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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涛通讯员冯瑞珺

记者日前跟随陕西省人大三秦环保世
纪行对陕西省“旱腰带”地区开山采石及生
态环境治理情况进行了专题采访调研。调
研中发现，渭北“旱腰带”地区非法采石目
前虽已基本消除，但针对已开采矿山的生
态恢复治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矿山生态恢复治理资金需求量大、县
级财政难以承受，几乎是所有“旱腰带”区
域地方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再加上这一
地区少雨多旱，树草成活率较低，尚无成熟
有效、可借鉴的恢复治理方法，都让“旱腰
带”的生态恢复之路异常艰难。

长年无序开采

青山变成裸山

车行至咸旬高速桥底至兴隆段，向北
远望，自西向东数十公里的山体表层全部
被“扒皮”，这就是渭北的“旱腰带”。

渭北“旱腰带”，因在卫星遥感影像图
上呈浅黄色带状地形而得名，也叫“渭北山
地”。丰富的石灰石资源，使这一地区成为
陕西省水泥、石灰、石料等建材的主要来源
地。建设需要和利益需求使人们盯上了这
片山脉，无序开采、违规加工、土法烧灰让

“旱腰带”地区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状况日
益严峻。

渭南市富平县石灰石储量约为 1303 亿
立方米，沿山群众开采石灰石已有数百年
历史，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富
平县北部山区采石企业一度达到 850 多家、
石灰窑 1000 多家。

从富平尧柏水泥宝峰寺矿山 885 米采
石作业平台向下环望，弯弯曲曲的山路，一
有运送石料的卡车经过就土灰外溅，扬尘
四起，而乔山地区的山体破坏程度更是让
人触目惊心，除了山外交通便利的地方被
整体“扒皮”外，大山深处也被开挖的满目
疮痍，到处可见人工形成的陡壁峭崖，青山
变成了“裸山”。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我们这里中
部 6 县逐渐出现大小不一的采石场。2000
年以后，随着各类基础设施和建设项目日
益增多，水泥、建筑石料和白灰的市场需求
量骤然增大。加之近年来，陕西省对秦岭
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相当数
量的采石企业关闭退出，陆续转战渭南市
中部‘旱腰带’石灰岩矿区，致使这一区域
资源开采量持续增大，矿山数量急剧增多，
逐渐形成多、小、散、乱、差的局面。”谈到矿
山无序开采的成因，咸阳市国土资源局一
位负责人这样讲道。

准入门槛低

整合压力大

记者在调研采访中发现，一直以来，矿
权市场准入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偏低，不管
是企业或者个人都可以申请石灰石开采，
对矿权申请人本身的资质条件例如投资额
度、企业从业方向、业绩和申办企业规模等
条件要求也不高，再加上资源开发成本较
低，渐渐导致了“小、散、乱”的局面在渭北
石灰石矿区普遍存在。

为了对沿山采石进行有效整治，最大
限度减少环境破坏，今年年初，陕西省政府
专门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开山采石专项
整治切实加强采石场管理的通知》，其中规
定：“新建采石矿山生产规模不得低于 10 万
吨/年，年产 10 万吨以下采石场要逐步关
停。到 2020 年，关中地区每个县保留 1~3
家、陕北每个县 3~5 家、陕南每个县 5~7 家
采石企业。”。

三 秦 环 保 世 纪 行 调 研 组 在 走 访 中 发
现，目前“旱腰带”地区，除了一些大型水泥
企业的配套采矿点继续生产外，其他采石
企业基本都处于停产阶段，各地市整合状
况各不相同。

咸阳市早在 2010 年，就率先在“旱腰
带”地区开始了首轮石灰岩资源整合整顿
工作，彻底关闭了年开采 10 万吨以下的小
型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截至 2014 年底，
采石矿山数量下降了 65%。

“在陕西省开山采石专项整治前，咸阳

中部 6 县共有采石矿山及整合区 59 个。陕
西省政府要求 2020 年底前，每县只能保留
1~3 个采石企业，这意味着咸阳市取缔和关
闭矿山的任务将非常艰巨。”咸阳市国土局
副局长梁彭飞介绍道，“上一轮整合整治工
作还未彻底完成，新一轮整合整治又开始，
接下来的矿山整合矛盾将愈加突出。”

根据咸阳市政府规定，在整治期间，各
采石矿山一律停产停建，无论手续证照是
否完善。

资金缺口大

矿山恢复难

泾阳县石灰石开采已有 20 多年历史，
采石企业最多时达 143 家，多数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低，生态破坏严重。长年累月的无
序开采，让泾阳县五台山和嵯峨山等地带
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去年以来，泾阳县先后制定了《北部矿
山整治整合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方案》等
一系列生态恢复规划。在泾阳县口镇吊村
的无主废弃矿山恢复试点记者看到，约 1万
平方米的矿山削坡已投入近千万元治理资
金，但成效并不明显。

泾阳县副县长张勇告诉记者，泾阳县
采石企业鼎盛时期每年为地方财政贡献总
额约 500 万元左右，按开采 10 年计算，也就
5000 万元左右。“旱腰带”在泾阳全县延绵
34 公里左右，如要将所有废弃矿山和无主
矿山全部恢复治理，所需资金大概在 20 亿
元左右。

三 秦 环 保 世 纪 行 调 研 组 在 采 访 中 发
现，矿山生态恢复治理资金需求量大、县级
财政难以承受，几乎是所有“旱腰带”区域
地方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除了资金问题，“旱腰带”地区气候少
雨多旱，树草成活率较低，再加上目前尚无
成熟有效、可借鉴的恢复治理方法，都让

“旱腰带”的生态恢复之路异常艰难。

制度难落地

修复无抓手

为保护矿山地质环境，预防和治理矿
山地质灾害，陕西省在 2013 年出台了《陕西
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
法》。办法规定，采矿权人在矿证有效期
内，根据资源开采量每年缴存一定的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以确保采矿权人对
矿山进行恢复治理。

三秦环保世纪行调研组在“旱腰带”地
区的采访中发现，这一地区的矿山治理恢
复保证金缴存效果并不理想，从 2013 年至
今，80%以上的采石企业都无法按时按额缴
存保证金。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的一份报表
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全省石灰岩开采
矿 山 应 缴 存 9477 万 元 ，已 缴 存 金 额 仅 为
562万元，未缴存达 8915 万元。

业内人士介绍，陕西省的保证金制度
其实从 2003 年就开始研究制定了，一直到
2013 年才得以最终出台，而这 10 年正好是
采石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时至今日，市
场不景气，采石企业效益下降，部分企业的
生产生存都成问题，难以按时按额缴存保
证金。而一些有能力缴存的大型企业也不
主动，甚至互相观望。

除了保证金缴存难外，“旱腰带”地区
已缴存保证金的采石企业也还存在怠治
理、不治理等问题。

“规定中虽然要求企业要边开采边治
理，但实际操作中，监管权责不清，好多企
业觉得反正我缴过保证金了，先干着，恢复
治理的事能拖就拖，最后开采完大不了保
证金不要了。”蒲城县国土局矿产办副主任
任恒平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打算让已缴
存保证金的采石企业每年制定年度矿山恢
复治理方案，并遵照执行，如果到了年底发
现企业未履行方案，政府将会组织专业力
量代为恢复治理，费用从企业已缴保证金
中扣除。

“旱腰带”生态恢复之路任重道远，专
家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针对这一区域应
提高准入门槛，严格采矿区审批，科学划定
禁采区、限采区，制定完善与矿山环境治理
相配套的管理办法和技术要求。

旱腰带变绿难在哪？
——陕西渭北地区开山采石生态恢复治理调查

◆本报记者赵娜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近日与中国
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共
同发布最新一期关于中国生物多样性和自
然资源需求状况的研究报告《地球生命力
报告·中国 2015》（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指出，1970 至 2010 年间，中国的陆生脊
椎动物种群数量下降了一半，而中国的生
态足迹却在同时期上升超过一倍，中国已
面临严峻生态挑战。

本期报告以“发展、物种和生态文明”
为主题，在国内首次建立起基于地球生命
力指数（LPI）计算方法的中国陆地生态系
统脊椎动物变化趋势指数，而 LPI是运用于
WWF 全球《地球生命力报告》中的评估地
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标。

留鸟数量上升，其他动物种群减少

《报告》发现，1970~2010 年间，中国陆
栖脊椎动物种群数量下降了 49.71%。两栖
爬行动物种群数量下降 97.44%，留鸟种群
数量上升 42.76%，兽类动物种群数量下降
50.12%。

《报告》分析说，由于人类活动和发展
导致的栖息地丧失、退化和碎片化是导致
中国陆生脊椎动物种群大规模衰退的主要
原因。对于两栖爬行类动物和兽类而言，
过度猎杀、气候变化也是导致种群数量减
少的重要原因。

其他动物种群数量下降，而留鸟种群
数量却稳定甚至有所上升，原因包括保护
区的避难所效应，保护区数量增长，法律和
法规的保护成效，中国鸟类数量实际上在
1970 年以前已经显著下降。

为什么两栖爬行类种群下降趋势如此
显著，而留鸟种群数量却在同期显著上升？

WWF 中国执行项目总监李琳解释道：
“两者不同的变化趋势所反映的是具有不
同生物和生态学特性的动物类群在同等环
境压力下的不同的适应。环境和气候变化

对两栖爬行动物种群生存繁衍的压力要大
于鸟类。虽然鸟类和两栖爬行动物的栖息
地同样面临退缩和破碎化的问题，但鸟类
可以通过迁移实现个体交流。两栖动物面
临猎杀压力更大。”

李琳指出，鸟类数量的上升，并不意味
着环境的大幅度改善。

不同省市间的生态足迹有明显差异

WWF 全球总干事马可·兰博蒂尼说
道：“人类对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对地球
造成了巨大压力。我们消耗的速度超过了
地球的可再生能力，这意味着地球将更难
维持人类在未来的需求。”

《报告》继续运用生态足迹指标，衡量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使用状况。报告
发现：中国生态足迹总量占全球 1/6，排名
世界第一。

2010 年，中国人平均需要 2.2 全球公
顷生产性土地，来满足环境商品与服务需
求。尽管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低于全球平
均生态足迹 2.6 全球公顷，但却是 2010 年
中国可用人均生态承载力 1.0 全球公顷的
两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的生物生产性土
地，无法供应其人口消耗的可再生能源与
服务。这种生态超支的代价变得越来越明
显，其表现的形式包括采伐森林、干旱、淡
水不足、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大

气中二氧化碳增多等。
全球足迹网络创始人和主席马西斯·

瓦克纳吉尔说，生态足迹指标可以很好地
帮助中国的决策者们在制定战略和政策时
纳入更多的环境考量。

不同省市间的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
有明显差异。东部省份人均生态足迹相对
较 高 ，中 西 部 省 份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相 对 较
低 。 2010 年 中 国 有 6 个 省 份（内 蒙 古 、云
南、海南、新疆、青海、西藏）生态盈余（生物
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但在 2012 年，仅有
西藏和青海两个省份维持生态盈余。内蒙
古、云南、海南、新疆 4个省份成为新的生态
赤字省份。

《报告》指出，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对中
国生态足迹的快速上升带来重要影响。城
镇化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
化，驱动人均生态足迹的上升；城市的扩张
会挤压森林、湿地、耕地、草地等的生态空
间，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超越环境容量和生物承载力的中国
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持续的。如何
以有限的生物承载力支持快速增长的经
济，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首要解决的现实
问题。”李琳指出，希望中国能够将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和经济发展与生态退化脱钩的
主题融入南南合作、走出去、“一带一路”等
国际战略中，从而推动全球在一个地球生

态资源界限内的可持续发展。
她建议，中国应该在合理配置生态资

本、引导城镇生态足迹理性发展、提高生产
的资源利用效率、严控能源消费总量、严格
保护生态用地、全面开展生态补偿等方面，
来推动绿色中国转型。

首次引入“一个地球”视野下案例

1960~2010 年的 50 年里，中国以 4 倍的
生态压力增长支撑了 80 余倍的发展增长，
经济系统生态效率对减缓发展的生态压力
增长、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但是，经济生产的生态效率提高赶
不上消费规模的扩大，中国仍处于生态足
迹增长的通道中。

“要实现发展与生态压力的脱钩，中国
还需进一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与生态资产
保育。”李琳表示。

WWF 提出的“一个地球”的理念为我
们在地球限度内管理、使用和分享自然资
源，确保人人享有食物、水和能源安全提供
了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一理念提倡通过保
护自然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转变消费模
式、引导资金流向、公平的资源管理等途
径，实现可持续发展。

《报告》首次引入了一系列“一个地球”
视野下的可持续实践案例。其中选取的案
例，来自于 WWF 与合作伙伴在中国各地
正在开展的实地保护项目。

在中国西南地区大熊猫栖息地周边，
WWF 为村民建起几千座节柴灶，减少薪柴
使用，避免大熊猫栖息地森林的退化，也保
护村民免于不完全燃烧气体对身体的伤
害；在上海，WWF 帮助一家本土知名的乳
制品企业通过企业水管理项目核算并降低
企业的水足迹，控制生产成本，保护水资源
和自然环境；在长江中游沿岸的江豚和麋
鹿保护区周边，WWF 帮助当地农民通过可
持续的农业项目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
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在东北地区湿地分
布和玉米种植高度相关的县域内，WWF 探
索高效和健康的玉米生产模式，减少玉米
生产对湿地、淡水、土地、气候和生物的负
面压力，减少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减少农
业对湿地生态和水鸟栖息地的环境影响。

“WWF 相信，更好的解决方案确实存
在。倘若我们共同携手寻找这些更好的解
决方案，就可以扭转现在的局势，使中国的
发展不再以破坏自然为代价。”马可·兰博
蒂尼说道。

《地球生命力报告·中国2015》发布各省生态盈亏程度

仅青海和西藏维持生态盈余

据新华社电 四川今年首
次启动野生大熊猫遗传档案
库建设，旨在掌握野生大熊猫
更为详细的种群、个体信息，
实现大熊猫“保护到只”。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近日完成大熊猫重点种
群 常 态 化 监 测 野 外 专 项 调
查。调查人员在保护区及周
边共布设了 100 余条监测线
路，他们根据竹子的分布、大
熊猫新鲜采食痕迹及生活习
性等，对大熊猫的野外生活痕
迹进行监测和收集。“比如，通
过粪便等可以获得大熊猫的
DNA 数据，这为建立野生大
熊 猫 遗 传 档 案 提 供 了 便 捷
条件。”四川省林业厅野保站
副站长古晓东说。

目前，王朗保护区的野外
数据还在进一步整理当中，相
关数据和粪便样品将送至科
研 院 所 做 进 一 步 实 验 分 析 。
据介绍，为给野生大熊猫建立
遗 传 档 案 库 ，四 川 已 选 择 卧

龙、王朗等 11 个野生大熊猫
栖息地进行前期工作，此后将
逐步推开。

“不可能获取每个熊猫的
血液样本，因此建立遗传档案
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收集粪便
获 取 熊 猫 个 体 的 ＤＮＡ 数
据。”古晓东说，这个过程是漫
长的，可能存在一些重复性工
作，但意义非常重大。

四 川 现 有 野 生 大 熊 猫
1387 只，人工圈养大熊猫 337
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74.4%
和 85.5%，大熊猫栖息地达到
202.7万公顷。

今年，四川提出对大熊猫
个体追踪监测，建立遗传档案
库 ，并 通 过 对 大 熊 猫 种 群 数
量、性比和空间分布格局等的
长期监测，比较不同区域间和
同一区域内大熊猫种群的动
态变化，据此预测全国大熊猫
种群的动态变化，为大熊猫有
效保护管理提供科学、系统的
基础信息。

四川为野生大熊猫建遗传档案
预测种群动态变化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
任卓令菏泽报道 山东省菏泽
市政府办公室日前出台《关于
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意
见》，提出到 2020 年，全市建
立国家、省、市级湿地公园 20
个，建立省、市级湿地自然保
护区 6 处，建立湿地合理利用
示范区 5 处，湿地生态教育基
地 10 处，湿地动态监测平台
1处。

根据意见，各县区要根据
资源状况，进行抢救性保护，
加大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
园的划建和续建力度。近期

重点实施黄河故道沿岸湿地
保护恢复工程、塌陷湿地治理
工 程 和 人 工 湿 地 水 质 净 化
工程。

每个工程都要与植树造
林结合起来，周边要留出 50
米~300 米的绿化带，栽植生
态防护林、水源涵养林、风景
林、采摘园等。

每个县区都要至少建设
一处样板工程。对已批复的
曹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
等，要按照规划倒排工期，集
中财力如期实施和完成，确保
顺利通过国家和省级验收。

菏泽抢救性保护湿地资源
到2020年将建6处省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安徽省庐江县近日对境内河道、沟渠进行清障除杂，恢复渠
道排水能力，疏通水系、修复生态、改善水质。目前，庐江县已开
工 120处，清洁沟渠 200公里，清理垃圾 89吨。

钱良好摄

陕西省富平县乔山地区因长期无序开采山体破坏严重，修复难度大。 李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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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拉 通讯
员况昌勋海口报道 海南省三
亚市加大红树林湿地生态保
护及生态修复力度，今年安
排 1500 万元作为红树林修复
项 目 资 金 ，其 中 在 三 亚 河 修
复红树林 105 亩。截至目前，
三亚河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
已完成 55 亩，计划 12 月底前
完成 105亩种植面积。

三亚红树林保护站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历史上，
三 亚 红 树 林 分 布 的 地 域 较
广 、面 积 较 大 。 大 面 积 分 布
在三亚河流域、榆林河流域、
六道湾、青梅港、铁炉港、宁
远 河 河 口 、藤 桥 河 河 口 以 及
原 来 盐 田 湿 地 周 边 等 ；而 现
在只有三亚河、榆林港、青梅
港和铁炉港有一定面积的分
布 ，其 他 地 域 只 是 零 星 分
布。”

三 亚 市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红 树 林 湿 地 在 维 护 三 亚
市 的 海 湾 、河 口 的 生 态 平 衡
中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因
此 ，必 须 把 红 树 林 湿 地 修 复
建设作为三亚社会与经济发

展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统 筹 规
划，同步实施。

今年 10 月，三亚在铁炉
港红树林保护区内建立了一
个 50 亩的红树林优质种苗繁
育基地。计划培育红树林优
质种苗 50 万株，为三亚地区
红 树 林 修 复 工 作 提 供 种 苗
保障。

今 年 内 ，三 亚 河 金 鸡 岭
大 桥 至 凤 凰 水 城 段 将 种 植
20 亩红树林树种，开展红树
林 引 种 栽 培 及 示 范 研 究 ，为
三 亚 红 树 林 湿 地 生 态 保 护
及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提 供 技 术
支撑。

下 一 步 ，三 亚 市 将 结 合
多 规 合 一 ，拟 完 成 三 亚 市 红
树 林 分 布 总 体 规 划 、三 亚 河
红树林保护区和铁炉港红树
林保护区的总体规划编制工
作 ，为 三 亚 红 树 林 的 长 远 规
划及保护工作提供科学的保
障 。 明 年 将 着 重 对 三 亚 河 、
榆 林 河 、青 梅 港 的 红 树 林 进
行升级改造，提升生态景观，
改善红树林湿地的生态系统
及生态环境。

投入专项经费 提供技术支撑

三亚加大红树林保护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