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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美丽共建

“河湖连通”连出水丰草美

“一到洮南府，先吃二两土，白天吃不
够，晚上接着补。”当地的一句顺口溜，体
现了曾经恶劣的生态环境。

历史上白城地区水资源丰富，8 条河
流贯穿全境，拥有 700 多个自然泡塘。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气候变化和人为不科
学开垦导致草原沙化，湿地萎缩，部分泡
塘变成了碱斑地，过去栖息的水鸟不再飞
来，鱼虾踪迹难觅，年年风沙漫天，生态岌
岌可危。俯瞰白城，白花花的盐碱地连
片，像是吉林西部的一道“疮疤”。

为了改善当地生态，自 2013 年起，吉
林西部启动河湖连通工程，白城率先动
工。依托自然河湖水系和兴修水利工程，
以提水、引水、分水方式，将嫩江、洮儿河、
霍林河等洪水资源引到湖泡中存蓄，形成
了莫莫格、向海、查干湖、波罗湖四大生态
板块。

“河湖连通”让纵横交错的泡塘形成
水系网络，生态环境逐渐改变。

走进大安市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
四处碱斑地、黄沙飞扬的画面已不复存
在。湛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原和清澈的水

面交错相融，吸引游人前来观赏。在莫莫
格保护区，过去干涸的芦苇荡已恢复生
机，风一吹形成“浪花”。“这两年风沙天少
了很多，不用一年到头吃沙子了。”白城市
民李晓说。

数据显示，当地改善和恢复湿地面积
96 万亩，恢复草原、芦苇面积 105 万亩，风
沙天气明显减少，白城正逐渐变绿。

“河湖连通”连出沃野千里

活水涌入，滋润了湿地泡塘，也滋养
了土地。

吉林西部耕地面积占吉林省耕地面
积 30%以上，是支撑吉林乃至全国粮食持
续增产的重要区域。但这里也是全省中
低产田集中和风沙盐碱干旱频发地。由
于缺水，过去农业灌溉也面临很大难题。

“河湖连通”、土地整理等重点工程相继开
展，白城不仅新增了耕地面积，也增加了
农田灌溉面积，通过以稻治碱等方式开发
了大量水田。

开车行驶在白城农村公路上，昔日荒
废的盐碱滩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绿油
油的水稻田。在镇赉县建平乡民主村，合
作社理事长刘清杰正在查看水稻长势。

过 去 农 民 主 要 种 植 玉 米 ，产 量 低 ，收 入
少 。“河 湖 连 通 ”引 来 水 后 ，村 里 开 垦 了
6000 多亩荒地种植水稻，盐碱地逐渐改
良，稻田产量逐年提高。

除了新增耕地外，高标准农田也不断
增加。在吉林省大安市佰澳格林农场，稻
田被分成整齐的地块，每个地块进、出水
阀门都配置了水位传感器，当田里水位变
化，感应器会实时传递信息，达到节水灌
溉、精准灌溉的效果。

昔日盐碱滩，如今稻花飘香。白城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黄秀清介绍，自“河湖连
通”、土地整理等重点工程实施以来，白城
市累计新增耕地约 125 万亩，建成高标准
农田 300 多万亩，水田面积达 315 万亩，成
为吉林省水稻生产第一大市。白城已成
为吉林省增产粮食的主战场。

“河湖连通”连出绿色发展

从过去满目疮痍到如今以水兴城，当
地人在发展产业时不再盲目追求速度，而
是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大安市牛心套保苇场附近的食用
菌生产基地，一袋袋杏鲍菇整齐堆在一
起，长势良好。不同于木屑制作的食用菌
棒，当地利用丰富的芦苇资源，进一步研
发加工制成了芦苇碎屑食用菌棒，栽培平
菇和杏鲍菇等菌类，实现增收。在展览室

里，记者还看见一幅幅用芦苇制作的画，
栩栩如生。当地通过公司运作，将芦苇画
销往全国各地。大自然馈赠的芦苇不再
只有观赏价值，而是转化为生态产业，提
高附加值。

“水鸟回来了，我们很珍惜。”在向海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林宝庆指
着空中盘旋的水鸟告诉记者。向海湿地
是丹顶鹤等水鸟的栖息地，过去湿地萎
缩，很长时间见不到鸟的影子。随着湿地
逐渐恢复，林宝庆等人推广丹顶鹤人工繁
殖技术，规范野生鸟类的救护体系。水鸟
多了，来看鸟的游客也多了，当地实现了
保护环境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在白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随
处可见。初秋的一天，尽管是阴天，还是
有不少游客来到大安市区内的嫩江湾国
家湿地公园。十几位女士身着统一长裙
在水边合照留影，欢声笑语不断。一些游
客在水中划着小船，水鸟在四周飞过。借
助周边充沛的水资源，大安市打造嫩江湾国
家湿地公园，让游客在城市也能亲近自然。

“过去大家用‘头上蜘蛛网，脚下臭水
坑’形容白城，如今这里小区、绿地、湖泊、
喷泉四处可见。”市民孙瑞说，好的环境来
之不易，大家都像爱护家一样爱护它。

盈盈一水间，河湖互济绿尽来。预计
到 2020 年末，“河湖连通”工程将全面完
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蓝图也将越
绘越美。

近年来，江苏省射阳县加大对沿海重要湿地、丹顶鹤自然保
护核心区和缓冲区、清水廊道维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生
态水域等生态红线保护区域的保护力度，加快推进区域湿地生态
保护和生态修复，不断提纯生态湿地发展成色。图为射阳湿地生
态美景。 魏列伟供图

◆本报记者李涛 通讯员胡静

夏末清晨，陕西省榆林市沙河公园绿意葱茏，市民
纷纷来公园散步、锻炼。“以前只要一出门，到处都是风
沙，你看现在多好，有水有树，环境大变样。”市民王阿
姨介绍时满脸笑意。

榆 林 多 风 沙 ，与 北 部 的 毛 乌 素 沙 地 有 着 难 解 之
缘。古时候这片地区水草丰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由于不合理开垦、气候变迁和战乱，地表植被遭破坏，
形成茫茫沙地。

为了生存，人们开始与风沙相抗争。70 年来，榆林
人民坚持不懈地开展“南治土、北治沙”，林木覆盖率由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0.9%达到现在的 34.8%，沙区 860 万
亩流沙全部得到治理，真正实现了“绿进沙退”。

几代人艰辛治沙，建起一座绿色丰碑

1974 年 5 月 14 日，54 名平均年龄只有 18 岁的姑娘
成立了女子民兵治沙连。她们拿起背包，扛着红旗，义
无反顾地向毛乌素沙地挺进。

在沙地上种树困难重重。有时候夜里的一场大
风，就能把幼苗埋在近半尺深的黄沙里。治沙连的姑
娘们只能用手，刨出黄沙下掩埋的幼苗。

为了防止风暴再次侵袭，姑娘们去 30 里外的王家
峁背沙柳条。往返 60 里沙地，翻越几十道沙梁。两个

多月，女民兵们用最原始的肩扛人背的劳作方式，背回
了 8万斤柳条，建了两公里的篱笆挡风墙。

46 年来，女子民兵治沙连推平沙丘 800 多座，营造
防风固沙林带 33 条，修建引水渠 35 公里，治理荒漠两
万多亩。数字背后承载了女民兵们无数的汗水与泪
水。

连队自成立以来先后经历了 14 任连长，现任连长
席彩娥是第三任女子民兵治沙连指导员席永翠的侄孙
女。

“我上小学那会，深有体会。走在路上，风沙拍打
得脸生疼。”小时候风沙肆虐的情景让长席彩娥记忆犹
新，她下定决心要像姑祖母一样投身于治沙事业。15
岁入连当民兵，22 岁担任代理连长至今，席彩娥选择把
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留在女子民兵治沙连。

“定让沙地变绿洲”，为了这一信仰，她们在大漠深
处建起了一座塞北大漠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丰碑。连
队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表彰为“绿化祖国突击
队”；被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治沙英雄女民
兵连”荣誉称号；被全国绿化委、国家林业局表彰为“全
国防沙治沙标兵单位”，共荣获 23项省（军）级以上表彰。

依靠社会力量治沙，用科技造福人类

初 见 张 应 龙 时 ，他 正 给 志 愿 者 介 绍 治 沙 理 念 。
2019 年，他被授予“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投身治沙事业 17 年，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在荒沙

区造林存在周期长、投资大、难度高的困难，靠个人力
量很难取得突破，必须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于是，
在他的努力下，神木生态保护建设协会诞生了。

“我们依靠社会力量来治沙，明确生态系统重建的
概念，从一开始就注重科技的应用。”张应龙说，“在中
国科学院院士，土壤专家邵明安的帮助下，我们拥有了
一套完整的无水抗旱栽植技术，解决了造林缺水的问
题。”

无水抗旱栽植技术让种树变得容易许多。为了重
建更完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张应龙进行了深入的思
考与实践。从丰富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到将人纳入生
态系统中考虑，他希望建立一个生态评价体系，通过多
层次的生态评估来决定人类的相关行为，让生态系统
越来越完善。

目前，神木生态保护建设协会累计栽植人工林 40
余万亩，管护面积 50 万亩，治理区将建成集毛乌素沙地
植物基因库、引种驯化、治沙研究、科普教育、沙地绿洲
森林体验和对外合作与交流基地于一体的毛乌素沙地
生态研究示范园。

张应龙介绍，“未来，还将在 3 个方面加强生态环境
改善，一个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一个是有机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后回归自然，还有一个长期的工作是动员更多
人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

如今，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延伸了 400 公里，成为
全国第一个完全“拴牢”流动沙地的省份。消失的毛乌
素沙地见证着榆林“绿进沙退”的奇迹。

与风沙抗争，榆林绿色版图在延伸
图片新闻

河湖互济绿尽来
——吉林西部生态治理见闻

◆新华社记者陈俊褚晓亮 孟含琪

◆本报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
通讯员郑亚丽 李震宇

村 里 每 天 有 上 千 游 客 前 来
“打卡”是什么体验？浙江省金华
市磐安县乌石村就因其优美的生
态环境，吸引周边地区游客纷纷
前来游玩。

走进乌石村，“金华农家乐第
一村”的牌子直映眼帘，黑色玄武
岩垒成的古民居，直观诠释了村
名的来历，也成了游客“打卡”合
影的热门背景。

“我们村海拔在 520 米左右，
游客都称这里是‘爱情高地’。”乌
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张财
瑶介绍。早些年，乌石村可没这
般热闹。本世纪初，乌石村还是
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不仅村容村
貌破旧脏乱，村集体年收入也只
有 3500 元。

为摘掉“脏乡穷壤”的帽子，
乌石村在大力整治农村生态环境
的基础上，护好用好黑色玄武岩
这一独特的生态环境资源，发动
村民办起农家乐找出路。

“老板，你看我们人多，价格
便宜点？”在乌石村老街一家年糕
店 门 口 ，游 客 正 跟 老 板 商 讨 价
钱。村里的游客来自周边城市，
他们的到来给村里的特色产品带
来销路。“我们从上海开车来的，
准备在这里玩 4 天。”游客王女士
指指手里刚买的枸杞说，“村里有
不少好东西，看到了就买一点，带
回家给亲朋好友尝一尝。”

吸引外地游客来的，除了好
环境好风景和特色的生态环境资
源，还有当地的农家特色菜。在
紫藤庄园农家乐，经营户周珍香
正在给客人准备晚饭。“除了白斩
鸡、红烧鱼，我还专门做了梅干菜
烧肉、野芝麻、苦麻皮等本地菜，
大鱼大肉都吃惯了，大家就想吃
点不一样的。”周珍香介绍说，她
家的农家乐已经开了 10 年，生意

一直不错。前一天刚送走了一批
嘉兴游客，当天就有 7 名江苏常
州的客人住下。“一年下来，挣个
二三十万元，轻轻松松，一点也不
羡慕城里人。”周珍香说，今年“五
一”假期的营业额有两万多元，光

“五一”当天就接待了七八十名
游客。

周珍香只是当地村民依托绿
水青山、借助特色生态资源致富
的一个缩影。2018 年底，管头、
大山头、大园、东里、火炉岭、林庄
等 6 个村调整为乌石村，进一步
壮大了农家乐规模。

如 今 ，村 里 的 农 家 乐 有 170
多家，80%的村民都从事这一行
业。张财瑶介绍，去年村里接待
游客突破 8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达到 1.6 亿元，是目前金华地区

“规模最大、年接待游客人数最
多、营业收入最高、规范管理最
早”的农家乐集聚村。

从 2005 年至今，乌石村的农
家乐一直生意兴隆，秘诀是啥？
除了不遗余力持续护好“绿水青
山”，还得夸一夸“四个统一”。

发展初期，乌石村也面临农
家乐多、难管理的问题，后来当地
干部探索出“统一对外促销、统一
接团分客、统一收费标准、统一结
算账目”的管理模式，让农家乐度
过规范有序的“童年期”。等各家
各户发展稳定，乌石村又适时取
消这一模式，给农家乐更大的成
长空间。

目前，村里低中高端的农家
乐和民宿一应俱全，给游客提供
更多个性化选择。

如今，靠着发展农家乐，村里
农户人均年收入近 7 万元。尖山
镇人大主席、乌石村党支部书记
马英英对未来信心满满，“磐安县
位于‘浙江之心’，不仅有区位优
势，而且好山好水风景美，村子要
朝着‘浙江省农家乐第一村’的目
标努力。”

浙江金华乌石村：

在“爱情高地”办起农家乐

洮儿河水蜿蜒南下，连接一个个泡塘后流入白城市区的鹤鸣湖，湖边绿树
成荫，市民围湖享受生态美景。盈余的湖水再次流淌，经天鹅湖进入东湖湿地。

这是吉林白城河湖连通工程中的一处缩影。近年来，在带领群众奔小康
的路上，当地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河湖连通，实现了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