村一处的山巅上，
眺望湿地一隅。连绵的滩皮水潭，芳草
萋萋；水天交融的远处，不时有白鹭等
水鸟上下翻飞、翩翩掠过。

2013 年 1 月，为了使天目湖的水更
清，天目湖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正
式启动。湿地公园规划面积 11.5 平方
公里，主要涵盖中田、徐家园和平桥 3条

河流，由不同地貌、水域生物单元镶嵌
组成独特的整体景观空间，呈“山”字形
水平分布。

湿地公园按功能 分 为 湿 地 保 育 、
湿 地 体 验 和 湿 地 展 示 3 个 区 块 。 公
园 建 设 分 为 湿 地 恢 复 和 基 础 设施两
个方面，其中湿地恢复包括退耕还湿、
滨岸带修复、浅滩湿地恢复、浅水湿 地
保 护 、鸟 类 栖 息 地 保 护 与 恢 复 、生 态
岛屿构建、森林过滤系统和湿地管护
八大工程。

一系列大手笔的青山绿水工程，使
得天目湖的水气循环一直保持良好状
态。经中科院南京地理湖泊研究所对
两大水库全区域、全天候实时监测，天
目湖水质五大类 20 多项指标，长期稳定
在二类标准，空气质量优良。

绿色投入带来了绿色经济的高位
发展。2014 年，天目湖旅游度假区共接
待游客 426 万人（次），实现旅游直接收
入 15.17亿元，旅游总收入达 52亿元。

除了一批重点绿色项目有序推进
以外，带有旅游区特色的现代品牌农业
也得到较快提升。

天目湖镇（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实
践证明，可以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
的双赢。

保护一湖碧波 擦亮旅游品牌
江苏天目湖扎实推进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

本报讯 福建省今年 3 月进行了
首次红树林完全淡水种植实地试验，
永春县吾峰镇政府从广东引进 1 万
株 桐 花 树 苗 ，在 双 溪 口 种 植 近 100
亩，实施淡水红树林生态与试验项
目。如今 5 个月过去了，这些桐花苗
经过选育，完全适应了淡水种植。

随着树木长大，其根系日益发
达，不仅能固堤护坡，减少水土流失，
还能过滤污水，使水质保持美观清
澈，也有利于水生动植物和鸟类聚居
繁殖，达到了改善源头水质和岸上景
观的目的。

据了解，当地政府在项目实施
中，将 7000 余株桐花苗直接种植于
双溪口。虽然那里流水较急，但土壤
肥沃、杂草丛生，将桐花幼苗种植其
间，可起保护作用。另外 2000 多 株
种 植 在 水 稻 田 里 ，作 为 备 用 ，一 旦
种于溪边的桐花被冲走，也可补缺
补漏。

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刚种下时的
桐花苗每株约 15 厘米，经过 5 个月时
间，在双溪口河道旁的已长到 25~30
厘米高；在田里的桐花树苗长得更

快，已到 40~50 厘米高。桐花树苗很
坚强，经受住当地两次两小时雨量达
88 毫米大雨的洗礼。大水漫过双溪
口河道，水流湍急，但桐花树苗根扎
得深，土抓得牢，树身如柳树枝条一
样轻柔，不仅没受伤，雨后还越长越
旺。目前桐花树成活率达 90%以上。

与传统的草本水生植物相比，常
绿木本的红绿植物更有净化空气、美
化环境、改善水生态等显著的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淡水红树林属乡
土常绿阔叶木本水生植物，经 10 年~
15年生长，可达 8米~10米高度。

届时，红树桐花不仅能适应淡
水、污水环境，更能在城市污水环境
中快速生长，发挥“污水清道夫”的功
能，通过根、茎大量吸收土壤和污水
中氮、磷、重金属污染物，经由代谢作
用有效吸收、降解污染物，净化富氧
化的河涌、湿地、人工湖中的土壤和
水质。

据了解，如果完全淡水环境试种
成功，并掌握驯化技术，福建省将其
推广到全省易受污染的江河与水库，
并做阶段性规划与推广。 曾咏发

福建进行红树林淡水种植试验

污水清道夫进驻城市河湖

本报讯 浙江省宁波象山县韭
山列岛的一个面积仅两公顷的无人
荒岛上，近日迎来了来自国内外的鸟
类专家、志愿者以及保护区工作人
员，在岛上开展了中华凤头燕鸥雏鸟
的环志工作。在大家通力合作下，对
燕鸥雏鸟进行围捕、测量、带脚环，最
终 31 只中华凤头燕鸥幼鸟被顺利环
志。这也标志着 2015 年中华凤头燕
鸥种群人工招引与种群恢复项目顺
利结束，并再次取得成功。

中华凤头燕鸥种群人工招引与
种群恢复项目始于 2013 年，今年是
项目实施的第三年。4 月中旬项目
组在招引现场开展了栖息地修整、鼠
害清除、燕鸥假鸟布设、声音回放设
备安装、观测木屋以及生活帐逢搭建
等工作。今年除了监测人员在岛上
进行为期 3 个月全天 24 小时观察监
测繁殖种群外，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的纪录片摄制组成员也进驻韭山列
岛，全程跟踪拍摄中华凤头燕鸥的繁
殖及监测过程。

经过努力，共吸引 52 只中华凤
头燕鸥和 2000 多只大凤头燕鸥栖息

繁殖，成功繁殖至少 16 只中华凤头
燕鸥幼鸟和 1000 多只大凤头燕鸥幼
鸟。来自浙江自然博物馆、美国俄勒
冈州立大学、国际鸟盟、全国鸟类环
志中心、复旦大学、浙江野鸟会和香
港观鸟会等单位的 30 多名专家、志
愿者和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繁殖末期
尝试对少量雏鸟进行环志，为以后常
规环志积累经验，进一步掌握中华凤
头燕鸥及大凤头燕鸥种群交流、迁徙
路线以及越冬地的资料，为保护中华
凤头燕鸥提供重要依据。

此外，项目组同期也在舟山五峙
山列岛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
中华凤头燕鸥种群人工招引与种群
恢复，成功繁育了 4 只中华凤头燕鸥
幼鸟和 1500 多只大凤头燕鸥幼鸟。
参考马祖列岛今年的监测数据，中华
凤头燕鸥的种群总数量首次接近百
只。同时借助社群吸引技术，将中华
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繁殖群成功
分群，避免了“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
个篮子里”，为这一珍稀鸟类的拯救
和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水华 范忠勇陆祎玮 晏利扬

中华凤头燕鸥招引繁殖再获成功

种群数量首次接近百只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湖县政府办了解到，博湖县
制定出台了《新疆博斯腾湖国家湿地
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目的是为了切实加强博斯腾
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建设与管
理，充分发挥湿地公园的生态优势、
资源优势和经济效益。

《办法》共五章 21 条，明确了博
斯腾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范畴、保护
管理的职责及责任等，按照保护优
先、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
原则，进行保护管理。

为确保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工作
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办法》明
确规定，博湖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为湿地公园管理机构。博斯
腾湖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内的建设

项目，要遵守湿地公园的总体规划，
按照法定程序报批后执行。湿地公
园内的水体、野生动物、植物植被、地
形地貌等生态资源均是湿地公园保
护对象。

《办法》明确规定，湿地公园是世
界候鸟的迁徙地和栖息地。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候鸟栖息和觅食
环境。湿地公园内禁止放牧、猎捕野
生动物、捡拾鸟蛋；禁止排放、倾倒工
业废水、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污
染物；禁止非法引入外来物种；禁止
破坏湿地公园生态资源和人文历史
风貌资源的行为等。

据了解，博斯腾湖国家湿地公园
将建成集生态旅游、科研、教育、生态
保护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级湿地
公园。 杨涛利苟秀君

博湖出台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建设项目遵守总体规划

监测样本之一——陕西省安康市大巴山绿景。 李涛摄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科尔沁沙地近年来切实推进京津源风沙治理工程，
全面加强防沙治沙。从 2009 年以来，翁牛特旗通过划定“三区三带”、“引水入
沙”等治理措施，特别是通过“先修路，固两侧，再治理”的固沙工程，仅 4 年就
治理沙地面积 270万亩。 杨爱群李俊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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