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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讯 陕西省太白林业局
近日宣布，其架设在野外的红外
相机首次拍摄到绝少出现在公众
视野中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金猫，这是陕西宝鸡地区首
次拍摄到金猫影像。

金 猫 也 叫 亚 洲 金 猫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 。 生 性 凶 猛 ，有

“黄虎”之称，能捕食小麂、毛冠
鹿、麝等，但主要以各种体型较
大 的 啮 齿 动 物 为 食 。 在 国 内 ，
分 布 于 秦 岭 南 坡 、西 藏 、安 徽 、
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和
江 西 等 地 。 1998 年 出 版 的《中
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显示，中国
分布的金猫种群数量约为 3000
只 ~5000 只 ，被 列 入《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2015 年 濒 危 物 种 红
色名录。

据 了 解 ，2016 年 ~2019 年 ，
黄柏塬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区域
共布设红外相机 220 台次，收集
照 片 6 万 多 张 ，视 频 1 万 多 段 ，
共记录兽类 19 种，鸟类 8 种，其
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种。

太白林业局保护科科长赵静
表示,这几年，保护区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巡护监测、数据分析
显示，大熊猫及其伴生动物，金丝
猴、羚牛、斑羚等野生动物栖息地
不断在扩大，种群数量发现的频
次也逐年增加。

江倩

本报见习记者夏连琪西宁报
道 记者近日从青海湖裸鲤救护
中心了解到，目前青海湖 裸 鲤 资
源 蕴 藏 量 已 达 到 9.3 万 吨 ，比
2018 年 的 8.8 万 吨 增 加 0.5 万
吨 ，增 长 5.68% ，与 2002 年 的
2592 吨相比，增长了 35.87倍。

青海湖裸鲤俗称湟鱼，是青
海湖特有的珍贵鱼类，被列为濒
危物种，对维护青海湖流域生态
安全和物种多样性至关重要。

为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增
加青海湖 裸 鲤 资 源 量 ，从 2003
年 起 ，青 海 省 全 面 实 施 封 湖 育
鱼计划，在封湖期内，禁止任何
单 位 、集 体 和 个 人 到 青 海 湖 及
湖区主要河流及支流裸鲤主要
产 卵 场 捕 捞 、销 售 裸 鲤 及 其 制
品。各地各部门清理青海湖主
要 入 湖 河 流 河 道 ，专 门 设 计 科

学 合 理 的“ 过 鱼 通 道 ”，保 证 裸
鲤的“生命通道”更加畅通。同
时，还在重点河道、重点路段及
市 场 餐 馆 开 展 专 项 执 法 检 查 ，
严厉打击非法贩运、加工、销售
裸 鲤 行 为 ，青 海 湖 裸 鲤 得 到 有
效 保 护 ，并 逐 年 恢 复 。 连 续 多
年 开 展 的 青 海 湖裸鲤增殖放流
活动，对青海湖裸鲤资源增加的
贡献率超过 23％。

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的大
幅增加，有效维护了青海湖流域

“水—鱼—鸟”生态链的安全，湿
地指示性物种水鸟种群数量实现
稳中有增。目前，青海湖区域鸟
类由 1996 年的 164 种增加到 2018
年的 225 种，约占全国鸟类种数
17%，每年有近 30 万只鸟在这里
栖息繁殖，“鱼鸟天堂”的称号实
至名归。

本报讯 废旧农膜污染日益严重，其回收
再利用是“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 工 作 中 的 一
项 重 要 内 容 ，同 时 也 是 固 废 处 置 领 域 的 难
点问题。浙江省绍兴市加强农膜市场准入
管理，加大农膜使用技术支撑力度，开展全
生 物 可 降 解 地 膜 试 验 ，护 航“ 无 废 城 市 ”创
建。其中，越城区斗门镇、马山街道和上虞
区 盖 北 镇 日 前 成 为 全 市“ 可 降 解 地 膜 ”试
点。这也是“无废城市”以从源头解决农膜污
染问题为目标的试验案例。

据了解，试点项目中，上虞区盖北镇金
烨 家 庭 农 场 面 积 最 大 ，达 100 亩 。 过 去 ，金
烨 家 庭 农 场 一 直 使 用 聚 乙 烯 地 膜 ，不 易 分
解 和 降 解 ，给 农 业 生 产 和 环 境 带 来 破 坏 性
影响。今年 5 月，农场场长许建荣在绍兴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指 导 下 ，试 点 使 用 可 降 解 地
膜 。 这 种 可 降 解 地 膜 由 生 物 原 料 制 成 ，降

解 时 只 产 生 二 氧 化 碳 和 有 机 物 ，不 会 对 土
壤产生危害。

可 降 解 地 膜 研 发 和 产 业 化 企 业 、绍 兴
绿 斯 达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刘 伟 鹏 介
绍 ，生 物 降 解 地 膜 以 具 有 完 全 生 物 降 解 特
性 的 脂 肪 族 —— 芳 香 族 共 聚 酯 、脂 肪 族 聚
酯 等 可 生 物 降 解 聚 合 物 为 主 要 成 分 ，通 过
采 用 吹 塑 等 工 艺 生 产 的 农 用 地 面 覆 盖 薄
膜，替代普通聚乙烯地膜，在自然界存在的
微 生 物 作 用 下 ，最 终 完 全 降 解 变 成 二 氧 化
碳、水及其所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避免了
普 通 PE 塑 料 地 膜 残 留 破 坏 土 壤 结 构 等 不
良影响。

由于一些可降解地膜首次使用，可能会
遇到地膜降解达不到农事要求的难题。对
此，刘伟鹏表示，他们开展的地膜覆盖栽培试
验结果表明，不同配方、不同厚度的生物可降

解地膜，在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降解临界期
不同，降解速度也不同，总体能基本满足作物
各生育期对土壤温、湿度的需求。生物降解
地膜的增温保墒农艺性能与普通地膜没有显
著差异，在换茬翻耕时基本裂解，不影响机械
作业，对土壤环境及作物产量、品质均无明显
影响。

而在成本方面，生物降解地膜的购买成
本比 PE 塑料地膜每亩要高 50 元~100 元，但降
解膜后茬可直接翻耕，节省揭膜人工费用，综
合成本基本相当。

“综合各地的试验研究证明，生物可降解
膜具有与普通地膜相近的覆盖效应，且能有
效 减 轻 对 农 业 环 境 的 污 染 。”刘 伟 鹏 说 ，推
广生产可降解农膜，可切实助力实现“无废
农 业 ”，为“ 无 废 城 市 ”“无废社会”建设打好
基础。 姚伊乐

“要知道，2016 年改造前，这里还
是个批发市场，地面上跑的是运输
车，摊位上卖的是水产禽肉。”随着锦
绣大地生态示范园正式亮相，标志着
锦绣大地从现代农业向生态建设升
级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为首都北京添
了一抹绿色。

如 今 ，这 里 远 离 了 昔 日 批 发 市
场的喧嚣，近 2000 亩面积处处绿意
盎然；园区内所有有机质垃圾得到
分 类 并 减 量 化 、资 源 化 、生 态 化 处
理 ，垃 圾 变 废 为 宝 还 田 ；雨 水 得 到
收集，污水经生物技术及植物湿地
净化后循环使用；土壤得到科学改
良 ，良 种 、良 法 、良 品 趋 向 良 性
循环。

把土地还给自然，通过山水林田
湖草各要素之间的应用展示，全新的
生态+科技示范园留给人们无尽的
想像。

湖水净化后可直接饮用

走进锦绣大地生态园，生态改造
成果令人眼前一亮。

除了焕然一新的生态文明宣传
中心、百余米长的环保知识科普走
廊，在这里还可以看到“零废”技术实
验基地，各种高科技的生活污水净化
设备和垃圾减量处理设备等一应俱
全，让人很难相信这仅仅是一个“农
业园区”。

在“碧水园”，色彩浓烈的围墙映
衬下，一汪池水显得静谧清澈。这是
进行水质净化工艺展示的科普园。
这里分别采用荷兰生物活性砂滤器、
生物滤池、生物转盘、MBR 超滤膜和
紫外线杀菌等几种不同的处理工艺，
对园区的湖体水质进行净化和工艺
展示。

锦绣大地生态项目组副总经理
严晨敏介绍说：“我们的净水标准达
到了Ⅱ类水质，可以直接饮用。”

除了对湖水雨水采用净化技术
外，园区还从欧洲引进了一套生活污
水净化系统，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
将园区内所有的生活污水、湿地污
水、各类废水，全面净化后重新融入
园区内的水循环。

“这套设备日处理污水 50 吨，出

水达到北京市地标《水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的一级 B 排放限值。”严晨
敏说。

在园区，还设有体现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野鸭岛、中 药 材 GAP 种 植 示
范 基 地 百 草 园 。 园 区 内 的 环 境 全
部实现了无线监测物物互联，并建
设了“生态大脑”——数据中心，开
发了智能生产管理云平台，安装了
大 气 环 境 监 测 系 统 、土 壤 墒 情 、水
文 监 测 、视 频 监 控 ，水 肥 一 体 化 控
制等物联网设备，对各项数据实现了
实时监测。

“大胃王”实现园区零排放

在园区，“大胃王”的引入同样是
绿色创新的一次实践。

锦绣大地生态园中展示有两种
餐厨垃圾处理模式。一种是和上海
复振公司合作，通过分布式厨余垃圾
减量设备，实现垃圾就地减量。这套
装置模仿人类胃部的消化功能，在这
个“胃”里，将垃圾倒入处理机内，利
用微生物分解有机物，从而把垃圾

“吃”掉，24 小时后，厨余垃圾中 90%
以上会转化为水。

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日本引进的
YM 菌超高温好氧发酵系统。通过
超高温好氧堆肥技术，将餐厨垃圾、
活性污泥、人畜粪便、农林废弃物等
转化为优质有机肥。

YM 菌实验车间是锦绣大地清
洁技术实验示范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节。经过此环节，垃圾实现了密闭处
理，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取的有机物，
最终健康地回到了自然界。

整合有机湿垃圾处理、生活污水
处理、农林废弃物资源化、生态循环
等多项技术，眼下，园区内餐厨垃圾、
生活污水、农林废弃物已全部实现全
流程闭环处理。产出物用于园区试
验田的土壤改良，实现了生态的有机
循环。

而通过土壤改良、修复与健康土
壤培育技术，园区土壤质量也越来越
趋近会呼吸的天然沃土，有机质含量
稳步提升。

“看，至少再经过两季，高品质的
京西稻米将被还原，到时候，这曾经
的清香满口皇家稻就能‘飞入寻常百
姓家’了。”严晨敏说。

打造全新生态+科技示范园

20 年播种绿色，作为曾经的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北京锦绣大地
农业股份公司首创农业高科技园区
模式，引领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北京
市首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翠
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就是锦绣大地
将生态服务价值理论在全国率先用
于生态修复的一次成功实践。

在响应首都“疏解转型促提升”
的号召下，2016 年锦绣大地关停并拆
除了公司经营的粮油、果品、蔬菜、水
产、肉类等五大批发市场，关停面积
近 300亩，疏解商户 8000 余人。

拆迁后，面对荒芜的市场、硬化
的土地、腾退的空间，该如何谋求新
的发展路径，无疑成为摆在眼前的一
道难题。

结合海淀区守好中心城区生态
门户、擦亮“三山五园”金名片的规划
定位，在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
的指导下，锦绣大地以高生物科技、生
态环保技术为支持，以生态系统功能保
护、恢复为核心，通过山水林田湖草各
要素之间的实体应用展示，开始打造
一个全新的生态+科技示范园。

生活垃圾全部变成改良土壤的
有机质；生活污水处理后达到国家标
准实现零排放，用来种植“京西稻”；
雨水在经过多次生物过滤后能达到
饮用标准；土壤基本完成生态修复；
良好的生态环境还引来了天鹅、鸳
鸯、野鸭、喜鹊等 20 多种鸟类，京城
五环内有了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良好
的好去处。

今后，生态园还将结合首都资源
禀赋和城市特点，探索生态农业、生
态旅游、生态康养发展方向，并适时
向公众开放。

锦绣大地农业公司副总经理韩
亚山表示，锦绣大地生态园将坚持一
方面研究产业生态化，一方面探索生
态产业化，力争把高水平生态文明建
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大命题落到实处。

“园区才刚刚亮相，下一步，我们
还将持续做好园区的优化和升级工
作，展开更多交流与合作，引入先进
产品与技术，将示范、培训、研究成果
向社会输出，为首都的蓝天，碧水、大
地锦绣做出贡献。”韩亚山如此期待。

陕西黄柏塬首次拍摄到金猫
生态环境好转，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扩大

青海湖裸鲤资源达9.3万吨
封湖 17年增长 35.87倍

绍兴：可降解地膜助力“无废农业”

生态+科技，锦绣大地转型升级

昔日批发场 今朝生态园

▼江西省新余市新溪乡农民素有散户养鹅的传统，近年来，当
地政府积极推动稻田生态养鹅模式，集中包括贫困户在内的散户
利用稻田、水塘去饲料化规模养殖，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的有机结合，备受市场青睐。图为航拍下渝水区新溪乡后溪村稻
田鹅游弋的场景。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徐璐上海报
道 “三、二、一。”随着水箱槽门
依次打开，123 尾中华鲟、4 万尾
胭脂鱼、5000 尾松江鲈鱼从放流
槽跃入长江，踏上回家的旅途。

这是在上海市崇明区举行的
“生态优先，共享未来”2019 年长
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
动。上海市市长应勇参加。

长 江 口 是 全 球 重 要 的 生 态
敏 感 区 ，是 鱼 类“ 活 化 石 ”中 华
鲟生命周期中唯一特有的栖息
场 所 。 上 海 市 委 、市 政 府 历 来
高 度 重 视 长 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
全力推动中华鲟保护和长江口
水 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与 修 复 。
2016 年建成和投入使用的上海

市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基地一期
工 程 ，对 中 华 鲟 物 种 的 保 护 起
到 十 分 关 键 的 作 用 。 目 前 ，已
开展长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
放流 27 次。作为崇明世界级生
态 岛 建 设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基
地 二 期 项 目 已 经 正 式 开 工 建
设，预计 2021 年基本建成。

下一步，上海将继续坚持保
护优先，积极开展长江水生生物
保护宣传，加快建设长江珍稀濒
危物种人工驯养繁育和科普教育
基地，全力修复水生生物重要栖
息地和关键生态环境的功能，努
力打造濒危的长江旗舰物种的

“生命方舟”，以及珍稀水生生物
保护基地的国际标杆。

上海修复长江口生态保护珍稀水生生物

中华鲟踏上回家之旅

◆王琳琳

广州从化区塘尾村，之前有一个很少
被留意的废置农贸市场，一年前，当地用了
89 天的时间，在旧市场、旧厂房、旧村落
上，建起一座生态设计小镇，并举办了世界
生态设计大会。转眼，今年迎来了第二届，
这几天，村民遛弯，不时能遇到“蓝眼睛、黄
头发”的外国人。

西 宁 城 东 区 大 众 街 街 道 园 山 社 区 ，
居民很长时间内被脏乱差的棚户区以及
臭 气 熏 天 、垃 圾 成 堆 的 苦 水 沟 所 苦 恼 。
3 年前，机械的轰隆声在这里响起，居民
搬 迁 ，沟 渠 治 理 ，建 设 绿 地 景 观 ，臭 烘 烘
的 小 沟 渠 如 今 成 了 花 满 园 、草 遍 地 的 小
公园。

这些都如同锦绣大地生态园一般，通
过一场生态改造，化腐朽为神奇。其中的
关键，在于生态理念的确立与主导及生态
技术的引入与布局。

理念的确立与主导。算当下账，不如
算长远账。我国一些地区，无论是城市还
是乡村，尚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一举一
动皆根据眼前利益来定，吃子孙饭，断长远
路，缺乏规划意识和长远眼光。对于它们
来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走什么样的路，
谋求什么样的发展。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人的影响因素就不会破坏自然规律，无论
是规划设计，还是实际建设，就有了更科
学、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技术的引入及布局。生态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山水林田湖草，各要素之间互相联
系、互相影响。要想让各个要素都能发挥
作用并且彼此之间互相促进，需要大量资
金的投入与人力的保障，需要科学的设计
与综合的考量。一方面，要有系统合理的
布局，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创新，如同锦绣
生态园一般，以高生物科技、生态环保技术
为支持，系统合理布局各要素，生态园区小
空间的探索为更大范围、更广空间提供了
有价值的借鉴。

如今，我国很多地方的城市、乡村还
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综合治理和乡村综
合 环 境 改 造 ，其 中 ，生 态 保 护 与 建 设 是
重 要 的 路 径 。 用 好 用 实 这 个 武 器 ，就 能
让 其 像 神 笔 马 良 一 般 ，发 挥 出 令 人 惊 叹
的效果。

用好生态笔 腐朽化神奇

◆本报记者张黎

新鲜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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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锦绣大地生态园设置的土壤
和水质监测站，用以实时监测园
区环境。 本报记者张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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