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13790（广告部） 67113791（发行部）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48号 年价：390元 月价：32.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

境界·品鉴04
2018.03.22 星期四 责编:杨奕萍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wenhuabeijing@126.com

东西湖区始终坚持环境保护工作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负其责”的
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管行业必须管环
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环保”的理念，进一步增强了各级
领导干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
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武
汉市环境保护管理职责规定》要求，认
真组织全区各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
落实各自职责范围内的行业监管、专业
监管、直接监管和综合监管工作，切实
履行环境保护职责。

建立东西湖区环境污染问题长效
管理机制，形成了区、街、社区（大队）三
级监管体系。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增
强污染整治合力，形成了区委、区政府
统领全局，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全
社会齐抓共管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加大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

工作的督查督办力度。对环保职责履
行不力，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不及时、推
进不力、成效不明显的单位和个人，依
法依规严肃问责。仅在中央环保督察
期间，东西湖区针对环境保护履职不到
位问题就问责 9人，约谈 14人。

未来，东西湖区将继续严格执行相
关环保法律法规，完善环保制度建设，
保持环境执法的高压态势，深入贯彻落
实“水十条”“气十条”“土十条”等环保
措施，依法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违规建
设项目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重点整治
国家和省、市重点督办的突出环境问
题，全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
强烈的环境信访投诉问题。

花褪残红，绿水人家绕，阡陌相交，
引南山远眺。秀美东西湖，发展的脚步
不停歇，生态环境保护的脚步不落后，
在环绕而过的汉江波光里，写下绿色宜
居新篇章。 刘向东

碧水蓝天绿地 为东西湖添彩
武汉市东西湖区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着力建设优美生态环境

东西湖，因水得名。凌空俯瞰，这
里湖泊密布，青山滴翠。徽派民居建筑
依汉江而建，仰韶文化遗址马头谭默默
见证悠远的时光。碧波荡漾的金银湖，
曾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热闹喧嚣的
东方马城，以国际赛事蜚声海内外。现
代与传统，静谧与激越，都在这里和谐
共处。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为守护好这
一幅和谐画卷，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

深入贯彻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牢固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落实环保工作

“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制度，扎实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打造良好的生态
环境，切实改善辖区环境质量。

5 年来，东西湖区累计用于生态建
设的资金投入达 30.22 亿元，实施了“碧
水蓝天”“增绿添彩”等生态工程，被授
予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循环经济
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清晨在金银湖湿地公园感受吐故
纳新的城市呼吸，中午到府河湿地看飞
鸟翔集——东西湖的水既串联起了水
路要道，也给了城市休憩空间，更是生
态环境保护的核心。

东西湖区把无环境污染作为企业
落户的第一道门槛，坚决对污染项目说

“不”，从源头上阻断污染源。2011 年
以来，共拒批选址不当、规划不符、环境
风险大的项目 24 个，涉及投资约 220 亿
元。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共完
成“三同时”验收项目 439 个，总投资约
277.65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6.78 亿元，
新增污水处理设施 56 台（套），新增污
水处理能力 15023 吨/天。

大力建设城镇集镇污水处理厂，快
速提高东西湖区污水集中处理能力；持
续推进污水收集主支干管网建设，累计
建成约 470 公里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污
水提升泵站 15 座、截污闸 11 座，大幅提
升了全区污水集中收集能力。此外，实
施金银湖、径河等湖泊河流截污和综合
整治工程，完成金银湖水系连通、黄狮

海水体连通等工程，动态水网初现雏
形，智慧湖泊远程监控系统投入使用。

同时，东西湖区全面推进湖泊湿地
修复、碧水蓝天、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
等十大生态环境和保护工程。区政府
投资 4000 余万元，对 10 家规模畜禽养
殖场及集中养殖点进行了污染整治，累
计关停 126 个散养点，实现了禁养区畜
禽养殖全部搬迁退养。为控制水产养
殖污染，全区 26 个湖泊“三网”设施的
拆除率达到了 100%，严格实行不投肥、
不投药、不投饲料，全面施行湖泊退养。

经过一系列整治，全区河流、湖泊
水质总体保持稳定。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状况达标率为 100%，两个自来水厂
取水口 31 项指标均达到功能区标准；
府河监测断面水质 27 项指标均优于功
能区Ⅴ类标准；湖泊水质总体趋于好
转，5 个重点湖泊污染物超标项逐步减
少，主要污染物浓度逐步下降，湖泊水
体 中 主 要 污 染 物 为 化 学 需 氧 量 和 总
磷。与 2016 年相比，东大湖、银湖、金
银潭水质好转，杜公湖水质稳定。

严控企业落户第一道关，从源头保障水环境质量

垃圾场变身城市绿肺，居民获得生态红利

东西湖区将生活垃圾场转化为城
市绿肺，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释
放生态红利。金口垃圾场向园博园的
华丽转身，让东西湖区居民从环境恶化
的受害者转变为生态修复的受益者。

东西湖区对金口垃圾场采用封场
覆盖方式，利用好氧技术和垃圾渗滤液
及填埋气处理系统实施生态修复，修复
后成为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
览会核心区域。原来的垃圾场成为“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的生态景观带，栽植
苗木近 5 万株，绿化面积达到 176 公顷，
形成城市绿肺。据测算，园博园每年可
吸收烟尘 6.35 万吨，释放氧气 5.45 万

吨，同时可有效减轻噪声污染，降低地
表温度。

在生态保护面前，再紧要的工程也
可以放慢脚步；在绿色空间拓展时，最
金贵的地段也不用于开发。

金银湖是汉口地区面积最大、生态
最好的城中湖，拥有 1.2 万亩水域面积，
湖区以绿色生态和自然水系为景观主
题，在 4.2 万米的湖岸线上布满垂柳、芦
苇、菖蒲等各种植物。

在环金银湖绿道建设中，区城乡建
设局不仅注重绿道与原有湖汊、湖湾的
生态融合，并且在生态脆弱敏感地区，还
专门对工程建造工艺进行了改良。区城

作为秋冬季节城市空气污染主要污
染源之一的秸秆，在东西湖区摇身一变，
成了厨房里的清洁能源。东山、慈惠街
道的秸秆天然气化站让当地农民结束了
秸秆焚烧的历史。球形的罐子，采用生
物质热解干馏技术，“吃”进秸秆、树枝，

“吐”出来的是烷类等可燃气体，储存在
罐体中，通过管网配送给农民使用。每

吨秸秆能产生 270 立方米可燃气，每个
储罐可以保证 1000 户人家一天的稳定
用气，可减少 2.1 公斤烟尘颗粒污染，相
当于少用 0.54吨标准煤。

东西湖区开展大气污染物来源解析
及防治对策课题研究工作，为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全面完成禁燃区内燃煤锅炉综合整

研究大气污染防治对策，热解技术将秸秆变废为宝

区、街、社区（大队）三级监管，形成污染整治合力

府河湿地群鸟“舞翩翩”郭贤乐/摄

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环金银湖部
分原生态湿地区域内，他们不惜“金弹打
鸟”，放弃大型机械设备，在湖泊的保护圈
内采用纯人工方式搭建绿道，以减少作业
面，“尽管成本高了些，但是值得”。

“多拆少建、只拆不建，尽量扩大居
民的绿色活动空间。”上述负责人介绍，
在旧城改造中，金银湖区坚持绿色引领，
最大程度让绿于民。

实施吴家山“显山透绿”、架子山山

体复绿等项目，建成码头潭文化遗址公
园、极地海洋公园等一批公园和小游园，
完成金银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升级改
造，杜公湖获批国家级湿地公园。实施
环区、环湖、环山“三环绿道”工程和主干
道景观道路绿化工程，建成绿道 75 公
里，城市景观路逐渐增多，道路林荫逐渐
增大。目前，全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9.86 平方米，
均超过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治任务。2017 年，共完成 123 台燃煤锅
炉清洁能源改造或拆除工作。对区内机
动车尾气污染加大整治力度。自 2014
年 10月启动黄标车提前淘汰工作以来，
通过申请补贴淘汰、强制注销等方式，共
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辆 19561台。有序
推进餐饮油烟污染治理，严把餐饮行业
准入门槛，从源头控制餐饮油烟污染，并
对餐饮经营单位和居民家庭餐饮油烟直
排设施进行改造。严格执行秸秆露天禁
烧规定，加大宣传力度，抓好源头管控，

积极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强化工地及道
路扬尘污染整治，严格落实工地文明施
工规定，科学合理安排环卫作业模式，提
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2017 年，东西湖区空气质量改善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区 PM10和 PM2.5

浓度均值为分别 86 微克/立方米和 51
微 克/立 方 米 ，空 气 优 良 率 达 到
70.7%。与 2016 年相比，PM10和 PM2.5日
均浓度值分别下降 9.5%和 8.9%，空气
优良率上升 10.9个百分点。

二

风 雪 弥 漫 中 ，一 个 健 壮 的 身 影 出 现 在 塞
罕坝。

1961 年，为了破解风沙南侵的困境，时任林
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的刘琨，率专家组
来到塞罕坝，但见“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
牛羊”。考察了 3 天，他拿到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回去后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塞
罕坝上可以种树，可以竖起一道绿色的屏障，阻挡
风沙的南侵。

1962 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任命承
德专署农业局局长王尚海为第一任场长。随后，
原林业部工程师张启恩带着妻儿来了，王尚海的
爱人带着 5个孩子来了，由全国 18个省市的 369人
组成的林场第一支建设大军来了，河北承德农专的
53 名毕业生来了，承德二中刚刚毕业的陈延娴等
6名女高中生来了，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来了。

建场之初，塞罕坝地区生活条件非常之差。
没有房屋可居住，就搭马架子，盖窝棚，挖地窨子
解决住宿问题。严寒的冬天，马架子和窝棚被厚
厚的积雪压塌是常有的事。

食物更是严重短缺。当地有一句谚语：“坝
上的庄稼——山药蛋”。当时在坝上能够生长的
农作物很少，只能种植一些适应高寒地区生长的
白菜、土豆和莜麦等。

种啥吃啥。有啥吃啥。当初在塞罕坝莜面
最通常的吃法：把水烧开，把干面直接往锅里撒，
一边撒一边搅拌。搅拌熟了，外表成球状，黑糊
糊的，俗称“驴粪蛋儿”。大家开玩笑说，总吃“驴
粪蛋儿”也不是事呀，人都快成“驴粪蛋儿”了，换
换样儿吧。于是，伙房师傅也真费了一番心思。
清水煮土豆白菜，莜面窝头。清水煮土豆白菜，
莜面卷儿。清水煮土豆白菜，莜面片儿。到底是
该哭？还是该笑？

塞罕坝，塞罕坝，塞罕坝是啥意思？
——也许，白菜土豆莜面“驴粪蛋儿”知道。

三

不要以为种树那么容易。不就是挖个坑，种棵
苗吗？其实，种活一棵树不比养活一个孩子简单。

头两年，塞罕坝人从东北地区调来的绿化苗
木，种下后，都死了。有诗为证：“天低云淡，坝上
塞罕，一夜风雪满山川；两年种树全死完，壮志难
实现，不如下坝换新天。”

必须弄清楚树死的原因。原来，外来的苗木
水土不服，抗性太弱。要想在塞罕坝地区种树成
功，必须自己育苗，育那些适应当地土质和环境

生长的苗木。塞罕坝人开始进行技术攻关。首
先攻克了在高寒地区育苗这一关，继而在塞罕坝
地区育苗获得成功。之后，又改造了苏联进口的
种树机，用机械种树也获得了成功。塞罕坝营造
百万余亩人工林的大幕，就此拉开。

马蹄坑，是塞罕坝人选择的头一个战场。经
过 30 多个昼夜的奋战，近千亩落叶松小苗扎根
在了马蹄坑，塞罕坝人终于在这片荒凉的土地
上，种下了自己亲手培育并植造的第一片林子。

“文革”期间，别处一片喧嚣，塞罕坝人却只顾
埋头种树。数字是鲜活的，也是灵动的。1966 年
以前，塞罕坝种植面积 3.4 万亩，1966 年种植 5 万
亩，1967 年种植 6 万亩，1968 年种植 5 万亩，1969
年种植 5 万亩，1970 年种植 6 万亩，到 1983 年，塞
罕坝上林地面积已经达到了 110万亩。

这一组数字的背后，洒满了塞罕坝老一辈建
设者的血汗，凝结着塞罕坝老一辈建设者的绿色
情怀。他们几乎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这片林
海，在荒原上树立起了一座绿色的丰碑。

塞罕坝，塞罕坝，塞罕坝是啥意思？
——林海无语，丰碑无言。

四

林子多了是好事也是难事。难就难在防火。
尽管时令已经进入 3 月，许多地方是暖融融

的 春 天 了 ，但 塞 罕 坝 依 旧 是 白 雪 皑 皑 ，冷 风 刺
骨。护林员陆爱国和妻子王春艳，已经在这里坚
守了 15年。

“ 心 里 那 根 弦 ，整 天 绷 着 。 不 敢 有 片 刻 懈
怠。”身穿迷彩服的高个子陆爱国一边架起望远
镜，一边一字一句地说，“一般每年的防火重点期
是 3 月 15 日～6 月 15 日和 9 月 15 日～12 月 15 日，
这 6 个月必须要住在望火楼里，15 分钟汇报一次
瞭望情况。”

我瞥了一眼桌上的电话，心里充满敬意。
当好护林员除了要有强烈的责任心，还要有

过硬的观察本领。为了熟悉地形，尽快报出火情
地点，夫妻俩把从望远镜里所能观察到的山头、
洼地都一一编成号，牢牢记在心上。一旦有情
况，报警时马上就能说出地名和方位。通过长时
间的对比、观察，他们还熟练地掌握了一套识别
烟火的本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准确地识
别出是烟、是雾还是霞光。

陆爱国 1962 年出生在塞罕坝，他的父亲是
林场的第一代创业者，他的大儿子现在林场的扑
火队开消防车。可以说，一家三代都是务林人。

我问：“山上生活寂寞吗？”
“马鹿、狍子、野猪、山兔、野鸡、黑琴鸡等野

物常常来光顾望火楼，让我们觉得，这山上不光
是我们两个人呢。”停了停，王春艳继续说：“曾经
有一对驻守望火楼的夫妻，他们的孩子是在山上
生的，也是在山上长大的，可由于平时交流少，都
3岁了才只会说几句话。”

我望了一眼汹涌的林海，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塞罕坝共有 9 座望火楼。个个高耸，座座威

严。毫无懈怠地矗立在林海高山之巅。每一座
望火楼上都有一双瞪大的眼睛，注视着森林里一
草一木。

建场五十多年来，塞罕坝百万余亩人工林
海，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

寂寞守望，孤独坚守。——这就是塞罕坝护
林人的生活。

可是，我还是要问：塞罕坝，塞罕坝，塞罕坝
是啥意思？

五

塞罕坝意味着什么？塞罕坝代表着什么？
该回答这个问题了——塞罕坝人说，塞罕坝是蒙
语和汉语的组合。塞罕是蒙语，美丽的高岭的意
思；而坝是汉语，台地的意思。把它们组合在一
起即可表述为美丽的高岭台地。原来塞罕坝竟
是一种有高度有广度有厚度的美呀！

塞罕坝已经不是一个地理的存在，而是几代
人理想的集体和个体的集合，是一种生活的气息
和氛围，是一段飘荡的情绪和记忆，更是一个不
朽的绿色传奇。

忽然想起两句话——一句话叫“山厚水厚人
忠厚，山薄水浅人轻浮”，另一句是“森林涵养水
源，生态涵养文明”。

置身塞罕坝壮美的百万亩林海，倾听着松涛
的声音，深深呼吸一口那弥漫着松脂芳香的空
气，顿时有一种洗心润肺的感觉。隐隐地，我对
塞罕坝似乎又有了一层新的理解——塞罕坝就
是绿水青山，塞罕坝就是金山银山，塞罕坝就是
我们心底那个绿色的梦。——那个梦，并非虚幻
缥缈，并非无根无蒂，那个梦真真的，就在眼前。

塞罕坝！——塞罕坝！——塞罕坝！

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家，曾获徐迟报告文学
奖、冰心散文奖、孙犁文学奖等奖项。

1961 年，专家在考察荒芜的塞罕坝时
发现这棵年逾 200 岁的“功勋树”，成
为“塞罕坝能种树”的标志。（图片来源
新华社）

一

时光倒转回去，早先的塞罕坝却是一
片蛮荒之地。甚至被称为坝上的“青藏高
原”——天高风冷水硬人横。

话说上世纪 60 年代初，风沙紧逼北京
城。每逢春秋时节，小伙子戴风镜，姑娘戴
口罩是北京街头的常态。一入冬，西北风嗷
嗷叫，风沙肆虐，沙粒子砸在面上生疼生疼。

北京风沙脾气暴跟塞罕坝有啥关系？
问 风 风 不 理 睬 ，照 刮 ；问 沙 沙 不 言 语 ，照
砸。还是问问脚步吧——脚步丈量的结
果：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有
180 公里，平均海拔 1000 多米，而北京的平
均海拔仅 40 多米。有专家形象地说，“如
果这个沙源阻挡不住，就相当于站在屋顶
上向院子里扬沙子”。

必须把沙子挡住。塞罕坝恰好处在那
个能挡沙子的特殊地理位置上。如果说内
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所处的华北平原
之间隔着一道门的话，那么塞罕坝就是那
道门的门栓。

早先，塞罕坝也是草木葳蕤，獐狍野
鹿出没之地，属于木兰围场范围。康熙曾
多次带领将士来此围猎，还即兴留下过诗
句“……鹿鸣秋草盛，人喜菊花香，日暮帷
宫近，风高暑气藏”。

随着清王朝的没落，秋狝的驰废，大批
流民涌入，肆意垦荒，断了塞罕坝的根，致
使元气大伤。后又几经军阀匪寇劫掠，反
复折腾，森林荡然无存，塞罕坝一片肃杀
凄凉。

从此，沙魔长驱直入，那道门也闩不
住了。

塞罕坝，塞罕坝，塞罕坝是啥意思？
——这微弱的发问，早

被滚烫的大漠蒸发了。

塞罕坝。——啥意思？
这里，既有森林的壮阔，也有森林的细微，

更有森林的饱满和丰沛。有人说，塞罕坝的森
林是翡翠。也有人说，塞罕坝的森林是绿肺。

难道说起塞罕坝就一定带着森林吗？当
然。森林，塞罕坝的森林真美。美得令人心醉。

换个角度看，或许印象更清晰。——绿，
深绿，翠绿，墨绿。卫星云图显示，塞罕坝这
片人工林海，不就是一只墨绿色的展翅翱翔
的雄鹰吗？112 万亩，3 代人，用了整整 55 年
的时间只做一件事——种树。这片林海是塞
罕坝之根本，没有了这片林海，塞罕坝就没有
了今天，也没有了未来。

塞罕坝的护林员塞罕坝的护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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