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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门户、蜀道咽喉，作为
先秦古栈道文化和蜀道文化的
集中展现地、三国历史文化的核
心走廊，四川省广元市是嘉陵江
入川第一城、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功能区和水源涵养地。

近年来，广元市深入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

“生态立市”发展思路不动摇，牢
固树立上游意识，担当上游责
任，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守护“绿色活化石”，
体悟生态智慧

矗立在承载历史文化的古
蜀道上的千年古柏，是迄今保存
最完好、存世最长、规模最大、数
量最多的人工栽植驿道古树群。

据剑阁县翠云廊古柏自然
保护中心主任唐天勇介绍，以剑
州为中心，翠云廊呈“人”字形分
布，全长 151 公里，现有古树
20973 株。自秦汉以来树龄 100
年以上的古柏 20391 株，其中剑
阁境内现存 7778 株、大多树龄
在 500 年以上。

这些古树之所以能够较为
完整地保存至今，离不开历代官
员的重视和当地群众的持续种
植与养护。

“明代开始，‘官民相禁剪
伐’‘交树交印’等制度就开始施
行了。”唐天勇说。

“2020 年 1 月 1 日，《四川
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正式施
行，这是四川省首次以地方立法
的形式，确立对古树名木的保护
范围和路径。”广元市人大法制
委主任委员何永智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剑阁县已
完成两次县长离任交接和 20 余
次乡（镇）长离任交接。

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董伦平介绍，为了更
好地保护古柏，剑阁县将古树名
木资源保护作为公益诉讼检察
监督重点方向持续推进。同时，
联合昭化、梓潼、南江、阆中等

“四市五地”人大、检察机关、林
业部门构建了“司法合作、区域
同管、县乡共治”的司法监督机
制，成立了“蜀道古柏资源保护
基地和检察工作站”。县法院成
立了“驿道古柏保护司法服务
站”，依法保护蜀道沿线各类古
树名木资源，守护好蜀道上的

“瑰宝”。
近年来，在严格落实“一树

一档”“一树一策”“一树一人”等
保护措施下，剑阁已累计完成
7803 株古树挂牌，复壮救护古
树 300 余株，分段在蜀道沿线开
展蜀柏毒蛾、云南松毛虫等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 5 万亩，白蚁防治
1800 余株。

以保护为前提，剑阁坚持规
划引领，依托翠云廊古柏资源及
古蜀道人文历史，最大限度实现
古柏资源价值转换，让游客在亲
近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刻地感受
自然蓬勃之力，感悟生态文明。

坚持治水为民，
实现人水和谐

绿意萦绕、水清岸洁。这是
来到广元城区最直观的感受。

“这片水域名为栖凤湖，是
2016 年嘉陵江上石盘电航综合
枢纽工程建成后，截流嘉陵江、
南河在市城区段形成的人工湖，
水域面积达 10.5 平方公里。”广
元市利州生态环境局局长谭德
春介绍。

广元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
环境科负责人吴杭周介绍说，几
年前，城市污水基础设施配套不
完善，栖凤湖汇水区内 19 条城
市黑臭水体纵横交错，湖区水质
徘徊在芋类，亲水平台不完善，
岸线杂草丛生，群众反映强烈。

“近年来，我们以宜居城市
建设为目标，将栖凤湖水环境整
治作为提升城市形象的亮点工
程来打造。”广元市生态环境局
局长赵廷延说。

“臭水沟”变身“文明沟”的
背后，是广元将 19 条黑臭水体
作为民生实事重拳整治，纳入

“一把手”工程推进的坚定决心
和有力行动。

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对河流
岸线 229 个排污口进行排查整
治，累计排查管网 700 余公里，
分步推进 2.7 万个管网缺陷点整
治，实现污水应收尽收。通过常
态化开展水质监测研判，吴杭周
说，近年来，从未发生过水体富
营养化和水华现象，污染物浓度
明显降低，河流水质常年为优。

在水生态修复方面，近年
来，累计新改扩管网 220 余公
里，新建污水提升泵站 3 座、垃
圾转运站 63 个，改造雨污混接
点 500 余个，清淤 50 余万方，并
组建了专业的垃圾打捞队伍，对

湖区水面漂浮物做到日捞日清。
广元市城市供排水事务中心副
主任刘易见介绍，市城区生活污
水排放处理量已由 2013 年底的
5 万吨/天增至 2022 年的 14 万
吨/天。

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吴杭周
介绍，近年来，广元市日均减少
5 万吨以上的地下水抽取，河流
生态用水保障率达 100%。

广元市城市建设事务中心
副主任刘东伟介绍，市里专门设
立了栖凤湖管理事务中心，制定
了相应管理办法，建立了四级河
长统筹治理机制。同时，还将沿
河环境综合整治纳入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和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倡导全民共护。近年来，城区涉
水环境投诉信访减少 90%以上。

河清鱼儿欢，鱼类种数增至
65 种，成为广元全面落实“十年
禁渔”的生动展示。成群的鸬鹚、
白鹭等成为城市的新“主人”，反
映出区域内湿地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逐渐丰富。

如今，通过三水共治，栖凤
湖已成功创建为四川省首批 9
个美丽河湖之一，成为市民生活
休闲的亲水平台。

立足生态优势，
推动价值转化

利州区白朝乡月坝村，森林
覆盖率达 94%。四面环山的月坝
高山湿地，是候鸟迁徙路线的重
要节点之一，拥有珍稀动植物
1000 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植物
6 种以上，原生箬竹 2 万余亩，溶
洞 30 余处。

过去十年，月坝村端起“生
态碗”，由无人问津的“穷山沟”
变成了“中国十大乡村振兴示范
村”“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示范村”“四川省森林康养
基地”。

在 2015 年 5 月成功申报为
四川省首个高山湿地保护小区
后，利州区以更大力度开展湿地
保护与修复，不断探寻如何实现
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月坝受
保护湿地面积达 16845 亩，常年
水面 1000 余亩，沼泽近 2000
亩，湿地率达到了 88.9%。”白朝
乡党委书记陈凤杰表示。

这中途歇脚的“驿站”建好
了，鸟儿也多了。绿头鸭、绿翅
鸭、鸳鸯等十余种候鸟，都曾在
这里现身。

2016 年，作为全区推进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规划试点，月坝
特色旅游小镇开始建设。白朝乡
乡长周韬表示：“我们实行‘统一
规划、统一品牌、统一运营’，形
成了‘游古村、揽月坝、探溶洞、
踏青流、享田园’的乡村旅游格
局，通过资产入股、‘村集体+农
户’模式，共同参与村集体经济
发展。”

同时，月坝村还在全省首次
探索开展“直播+短视频+乡村旅
游+农特产品”电商融合新模式
新场景，策划品尝月坝特色美食

“一品九碗”等体验活动，有效促
进农、商、文、旅深度融合。

如今的广元，坚定筑牢生态
安全屏障，积极打造生态文明典
范，各地生态优势资源相互配
合，绿色发展底气更多、成色更
足、特色更显。 尚玉

莽莽昆仑，“万山之祖”。
深藏其东部的新疆阿尔金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约 4.5 万平方公里，
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羌塘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接壤。这里空气稀薄，寒冷静谧，随
处可见层峦叠嶂的群山、连绵不绝的沙
丘和自由栖息的万物生灵。

新时代以来，当地采取“人畜下山
来，绿色留高原”等保护措施，300 多种
野生动物在此生活栖息繁衍，种群不断
壮大，珍贵独特的高原荒漠生态系统得
以保存，古朴壮美、生机勃勃的阿尔金
画卷令人美不胜收。

生机勃勃的“高原物种基因库”

从若羌县城沿着西和高速一路向
东，途经依吞布拉克镇后转而向南，翻
越海拔 4485 米的阿木巴勒阿希坎达
坂，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可抵
达依协克帕提管护站。

依协克帕提，维吾尔语意为“毛驴
陷进去的沼泽”。因空气稀薄，道路艰
险，人迹罕至，这里保存着近乎原始状
态的高原荒漠生态系统，也被称为“昆
仑秘境”。

“看！藏野驴正在跟我们赛跑。”循
着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巡护员尚鹏手指的方向，只见飞扬的尘
土中，数百头藏野驴正在飞驰。

“这些年，我们和野生动物碰面的
机会越来越多了，说明保护区生态环境
得到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和生活半
径都在不断扩大。”

笔者和巡护员一起，自西向东巡
护保护区。一路颠簸行进，沿途不时可
见到三五成群的藏羚羊，点缀在草原
上。当发现车辆经过时，它们会停下步
伐，齐刷刷地抬头望来，耳朵直立，机
敏地判断是否有危险。向远望去，沙漠
与沙湖相映，高原野兔四处观望，黑颈
鹤翩翩起舞，让这个“无人区”生机勃
勃。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高原物种基因
库”。300 多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其中三大有蹄类野生动物藏羚羊、野牦
牛和藏野驴种群数量与 20 年前相比，
分别增长了 1.55 万只、0.64 万头和 2.73
万头，达到了 6.5 万只、1.2 万头和 5 万
余头。

“不仅野生动物增多，保护区的植
被覆盖也不断提升，目前共有植物 380
多种。”阿管局高原生态环境与自然保
护研究室副主任徐俊泉介绍，2021 年，
被称为高原生态环境“晴雨表”的植
物———三脉梅花草，在保护区首次被科
考团队发现。

“三脉梅花草在国内仅分布于青藏
高原部分区域，它对周边环境非常敏
感。环境好，它长势就好，这说明当地
生态环境在向好发展。”中国科学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发起说
道。

“除了植被，保护区内的水域面积
也不断扩大。”尚鹏说，过去十几年，保
护区内大小湖泉从小到片、从片到面，
仅保护区内最大的咸水湖阿雅克库木
湖在过去的 30 年水域面积增加了 60%
多，增长面积 500 多平方公里。

伫立湖边，波光粼粼的湖面令人

沉醉。尚鹏指着一处湖面说：“10 年前，
这里立有一块写有‘阿雅克库木湖’字
样的 1 米多高的石头。这几年随着湖
面扩大和湖岸线扩张，石头已经没入
水下。”

跨越时空的“荒野守护者”

因平均海拔高达 4500 米，空气稀
薄，这里也是著名的“无人区”。有这么
一群“荒野守护者”，远离家人，立高原，
斗寒风，只为守护这些“高原精灵”。

“巡护路况差，每次都必须两台车，
带好绞盘、铁锹才敢出发。”保护区管理
局执法监督科干部布仁巴图说，每个星
期他们都要去各个点位巡护，“路上往
往会有惊喜。”已在保护区工作 10 多年
的他，被称为“活地图”。

“滴滴滴！”车行荒野，一头体形硕
大的野牦牛正疾步快蹄向车冲来，在距
离车身不到 50 厘米处被鸣笛喝住，它
一个侧身急刹，瞪着不知为何物的“大
家伙”，好大一会才悻悻离去。

布仁巴图笑着说：“这种和野生动
物的偶遇之前也碰到过，现在都已经习
惯了。”“尚鹏曾在夜里的管护站院子中
与野牦牛相遇，另一位巡护员乌图那生
与藏马熊对过眼……”在布仁巴图眼
里，每一位巡护员都有属于自己的故
事。

“不管野生动物在哪儿，我们都一
直远远守护着。”依协克帕提管护站站
长张圣发说，为了更好保护这些“高原
精灵”，阿管局先后与 20 多家国内外院
所和科研机构开展了 50 多项研究工
作，开展 3 次综合科考，为生态系统恢
复趋势、动物种群数量变化、植被面积
增减等提供监测数据。

不久前，保护区连降大雪，栖息于
山上的藏马熊，为在冬眠前摄入足够的
食物，频繁来到依协克帕提管护站“加
餐”。为了驱赶这只“大块头”，工作人员
只得前往邻近的祁曼塔格乡政府求援。

“熊又来了吗？”乡长拜克力·尤努
斯听到消息后，便和几位乡干部快速开
车前往管护站，“虽然只有 200 多米，但
是野生动物出没频繁，为了人员安全必
须得开车。”

方圆数百公里的草原上，野生动物
是这片区域的主人。依湖而建的祁曼塔
格乡政府和依协克帕提管护站，是保护
区内仅有的人类聚居地。

因大量牧民放牧，山上的保护曾一
度面临困境。十多年前，当地政府下定
决心，推行退牧还草、清退矿企等政策。

“巴州位于南疆，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要
把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摆在优先位置，
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党委书记任广鹏
说。

祁曼塔格乡的 113 户 407 人，由此
分批搬进了山下的县城，既保护了高
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也迎来了全新的
现代生活。如今，在几百公里外的若羌
县塔什萨依村，住着几十户退牧还草
的居民。“每年有 6 万多元的草补。”今
年 62 岁的麦丽开·图尔迪曾长期在保
护区内放牧，下山后，每年数万元的生
态红利让她没有后顾之忧，“羊少了，
山上自然就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变幸
福了。”

申报创建国家公园

初冬时节，海拔 4500 多米的兔子
山一处山谷，寒风刺骨。徐俊泉和同事

们正将一台红外相机放置在垒好的石堆
之中，准备记录此处经常出没的雪豹。

“这是为了填补保护区东部对雪豹
研究的空白，也是为昆仑山国家公园候
选区‘添砖加瓦’。”阿管局局长乌云巴图
说，保护区从青藏高原到塔里木盆地，垂
直海拔落差 3000 多米，这样大跨度、完
整独特的生态系统，很有代表性。

四十年来，这片“昆仑秘境”的保护
力度不断加大。“保护区 1983 年成立，两
年后就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在
又申报创建国家公园。”乌云巴图说，随
着环保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和实际情况的
不断变化，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就前后
修订了多次，这不仅为保护区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更是当地各
级政府久久为功的体现。

位于昆仑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兔子
湖，是几万只藏羚羊的产羔地。“这里在
阿尔金山和中昆仑两个保护区交界之
处，若分属两个单位管理，不利于保护。
如今两地共同申报创建国家公园，可以
最大程度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北京
林业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钧
说，设立国家公园，有利于解决资源保护
中存在的碎片化管理问题，未来野生动
植物将会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这正是“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的生动注脚。

现如今，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缩减”，河湖长制、
林长制让绿水青山有了“专属守护者”，
建立起 28 个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约占全区面积 10%，为保护野生动植
物、维护生物多样性撑起了一把把绿色

“保护伞”。
李自良 李响 顾煜 宿传义

千 山 万 物 栖

地处河套平原的宁夏中卫市，得黄
河水滋润物产丰饶，素有“塞上江南”美
名。近年来，中卫市加快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推进产业转型，实施创新驱
动……黄河两岸，安澜长清、日新月异。

世代夙愿一朝圆
汩汩清流润旱塬

开闸，水流喷薄而出，蓄水池渐渐
变为一块“碧绿翡翠”。中卫市海原县西
安镇胡湾村村民潘文明说：“吃上黄河
水，这个多少年日思夜想的期盼，终于
实现了。”

黄河并未流经海原县。海原县位于
宁夏中南部山区，曾有“苦瘠甲天下”之
称的西海固之中的“海”字就指代海原，
历史上这里干旱缺水，吃上黄河水，是
这里人民世世代代的期盼。海原西安供
水水源工程的全线正式通水，让世代夙
愿得以实现。

“以前没有黄河水，我们浇灌都用
地下水，导致地下水超采。”西安镇党委
书记陈冬子说，引来黄河水不仅将有效
改变这一困境，还将让西安镇 6 万亩水
浇地得到更好滋润，为当地优化产业种
植结构、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群众增
收致富提供了难得机遇。

“我们还将探索地下水使用生态补
偿机制，对主动退出停用机井的地区优

先推动水源替换工程，并为退出区域农
户免费提供有机肥和地膜。”海原县县
委书记佘瑞东说，海原县力争在 2030
年实现全县地下水位止降回升。

黄河水的高效利用，滋润了中卫的
山川大地。如今，无论四季，不管是漫步
河岸还是登上山峦，总能在中卫看到勃
勃生机。中卫市林草局副局长李创说，
近年来中卫市国土森林覆盖率不断扩
大，迁徙鸟类种群和数量不断增多。“观
看候鸟迁徙已成为当地市民冬日出游、
亲近自然的重要活动。”

大漠戈壁写“云天”
传统产业焕新颜

在得享恩泽的同时，中卫不忘维护
母亲河的健康肌体，为节约黄河水，中
卫市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推进产业
转型。

沿河驱车、绕过山峦，戈壁荒滩上，
赫然出现一座座现代化工业园区，步入
园区厂房，一排排机架闪烁着绿光，海
量数据正在这里不断汇聚、衍变，然后
再传输到全国各地。

中卫市根据当地优势条件，发展云
计算产业。中卫市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
局副局长马振钧说：“内陆腹地等区位
特性确保机房安全，荒山戈壁开发后可
提供充沛土地资源，年平均气温 8.8 摄

氏度是机房冷却的天然禀赋，落户的数
据企业 PUE 值低至 1.1，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

“我们将在‘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
中心’‘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
节点’、全国首个‘双节点’城市等成绩
上再接再厉。”中卫市市长马洪海说，目
前中卫市已建成 14 个大型、超大型数
据中心，集聚了 200 多家云计算和配套
企业，为美团、小米、小红书等 4000 多
家企业提供数据存储和云计算服务。

中卫市的传统产业也在不断焕发
新生。2023 年中卫市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持续推进农业倍增行动，大力发展
枸杞、牛奶、肉牛（羊）、果蔬等“六特”产
业，特色农业产值比重达到 90%以上，
农业增加值增长 6%左右。以中宁枸杞
为例，中卫市将加快建设中宁国家现代
农业（枸杞）产业园，新种植枸杞 1 万
亩，建成千亩标准化种植基地 6 个，创
建自治区千亩绿色丰产示范基地 10
个，枸杞深加工转化率达到 35%。

沙水一色星璀璨
文旅新风兴河畔

中卫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多点发力，不断改善域内生
态环境。

“在中卫抬头就能看到璀璨星空，

让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生态文明之
美。”中卫市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刘资华
说，中卫自古就有着“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的诗情画意，近年来，中卫在改
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星空旅
游，星空旅游正成为当地继黄沙、黄河
之后的又一文旅名片。

“真没想到，一个西北内陆城市居
然有着如此好的生态环境。”来自深圳
市的游客周勇说，以前自己只知道中卫
有大漠黄沙，没想到竟然沙水一色、星
空璀璨……每一处都让人感受到别样
魅力。

中卫市还在不断提升旅游文化内
涵。近年来，中卫市创新实施以“守护黄
河根脉”为主题的传承黄河文化基因、
延续中华历史文脉推进工程，统筹推进
黄河文化宣传阐释和推广展示、黄河文
化遗产传承创新和活化利用、黄河印象
品牌打造和推广提升等工作，加大剪
纸、刺绣、沙石画、羊皮筏子等非遗制作
技艺的传承转化，推出了“丰安渡”黄河
古瓷、“微元素”沙石画等“黄河印象”系
列文创产品。

中卫市委书记张利说，中卫市将围
绕建设国际沙漠旅游目的地城市这一
目标，将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建设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支
柱产业来打造。

李钧德 杨稳玺

河 润 中 卫 景 色 新

———新疆阿尔金山生态保护实践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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