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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PM10、PM2.5、臭氧污染突
出的问题，洪山区重点整治工地、
道路扬尘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
燃煤锅炉污染和汽修行业、干洗
行业 VOCs 污染。城管、建设、环
保、街道联手管控城市扬尘污染，
及时督办、迅速解决。

据统计，洪山区 2017 年对违
规 施 工 的 工 地 共 下 达 执 法 文 书
344 份 ，责 令 清 除 污 染 面 积
15650m2，封停工地 329 个；成立渣
土联合执法专班，设置执法卡点，
开 展 联 合 执 法 234 次 ，暂 扣 驾 照
288 本 ，暂 扣 车 辆 193 台 ，规 范 渣
土运输秩序；开展 12 次机动车尾
气道路检测，跟踪拍摄冒黑烟车
辆，下达整改通知 130 件，淘汰黄
标车及老旧车辆 1088 台；对辖区
110 余家汽修户实施规范管理；完
成辖区 15 台燃煤锅炉的淘汰、改
燃 任 务 ，淘 汰 200 余 台 开 放 式 干
洗机，至此，洪山辖区实现全面禁
煤，干洗店全部采用封闭式干洗
机。

经 过 整 治 ，污 染 物 排 放 得 到
有效控制。2017 年，洪山区空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287 天 ，优 良 率
81.3%，在全市 16 个区中，优良率、
优良天数均名列第一。

为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洪 山 还 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2017 年，
先后立案查处私设暗管偷排水污
染物、建设项目未批先建、擅自拆

除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砂石堆场
未覆盖等违法企业 13 家，立案 13
件 ，下 达 责 令 改 正 11 件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10 件 ，罚 款 121.005 万
元。

2017 年 ，洪 山 区 出 现 了 因 环
境违法行为，企业负责人被公安
机关行政拘留的首个案例：对私
设 暗 管 偷 排 水 污 染 物 的 武 汉 一
家豆制品公司除了予以罚款外，
责令该单位停产整治，并将案件
移交公安机关，对公司负有主管
责 任 的 副 总 经 理 处 以 10 日 行 政
拘留。

同 时 ，洪 山 区 环 保 局 联 合 公
安机关对隐藏在城乡接合部的 4
家小塑料、小电镀等作坊加大打
击力度，实施查封和限期搬迁，确
保不留环境安全隐患死角。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是 洪 山 区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
是洪山区适应新常态、实现转型
升 级 、加 快 生 态 建 设 的 关 键 时
期 。 洪 山 区 将 坚 定 不 移 地 推 进
大学之城、高铁之心和生态之洲
建设，着力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
发展体系、优质均等的公共服务
体 系 、山 清 水 秀 的 生 态 空 间 体
系 、共 建 共 享 的 社 会 治 理 体 系 ，
努 力 把 洪 山 区 建 设 成 为 国 内 一
流 的“ 大 学 之 城 ”和 碧 水 蓝 天 的
宜居之地。

裴红

水碧天清映照“大学之城” 生态绿意营造宜居洪山
洪山区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

南部，辖区面积 220.5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114.18 万人，是武汉市
面积最大的中心城区。洪山区山
水生态禀赋优越，自然环境优美，
有狮子山、桂子山、喻家山等山
峰，东湖、南湖、汤逊湖、黄家湖等
著名湖泊皆在洪山，全区绿化覆
盖率达到 51%。

洪山区科教资源丰富，是著
名的大学城和科技城，汇集了武
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部属、省
属知名高校共 37 所，有国家重点
学 科 65 个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17
个、两院院士 52 名、在校大学生

59.4 万人，高校和在校大学生数
量均占全市一半。洪山区交通便
利，辖区人流、物流、信息流快捷
畅通，京广客运专线的核心节点
武汉火车站也位于辖区，武汉市
四大环线和轨道交通 2、4、7、8 号
线均穿越洪山区。

近年来，洪山区委、区政府全
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洪山，
坚持建设“科教创新之城、文化创
意之区、宜居创业之地”目标不动
摇，全区经济社会、环境保护呈现
稳步发展、协调推进的良好态势。

建成大环保工作机制，产业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

为做好环境保护、生态建设
工作，洪山区委、区政府制发了

《洪山区环境保护职责规定》，明
确了各部门、各街道的环境保护
职能职责。洪山区专门建立了
97 人的“青山绿水保卫战”微信
工作群和洪山环委会 QQ 群，区
委书记、区长、分管环保区长、职
能部门、各街道都在群里，形成了
快速反应机制，对各类环境问题
及时办理、通力合作，改变了过去
环保工作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
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为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大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洪山
区先后实施了 150 余个技术改造
和工业投资项目，高新技术企业
突破 160 家，组织 10 家企业开展
了清洁生产审核。亿童文教、华

工能源等 20 家企业成功登录新
三板，精测电子在创业板上市。

洪山区的创意产业也迎来蓬
勃发展期，武汉创意天地投入营
运，南湖创意产业园列入东湖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区多园”试
点园区。

青菱高科技产业园建设如火
如荼：原有房屋建筑 201.4 万 m2

被拆除，20km2 园区征地拆迁工
作基本完成；园区内青菱湖、黄家
湖、野湖“三线一路”规划建设得
到实施，湖泊水质显著提升；园区
三纵八横骨干路网和清污分流污
水收集管网形成。下一步，洪山
区要将散落在辖区各街道的工业
企业全部拆除搬迁，提档升级后
引导进入园区规范发展，着力打
造滨湖滨水的生态工业园区。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治理迎来“绿满洪山”

天兴洲位于长江中下游武汉河段长江二桥
与阳逻河段中，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如何开发天兴洲优质资源，成为洪山
区的重点工作之一。

在生态、环保、绿色的理念之下，市区两级政
府共同高起点、高标准规划，把防洪安全、生态保
护和适度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致力将天兴洲打造
成武汉城市圈内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度假村。

据悉，天兴洲生态绿洲建设主要分为生态博
览园、生态创意园、体育运动园和生态涵养园 4
个功能园区。截至目前，建设工程已投资 6.31 亿
元，建成防汛应急通道和堤防加固等主体工程。
远期规划中，洪山区要将“长江之叶”天兴洲建设
成为集体育运动、生态博览、文化创意、旅游度假
多功能于一体的绿色生态之洲。

加强森林、湿地、山林等自然资源保护，也是
洪山区生态建设的重点工作。两年来，洪山区建
成幸福湾水上公园等 5 处游园，建成环南湖、狮
子山华中农业大学段绿道，并对辖区内三环线及
10 多条交通道路进行绿化改造，栽植乔木 5000
余株，提升道路绿化景观水平；对全区 128 个小
区进行绿化养护，社区绿化景观和人居环境得到
提升；持续开展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监测
覆 盖 率 达 95% 以 上 ，城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51% ；
2017 年救助猫头鹰、苍鹰、大王蛇等国家野生保
护动物 13 只，认定和保护古树名木 22 株，对在洪
山区栖息的 160 种鸟类（其中国家级保护鸟类 15
种）进行观察保护。

通过生态治理，洪山山水特色进一步彰显，
助力武汉建成为全国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建立河湖长责任体系，“四水共治”效果显著

为打好水污染防治保卫战，洪山区实施排渍
水、治污水、防洪水、保供水“四水共治”，编制《湖
泊水体达标方案》，建立区、街两级河湖长制责任
体系，在辖区 7 个湖泊、13 条河流港渠实施“三长
三员”管理，严格落实湖泊保护责任制。

“治水”组合拳接连打出：一是严格按照湖
泊、河港“三线一路”保护，严禁填占湖泊、河港水
域，实施环湖绿道建设，打击违法行为，实施岸线

控制。二是全面拆除湖泊围栏围网，禁止湖泊渔
业养殖，恢复水体的自然生态。三是全面实施水
质提升工程。5 年来，每年投资 5000 余万元对辖
区 7 个湖泊、41 条道路、47 个生活小区实施截污
和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从源头管控污水。

目前，洪山区湖泊“三网”全部拆除完毕，自
2016 年来，共拆除围拦网（箱）面积 33723 亩，所
辖湖泊全面退出渔业养殖，实施生态补偿。东杨

港、夹套河、南湖连通渠、巡司河、
沙 湖 港 5 条 水 体 黑 臭 河 段（11.28
公里）的整治工作也已完成。

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也在进
行中。据悉，白沙洲水厂位于长江
上游洪山辖区，日供水 80 万吨，关
系到武昌与洪山片区 200 万人饮
水安全。两年来，洪山区政府拆除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违法搭建
和非法种植，整合搬迁长江沿线砂

场码头，更换设立水源保护区界
桩、水源防护地带告示牌、水源保
护区污染防治宣示牌等，设置一级
保护区隔离网。此外，还多次组织
巡查，及时制止垂钓，消除安全隐
患。

目前，洪山区一、二级水源保
护区内无排污、无违建、无种植养
殖，保护标识清晰，防护措施明确，
确保了饮用水安全。

重拳整治污染环境行为，“拥抱蓝天”未来可期

碧水锁青山

一

春分那天，写稿没灵感，骑车去开封西郊
看杏花。

那是一片很小很小的杏林，也就三四百
棵那样子，但每棵杏树都已经绽放如雪，美得
醉人。风吹过，杏枝摇动，甜香袭来，一股股
香味儿打着旋儿往衣袖里钻。

赏着杏花，嗅着花香，我正美呢，忽然听
见几声鸟鸣：“果果果谷——果果果谷——”

这种叫声非常熟悉，非常亲切。我相信，
绝对不只是我一个人听了亲切，在读这篇文
章的诸君估计也会感到亲切。如果您光看文
字，可能暂时还想不起来这是什么鸟在叫，那
么，请您用普通话的音调来读一下：

果（guǒ）果（guǒ）果（guǒ）谷（gǔ）
果（guǒ）果（guǒ）果（guǒ）谷（gǔ）
有没有回忆起来这是什么声音？有没有

分辨出来这是什么鸟鸣？估计大部分朋友都
猜出来了，没错，是杜鹃。

杜鹃分很多种，叫声各别。
有的杜鹃叫起来是这样子的：“布谷——

布谷——”声音清脆，两声一度，这是布谷鸟，
学名“普通杜鹃”，又叫“二声杜鹃”。

有的杜鹃叫起来则是这样子：“果果果谷
——果果果谷——”声音浑厚，四声一度，这
是布谷鸟的近亲，学名“四声杜鹃”。

杜鹃是个大家族，除了二声杜鹃和四声
杜鹃，还有八声杜鹃和大杜鹃，不过后面这两
种不太常见，至少在中国不太常见。在咱们
中国，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到了春夏两季，到
了乡野田园，到了暖阳高照、麦稻疯长的时
节，只要与杜鹃邂逅，倘若不是布谷，就必是
四声杜鹃。

二

我身在开封，开封属于豫东，豫东乡间麦
子黄时，从绿柳和红花中穿过，随时都能听到
四声杜鹃的叫声。当然，只要有过农村生活
的经历，就一定听到过这种叫声。我曾经把
这种叫声上传到微信朋友圈，随即有几十位
好友纷纷留言，说勾起了他们的童年记忆。

这些朋友有河南的、安徽的、浙江的、江
西的、山东的、河北的、广东的、广西的……在
他们小时候，在他们老家，人们给这种鸟取了
诸多可爱的别名，例如“果果果谷”、“嘎嘎嘎
够”、“打麦垛垛”、“麦罢垛垛”、“割麦插禾”、

“割麦割谷”、“割麦播谷”、“光棍好苦”……很
明显，所有别名都是根据四声杜鹃那独特的
四声一度的叫声来取的，并且还赋予了一些
文化内涵。

与我同籍并且同行的一位好哥们儿说，
他小时候听到四声杜鹃的叫声，经常和小伙

伴唱一支童谣：
嘎嘎嘎够，郝湾家后。
吃的啥饭？米饭下豆。
让我吃点儿？不够不够！
还有一位与我不同籍但是同行的哥们

儿，他想起了他们老家的一支童谣：
割麦割谷，割麦种谷。
你家在哪儿？东边杨树。
每天吃啥？香瓜甜薯。
这首跟前面那首一样，也是在想象中与

四声杜鹃一问一答的儿歌。
“四声杜鹃”是学名，是现代动物学家拟

定的名称，在中国乡间，没有人使用这个名
称，恐怕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名称。我们小时
候所熟知的，是“割麦割谷”，是“割麦插禾”，
是“果果果谷”，是“光棍好苦”，是这些洋溢着
谐音、童趣、民俗和鲜明地域色彩的爱称。有
一次，我跟一个来自安徽的朋友聊天，聊到四
声杜鹃，他一头雾水，待我学起四声杜鹃的叫
声，他才恍然大悟：“啊哈，你说的是豌豆宝谷
啊！它的大名难道不是叫布谷鸟吗？”我只好
告诉他，布谷鸟是二声杜鹃，豌豆宝谷是四声
杜 鹃 ，它 们 俩 是 近 亲 ，近 似 于 姑 表 兄 和 舅
表弟。

三

如果我们跟古人说“四声杜鹃”，古人就
更不明白了，因为古人一向管这种鸟叫“子
规”，或者直接叫它“杜鹃”。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这是南宋诗人翁卷的《乡村四月》，语文

课本里就有，诗里的子规不是布谷，而是四声
杜鹃。

山人远寄杜鹃禽，因寄山禽遂寄心。
应谓不如归去好，高飞却入旧云林。
这是北宋大臣文彦博的作品，诗里的杜

鹃也不是布谷，还是四声杜鹃。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布谷和四声杜

鹃的区别，就像大猩猩和人的区别。倒不是
说四声杜鹃在智商上比布谷鸟发达，而是说
它们同门同纲同目同科同属，但不同种。就
活动范围而言，四声杜鹃的地盘要大一些，从
华南到塞北都能见到，所以被古人写进诗词
的概率也要比布谷高得多。

四

咱们现代人给四声杜鹃取了许多别名，
宋朝人也给四声杜鹃取了许多别名。南宋中
叶有一个人叫姚勉，在宋理宗一朝中过状元，
但小时候家境贫寒，在农村长大，对四声杜鹃
相当熟悉，所以写了好多专门以这种鸟为题
的诗，并在诗中提到了两个很好玩的别名。

大家不妨读一读他比较著名的一首：
缲车欲动蚕春暮，水足秧青行白鹭。
着新脱故山禽呼，也似催人阔耕布。
着新脱故也自奇，阔耕阔布也自宜。
冬苗夏绢星火急，欲着无新耕亦饥。
时间是暮春，地点是江南，蚕宝宝茁壮成

长，稻田里秧苗青青，远处传来四声杜鹃的叫
声：“着新脱故——阔耕阔布——”农民们听
了，又喜又忧。

喜什么呢？“着新脱故”预示着蚕桑顺利，
今年可以脱去旧衣服、换上新衣服；“阔耕阔

布”预示着耕田和织布双丰收，即将告别贫穷
的日子，过上阔气的日子。

忧什么呢？“冬苗夏绢星火急，欲着无新
耕亦饥。”官府让缴的农业税太重，大家辛辛
苦苦种出的稻谷、织出的白布，最后都要交给
国家，自己还是要忍饥受冻啊！

姚勉为这首诗取名《着新脱故》，诗题下
又有一句小注：“着新脱故，一名阔耕阔布。”
由此可见，在他的时代和他的家乡，人们将四
声 杜 鹃 称 为“ 着 新 脱 故 ”，又 叫 做“ 阔 耕 阔
布”。这两个别名同样是按照谐音来取的，并
且都有期待丰收的美好寓意。

在另外一首描写四声杜鹃的诗中，姚勉
还提到一个别名：“麦熟也哥哥”。因为四声
杜鹃是夏候鸟，当它们大举北上、在麦田上方
一边鸣叫一边飞过的时候，也正是麦子成熟、
即将收割的时候。宋朝人将四声杜鹃称为

“麦熟也哥哥”，跟我们今天将其称为“割麦插
禾”和“割麦割谷”是一个道理。

五

不过在古代，四声杜鹃还有一个不太美
好的寓意——预示着别离和灾祸。

我们知道，汉语发音一直在变化，古代读
音与现代读音差别很大。就拿“去”这个字来
说吧，唐朝人不读“去”，而读“处”。所以当他
们听到四声杜鹃那四声一度的叫声时，老是
联想到“不如归去”。所以在古诗当中，“子
规”经常与“别离”牢牢拴在一块儿，仿佛一对
生死冤家。

唐朝人段成式更加危言耸听，他说每年
春天，第一个听到杜鹃鸣叫的人，会与亲人别
离；第一个听到杜鹃鸣叫并且模仿的人，会吐
血而死。那该怎么破呢？办法是大声学狗
叫，这样才能把即将到来的灾祸赶走。

今年春分，刚到二月，我就在开封郊外的
杏子林中听到了四声杜鹃，还忍不住模仿了
几声，比较幸运的是，现在尚未吐血。为了感
谢杜鹃的不杀之恩，我写下这首诗：

汴梁城边二月初，杏林深处听布谷。
应知今春地气暖，杜鹃声声催麦熟。

青梅煮酒

四声杜鹃
◆李开周

清明习俗有哪些？

到节令，我们依着老例祭祖先……从前父亲
跟叔父在日，他们的跪拜就不相同。容貌显得很
肃穆，一跪三叩之后，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好像
在那里默祷，然后站起来，恭敬地离开拜位。几个
孩子有时跟着我拜；有时说不高兴拜，也就让他
们去。

——叶圣陶《过节》

每到一个坟上，除对祖宗的一桌祭品以外，必
定还有一只小匾，内设小鱼、小肉、鸡蛋，酒和香
烛，是请地主吃的，叫做拜坟墓土地。孩子们中，
谁先向坟墓土地叩头，谁先抢得鸡蛋。

——丰子恺《清明》

清明前后扫墓时，差不多全家出发，旧时女人
外出时颇少，如今既是祭祀，并作春游，当然十分
踊跃。扫墓时候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紫，
通称紫云英。

——周作人《上坟船》

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
风筝……放风筝时，手牵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
升，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
自得。

——梁实秋《放风筝》

名家笔下话“清明”

清明之前
为“寒食节”，
源 于 春 秋 ，民
间灭掉火种不
举 炊 、只 吃 冷
食 ；而 一 到 清
明就要钻木取
新 火 ，寓 含 去
旧 迎 新 之 意 。
清明节还有许
多 传 统 习 俗 ：
扫墓、踏青、蹴
鞠 、射 柳 、斗
鸡、荡秋千、拔
河、放风筝、蚕
花会、插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