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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唐斐婷

每年春夏时节，挖野菜俨然成
了很多地方的一种习俗。近日有媒
体报道，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本
土野生植物被驱赶、被拔除，日趋
濒危甚至彻底消失，尤其是市民挖
野菜吃的行为，对植被破坏严重。
以北京为例，从北京边缘向城市中
心每推进 1000 公尺，物种就减少 5
个；1993 年出版的《北京植物志》中
被列为“极常见”、“较常见”的 260
多种野生植物中，至今有上百种已
在京城难觅踪影。

那么，近年来北京的野生植物状
况究竟如何？城市化进程对于野生植
物的生长有何影响？要保护野生植
物，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为进一步了
解事实，本报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物种消失说”缺乏实证

“城市化过程肯定会对天然植被
多样性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
是负面的，的确会造成某些植物种群
缩小乃至消失。不过关于‘每推进
1000米减少5个物种、260种常见植物
减少上百种’这个说法，目前没有在文
献中看到过。”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
区学院副教授雷霆表示，对于这样的
结论，文献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近 5 年来我们并没有做过进一
步的北京植物多样性调查，但从2002
年到2009年的调查比较结果来看，北
京市湿地植被的多样性和分布范围有
显著的增加。”雷霆告诉记者。

据了解，北京最近10年持续加大
保护野生植物的力度。雷霆告诉记
者，北京市近些年来保护野生植物采
取的主要方式是建设自然保护区和各
种类型的湿地公园、郊野公园等保护
机构。

环境污染导致极小种群形成

北京的植物区系为南北方植物的

一个过渡性地带，野生植物资源较为
丰富。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自然和
人为的破坏，尤其旅游开发与保护工
作之间存在矛盾，某些种群开始衰减，
植被逆行演替，生物生产力下降。

在北京，有些野生植物属于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虽然数量不多，却自有
其价值。多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为我
国特有种类，是实现我国重要植物资
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可以增加国家
物质资源的储备存量和选择空间。

我国著名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院
士曾指出，“一个物种可以决定一个国
家的经济命脉，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
个民族的兴衰”。虽然一些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的种质资源价值目前尚不清
楚，但在将来会被进一步挖掘，并能被
创新利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心
野生植物研究室主任、北京林业大学教
授张志翔曾表示，目前北京的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并不存在自身生物性导致的这
种濒危，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对环境的破

坏造成的，这是北京市乃至全国形成极
小种群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政府公众缺一不可

在雷霆看来，保护野生植物主要
应该从减少人为干扰和加强环境教育
两方面着手。

“政府部门应该在减少人为干
扰方面起主导作用，可以从完善法
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增加自然
保护区及其他类型保护地建设等方
面着手，限制污染排放、非法占用、
乱砍乱伐、过度利用等会对野生植
物及其生境造成干扰的行为。”雷
霆表示，“公众则可以从自身做起，
爱 护 身 边 的 一 草 一 木 ，不 随 意 砍
伐、攀折野生植物，并且教育自己
的孩子爱护环境、保护野生植物。
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群体可以针对不
同类型的人群，开展环境教育，告
诉大家野生植物的重要性以及保护
它们的必要性。”

北京百余种野菜被市民吃光？专家认为缺乏实证，同时指出

人为原因造成部分植物濒危

吃野菜千万
别“任性”

相关链接

图为在城市郊外挖野菜的人们。
图片来自网络

本报通讯员任丹萍 记者周兆木
桐庐报道 走进浙江省桐庐县的大型
超市大润发，许多市民正在抢购一款
名为“世外桃源牌农家土肥”的有机
肥。

据了解，桐庐县自全面实行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后，将大量可堆肥
垃圾变为有机肥料，并注册了“世外
桃源”牌农家土肥。这些变废为宝的
农家土肥如今已经正式摆上了省内
110余家世纪联华超市、大润发超市
的货架，每包500毫升售价6.6元，走
入了寻常百姓家。此外，在桐庐的景
点、民宿也都能买到统一包装的农家
土肥。

2012 年，桐庐县全面启动农村
生产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利
用工作，按照简便易行、大类粗分原
则，以户为单位，设置黄、蓝两只垃圾
桶，蓝色垃圾桶里放置的就是与“烂”
谐音的可腐烂、可堆肥的垃圾。蓝色
垃圾桶中的这些垃圾通过保洁人员
投入一台学名叫“生活垃圾资源化处
理设备”的机器，控制好温度、湿度，

在菌种的作用下，只需 4~7 天，机器
吞进的垃圾就能出料，再经过二次堆
肥，就能变成好用的有机肥。

据了解，处理垃圾的设备也是
桐庐本地研发生产，目前不但成功
申报了专利，还建成了年产 300 台
垃圾资源化设备的制造基地。

为了把“垃圾”养“肥”，桐庐县
还引入企业管理方式组织力量对
有机肥进行科学配比、试验，最终
生产出了可以进超市的“世外桃
源”牌农家土肥，经农业部农产品
及转基因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杭州）检测，各项指标
等均符合国家有机肥执行标准，是
农田的好“营养品”。

据了解，桐庐县已率先实现了农
村垃圾分类行政村全覆盖，2015 年
较 上 一 年 同 期 垃 圾 焚 烧 量 下 降
20%。年生产“世外桃源”牌农家土
肥约2000吨，预计可实现年收益400
万元，率先走出一条垃圾处理减量
化、资源化、产业化之路，实现了绿色
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本报综合报道 春夏时节，随处可见
的野菜让人总忍不住想尝尝鲜。野菜可
以随便吃吗？这些“野味”是否对健康有
影响？专家建议，多了解有关野菜常识，
食用时要根据自身身体“对症下药”，别

“任性”食用。
据专家介绍，鱼腥草、蒲公英等“菜”

好吃，但食用时要注意，不可多吃、乱吃，
否则得不偿失，损害身体健康。

比如，蒲公英虽具有利尿，改善湿
疹，舒缓皮肤炎、关节不适，消炎等功
效。但是服用过量会出现恶心、呕吐、腹
部不适及腹泻等胃肠道反应；个别人会
出现荨麻疹、全身瘙痒等过敏反应。鱼
腥草虽具有清热解毒、消痈排脓、利尿通
淋、清热止痢、健胃消食功效，但虚寒症及
阴性外疡忌服，并且服用不宜过量过久，过
量易诱发气喘，久服易损耗阳气。同时，鱼
腥草可诱发过敏，其内含有的鱼腥草素可
诱使个别人群出现过敏反应，甚至见过敏
性休克及死亡等严重后果，故食用后如有
不适，应及时就诊；鱼腥草有毒，个别人服
用后会出现局部疼痛等症状。

此外，在垃圾堆或被污染的河道附
近，受空气污染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常含
有毒素，建议不要采摘。同时，在田间地
头的蒲公英、鱼腥草要慎采，看是否喷洒
了农药，这个季节，农民可能喷有农药杀
虫除草。

吃野菜最起码要知道所食野菜有毒
无毒，不认识的野菜最好不采不吃。有
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后轻者会胸
闷、腹胀、呕吐，重者则危及性命。

桐庐垃圾变身有机肥走进超市
走出垃圾处理产业化之路

本报讯 今天是第二十二个“世
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国宣传
的主题是“防治荒漠、利国惠民”。河
北省林业厅近日发布消息称，“十二
五”期间，河北省实施了一系列生态
建设工程，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126.9万公顷，占国家下达任务目标的
145.9%；投资52.54亿元。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河北省
沙化、荒漠化土地分别减少2.19万公
顷、11.56万公顷，其中轻度、中度、重
度、极重度沙化土地分别减少 9404
公顷、8912公顷、3469公顷、92公顷；
中度、重度、极重度荒漠化土地分别
减少 40.6 万公顷、8.3 万公顷和 898
公顷。密云水库水质长期稳定在国
家地表水Ⅱ类状态。张家口、承德地

区由沙尘暴加强区变为阻滞区。全
省有林地面积净增 97 万公顷，森林
蓄积量由1.2亿立方米增长到1.4亿
立方米。

结合防沙治沙工程建设，河北大
力发展特色种养业、生态旅游等产
业，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全省果树面积达 182.47
万公顷，居全国第1位；肉牛、肉羊和
奶牛规模养殖比例分别达到51.1%、
58.2%和100%，实现了天然放牧向舍
饲、半舍饲转变；全省森林公园总数
达 101 处，年均接待游客 1700 万人
次。京津风沙源工程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贡献率保持在23%以上，区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数达到71.2。

张铭贤 姚伟强

河北荒漠化土地不断减少
“十二五”期间，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126.9万公顷

华夏绿讯
HUAXIALVXUN

为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深圳市盐田区率先
探索生态文明全民参与的新机制。从
开发碳币系统公众平台、制定碳币量
化与激励体系、建立生态文明基金会、
践行碳币系统惠民机制4个方面全面
推进盐田区碳币系统建设，建立健全
生态文明建设新体制，形成生态文明
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新常
态。盐田区区委书记杜玲表示，“盐田

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做出像公共自行车一
样普惠百姓的福祉，让全区人民参与进
来”。借鉴碳排放交易理念，盐田区生态
文明碳币体系以碳币为基础度量，对公
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赋予一定的
价值量，以鼓励全民积极参与到生态文
明建设行动中。

■ 整合城市建设管理和公共
安全管理功能

碳币系统在引入价值尺度和支付功
能的同时，也将整合城市建设管理和公
共安全管理的功能。在已建成生态文明
网站、微信号的基础上，盐田区正在开发
建设以移动终端为主、网站为辅的碳币
系统公众平台，充分整合全区现有的平
台资源（环境监测监控系统平台、垃圾分
类平台、公共自行车平台等），同时建立
数据库，引入用水、用电、用气等数据，实

现这些数据的输入收集、自动化处理及
可视化呈现，为科学量化碳币体系提供
数据支撑。预计全系统将于今年第三季
度上线正式服务于公众。

■ 用碳币激励全社会参与生
态文明建设

在碳币体系中，社区居民的水、电、
煤气用量将与社区业主的户均用量进行
比较，节约量将被转换成减排量，市民的
垃圾分类行为、公交出行行为等都将被
记录，并折算成相应的减排量，最终可以
赚取碳币，用来兑换物质奖励。

盐田的碳币体系将从物质、精神等
层面不断激励公众强化生态文明意识，
动员全社会积极行动、深入持久地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鼓励每位市民当好生态
文明建设的宣传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为
生态文明建设全民行动计划的丰富和完

善添砖加瓦。社会公众可以从生态文明
行为中获得激励，企业也可以在与消费
者的互动中实现升级，真正让绿色生产、
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成为日常
生活习惯。这是碳币体系的真正价值
所在。

碳币体系的激励资金来源从最初主
要依靠政府投入，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
社会生态慈善捐赠、用户广告、公众捐赠
等众筹模式，同时引入第三方经营管
理。另外，碳币激励体系将根据辖区生
态文明建设需求以及阶段工作重点灵活
调整，对于需要鼓励的生态文明行为，增
加激励的力度；相反，对于一些已经形成
习惯的生态文明行为，可以适当降低激
励的力度，从而全面促进人们生产生活
方式的改变。

盐田区碳币体系是基于盐田生态文
明建设全民行动计划，以公众切实的获
利感为出发点，既是盐田区探索生态文
明建设全民参与的全新机制，也是盐田
区绿色低碳转型的全新机制。通过碳币
体系建立，盐田区率先打造了一个涵盖
个人、家庭、社区、学校、企业和政府全方
面参与的新兴体系，在减少碳排放的探
索上又前进了一步。

盐田区区长吴德林表示，“开启碳交
易版块是盐田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建设的一项具体措施。”

■ 区域环境质量越来越好

盐田区委、区政府认真落实中央和
广东省委、深圳市委关于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决策部署，着力推进绿色低碳经
济体系建设，推进绿色生产、绿色建筑、
绿色生活，不断提升辖区绿色含量，在经
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万元GDP能
耗和水耗持续大幅下降。5 年来，盐田
辖区空气质量持续在全国城市中名列
前茅。

2015 年 ，盐 田 区 空 气 优 良 率 为
97.5%，PM2.5 年均浓度为 25 微克/立方

米，达到欧盟标准，盐田河全段水质达到
Ⅲ类标准，近岸海域水质稳定保持在Ⅱ
类标准以上。2016年一季度，全区环境
质量进一步提升，各环境要素指标再次
刷新最好记录，全区空气优良率达到
98.9%，PM2.5浓度为 24 微克/立方米，盐
田河全河段水质达到Ⅱ类，近岸海域水
质达Ⅰ类标准。

■ 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标杆

近 5 年，盐田区在快速发展的现代
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可开发
土地趋紧、人口膨胀、港口交通拥堵、黄
金珠宝产业污染等突出问题。对此，盐
田区委、区政府深入分析了生态环境面
临的形势和挑战，明确提出生态立区的
战略指导思想，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
措 施 ，对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做 出 了 具 体
部署。

2013 年，盐田区出台《关于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决定》《盐田
区（2013 年～2020 年）生态文明建设中

长期规划》和《盐田区生态文明建设
三年行动方案》及相关工作机制。
2016 年，以 1 号文形式出台《关于加
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
决定》，并配套出台《盐田区国家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和

《盐田区生态文明建设全民行动计
划》等系列措施，从绿色生态产业等
六大领域实施 47 项生态文明建设重
点项目。

几年来，盐田区紧扣辖区重点生
态环境问题和民生普惠福祉问题，重
点加强辖区生态治理，深入实施环境
污染治理和绿化美化等行动计划，发
展绿色低碳产业，引导了华大基因、田
心国际创意园等一批新兴产业发展，
全面实施港口物流、黄金珠宝加工等
传统行业节能减排改造，落实辖区水、
气、声、渣等环境要素治理，努力建设
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积极打
造中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新
标杆。

（龚鸿雁）

绿色低碳发展路上 深圳盐田再出新招
——探索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建设碳币新体系

■导语：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低碳
日，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
与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签订生
态文明建设低碳合作协议，
创新开辟碳交易盐田板块，
此举标志着在全国首次将碳
币体系与排放权理念结合，
不仅使企业绿色低碳行为有
了量化标准，还将让参与生
态文明建设的普通市民更具
获得感。

受地理环境资源的约
束，盐田区自建区以来紧紧
围绕绿色全面发展，以生态
文明建设为重要抓手，以较
少的空间占有和资源能源消
耗支撑着城区社会经济的高
质量、可持续增长，坚持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重，将绿
色、低碳融入城区的规划布
局、环境营造、设施提升、产
业集聚等各方面，精心打造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样板，
为全国城市的绿色发展做出
了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的探索
和示范。

盐田区人民政府与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签订生态文明建设低碳合作备忘录

今年的全国低碳日，深圳市
盐田区组织绿道步行活动。

今年全国低碳日，盐田区举办“低碳有回报 绿色生活炫起来”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