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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新疆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让村民安居更乐业

家园美了，日子过得攒劲得很
◆本报通讯员陈奕皓

布尔津县窝依莫克镇也拉曼新村 3 号牧家乐主人古
丽加依娜·哈得勒别克在自家门前，迎来了欢声笑语的客
人。她热情地招呼大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从原来的游牧生活，到现在住上了牧民安居房发展乡
村旅游，近年来，新疆通过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村民的
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生活环境变好，收入也增
加了。

环境治理有突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吉格代力克村，从前又脏又乱的
水渠，如今已是河水清澈，绿树环绕。

近年来，新疆各地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为突破口，不
仅从政策上帮扶，还不断完善环境治理设施，动员村民广
泛参与清洁行动，着力提升乡村的颜值和气质，让各地乡
村描绘出美丽新画卷。

“太方便了，现在家门口就有垃圾箱，爱护环境更容易
做到。”哈密市伊州区五堡镇博斯坦村村民艾赛提·买买提
介绍道。据了解，在设施保障上，五堡镇新添置了 100 多
个大中小型的垃圾箱，还有垃圾压缩车等清运设备，为垃
圾处理提供有力保障。

一条条河流变得清澈，一条条道路变得整洁，荒滩变
成了杏树林，臭水沟变成了景观带，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发
生了大变样。在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村里的基础设施渐
渐完善，不仅方便了村民生活，还为持续的环境治理打好
基础。

环境整洁需要村民的共同维护，在行动上，驻村干部
主动当起村里的清洁工，带领村民开展清洁行动。村民达
吾提·阿伍提开心地说：“驻村干部这样出力帮助我们，我
们自己也不能落后。”在持续的活动开展中，村民的环境意
识得到显著提升，爱护环境卫生变成了行动自觉。

4 月以来，哈密市伊州区的村干部，带领村民和志愿者
开展了一场场清沟排淤、清扫垃圾的环境清洁行动。如
今，全区村庄清洁行动普及率达 100%，9180 个行政村村容
村貌得到明显改善。

除了干净整洁，新疆的村庄也渐渐美了起来。在鄯善
县辟展镇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人们栽花、种

树、浇水，美丽庭院创建在全镇上下深
入人心。“亲手栽树种花，把村子装扮
得更美，我心里很有成就感。这两年，
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住着舒服，
还能吸引更多游客。环境美了我们的
日子会更好。”鄯善县辟展镇村民买买
提·买合木提笑着说。

今年，辟展镇各级干部积极捐款、
捐花种，共捐款 1 万余元，用于提升改
善乡村环境面貌。目前，辟展镇共栽
种杏树、梨树、杨树等 9 种树木 3 万余
棵，播种花种 170余公斤。

对于整个新疆而言，改善生态环
境的植树造林计划更加清晰明确。今
年，新疆计划将完成造林 200 万亩，沙
化土地治理 300 万亩以上。目前，已有
39 万余人参加义务植树，植树近 400 万
株。绿色新疆的面貌逐渐显现。

美丽庭院深入人心，乡村旅游火起来

又到“结亲周”，乌什县阿克托海乡吉格代力克村村民
阿力木江·艾海提一大早就开始打扫庭院，忙活了起来，准
备迎接来自乌鲁木齐的“亲戚”。

“当时他家住的是土坯房，厨房简陋，物品杂乱地堆放
在院子里。由于棚圈离住房较近，一进院子就能闻到牛羊
粪便的气味，天热时蚊蝇到处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干部张晓琳说起第一次到“亲戚”阿力木江·艾海提
家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如今，在村“两委”等带领下，村
民人人参与美丽庭院建设，家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在政府的帮扶下，整洁美丽的乡村庭院在新疆随处可
见，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开春以来，古丽加
依娜·哈得勒别克就在家中忙着修剪果树，打扫庭院，她计
划在院内种上各色鲜花，安置休闲木椅，让客人欣赏到最
美的田园风光。

“环境好了，来村里休闲旅游的客人越来越多。民宿
产业、乡村旅游等发展起来，大家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古丽加依娜幸福地说。
环境变美后，人们的幸福获得感也渐渐增强。
今年“五一”假期，温泉县吸引了大批游客。十年前的

扎勒木特乡博格达尔村还是自治区级贫困村，村民收入就
靠放牧，人均纯收入不到 3000 元。如今这里变成了温泉
县的生态旅游示范村。旅游、养殖、种植“三驾马车”齐头
并进，村民收入快速增长，在 2018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就达
到 10103 元。

“别看现在日子过得很滋润，以前一到春耕，就要为种
子化肥发愁！”贫困户澳卡比·澳塔了甫回忆说，在过去，一
年的收入不到 1万元，而去年一年则超过 5.6万元。

这个转折源自于温泉县因地制宜大念“山水经”。自
从 2014 年，连接外部世界的道路变宽后，好山好水就开始
显露旅游价值。在各级政府的带领下，博格达尔村以生态
资源优势为突破口抓发展。

2016 年，村里实施了“旅游特色村寨”工程，澳卡比·澳
塔了甫免费得到一个蒙古包，开始经营牧家乐。“目前，全
村有 8 个贫困家庭经营牧家乐，全部脱贫了，日子都过得
攒劲得很。”澳卡比·澳塔了甫说，“以前觉得过得去就行，
现在决心要活出个模样！”

加强巡查鼓励举报 联名执法

上海金山将全区禁猎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
者 丁波上海报道 日前，上海
市将金山区划定为野生动物禁
猎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
金山区非法猎捕野生动物。

近年来，金山区频现非法
捕猎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区内
每 年 拆 除 非 法 猎 捕 网 具 达
1000 多张。

记者从金山区人民政府了
解到，各级部门将开展宣传活
动，志愿者也将加大巡查力度，
查 找 拆 除 违 法 捕 猎 器 具 。 同
时，金山区检察院设立专门奖
金鼓励公众举报违法捕杀野生
动 物 等 方 面 的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线索。

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小分
队近日对各村镇林地展开了巡
查，对区域内野生动物禁猎区
巡 视 监 测 点 进 行“ 回 头 看 ”。

“自划定为禁猎区以来，捕鸟
捕猎器具明显减少。”野羽环
境 保 育 志 愿 者 小 队 负 责 人 介
绍道。

目前，金山区已经制定禁
猎区工作实施方案，下一步，还
将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严厉
打击各类非法猎捕、运输、贩
卖 、经 营 野 生 动 物 的 违 法 行
为。优化全区生态功能、空间
布局，保护好野生动物资源，进
一步以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全
力修复好、保护好生态环境。

美丽共建

图为和田地区墨玉县喀尔
赛镇派海孜墩村一角。

陈奕皓摄

本报记者王双瑾 西安市
首条复合型生态智慧休闲绿道
走廊近日正式亮相，这条“沣恵
绿道”给市民带来了全新体验。

记者了解到，为充分发挥
沣 惠 渠 水 系 和 绿 地 的 生 态 资
源，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打造最
美城区，西安市高新区于 2018
年正式启动“沣惠绿道”建设
工程。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 12 亿
元，依托“关中八惠”之一的沣
惠渠而建，全长 28 公里，串联
了仪祉湖、洨河生态公园、国际
风情水街、鱼化商业水街等多
个景观节点，融合了休息区、设
施带、人行道、自行车道、绿化
带等多个功能带，是一条集“生
态体验、市民休闲、运动娱乐”

等功能为一体的复合型生态智
慧休闲绿道走廊。

据介绍，“沣惠绿道”作为
交通廊道，串联了鱼化片区、细
柳 片 区 、兴 隆 片 区 等 流 域 片
区。“途经区域既有城市建成区
又有农村地区，能使各片区之
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西安市高
新区自然资源局负责人杨东介
绍道，“绿色廊道在打造‘城市绿
肺’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的颜值，
同时，还成为风情廊道和文化廊
道，在丰富民众精神生活的同
时，提升了城市的内涵和品质。

此外，作为发展廊道，“沣
惠绿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
基础设施，带动区域价值整体
提升，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
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丰富内涵品质提升城市颜值

西安首条智慧休闲绿道亮相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宁夏
回 族 自 治 区 自 然 资 源 厅 了 解
到，今年宁夏将聚焦六盘山、贺
兰山、罗山和黄河“三山一河”
谋 划 实 施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治 理
项目。

据介绍，今年宁夏将加快
编制全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总
体规划，聚焦六盘山、贺兰山、
罗山和黄河流域这 4 个重点区
域，分别制定生态保护修复实
施方案，深度谋划一批重大生
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并制定
逐年实施路线图，推进项目落
地实施。

目前，宁夏已谋划建设“五

个百万亩”生态建设修复治理
项目，具体内容包括建设生态
防护林 100 万亩、建设经济林
100 万亩、新建和修复湿地 100
万亩、治理退化草原 100 万亩、
开展露天矿山治理和国土综合
整治 100万亩。

近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已采取多项措施，对续建项目
抓进度，对新建项目抓开工，目
前宁夏贺兰山东麓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等 5 个续
建项目和黄河流域宁夏中卫、
灵武段历史遗留矿山修复等 9
个新建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

靳赫于瑶

聚焦“三山一河”，编制总体规划

宁夏将开启生态保护修复

江苏省连云港生物多样性调查队日前在田野调查时发现了有“鸟中大熊猫”美
名的震旦鸦雀。近年来，连云港市加强城市湿地保护和恢复工作，生态系统正在逐
渐完善，越来越多的鸟儿愿意来此停歇、繁衍。 韩东良 王从帅

歌声流过草原上的河
◆丁凤然

“锡林河啊锡林河，
日夜不停在草原上流过。”
生活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人，最耳熟

能详的，就是这首《锡林河》。
锡林郭勒，蒙古语意为流经丘陵的河，

在源头赤峰克什克腾旗，锡林河汇聚了敖
伦、托里等 12 座湖泊的水流，从大片平缓的
丘陵中穿过，由东向西静静流淌，经过库尼
苏曼后折而向北，在好来图河、哈拉他河、桑
根宝力格河等季节性河流的汇流下，河水将
河谷冲刷成河间盆地，也漫浸出一片片沼
泽，之后河道逐渐变窄，蜿蜒流过锡林浩特
市郊，最终消失在草原深处。

清朝年间，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
尔、浩济特、乌珠穆沁五部蒙古王公会盟于
锡林河北岸的楚古拉干敖包山上，这便是锡
林郭勒盟的由来。后世到此聚居的人们，不
论蒙满回汉，都将锡林河视为母亲河。

我出生的小城锡林浩特，蒙古语中是
“水草边的聚居地”之意。小时候，外婆家住
在近郊的草场上，到那里要穿过一片稀疏的
防风林，走过好长一段围墙，再经过一大片
沙丘。站在沙丘顶上，一眼就能望见外婆家
那几间黑白相间的老屋。半里地外的草甸
上，锡林河缓缓淌过，水流叮咚，呼唤着童年
的我。

草原干旱少水，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牧
民认为水是纯洁的神灵，忌讳在河流中洗手
或沐浴。不过，我们这些小旱鸭子一到了河
边，就顾不上讲究这些。

夏天是亲近一条河最好的季节，而捉鱼
则是我们这些住在河边的孩子最喜欢的活
动 。 工 具 是 家 家 户 户 都 有 的 ，冬 天 筛 煤
用 的 铁 丝 筛 子 。 只 要 在 岸 边 找 个 泥 巴
窝 ，把 筛 子 使 劲 往 河 泥 里 一 插 ，从 水 底 一
路 刮 上 去 ，临 近 水 面 的 时 候 抖 一 抖 ，等 筛
网 里 的 河 泥 涮 干 净 ，就 剩 下 一 大 团 泥
鳅 。 偶 尔 也 会 蹦 出 几 条 银 色 的 华 子 鱼 ，

“金板儿”就更稀罕了，谁要是运气好逮到

一条，可有得炫耀了。
草原上的夏天金贵得很，能下河捉鱼的

月份也就七八两个月。儿时的我一直以为，
锡林河是像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歌里那
样波涛奔涌、水流湍急的大江大河，却不知
竟是我打发了许多童年时光的这条小河。

有人说，草原上曾经有过河流纵横流
淌、湖泊星罗棋布的时候，所以才会有这许
多以淖尔、郭勒命名的地方，可那些河流湖
泊都去哪儿了？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答案。锡林河流经
的近郊，早已变成 了 城 市 的 一 部 分 ，而 在
那 之 前 ，小 河 就 已 经 消 失 了 ，也 许 是 转 为
了 地 下 暗 河 ，也 许 是 改 变 了 河 道 ，我 没 有
深 究 ，毕 竟 对 草 原 上 的 河 流 来 说 ，这 再 正
常不过了。

到我上学的那些年里，草原经历了畜牧
业的迅猛发展，过度放牧使植被和水土遭到
毁灭性的破坏，再加上干旱少雨、水库截流，
层层夹击之下，更多的小河“躲”进了地下。

河水在地下无声流淌，文明在其上缓慢
成长，随着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觉
醒，围封禁牧、还林还草等措施和政策的施
行，不堪重负的草原终于有了喘息之机。大
学毕业回到家乡，我惊喜地发现小城里多了
一座桥，连接着城市的新旧城区，桥下流淌
着久违的锡林河水，河道的尽头是一座人工
湖，湖畔的芨芨草丛随风摇摆，耳边又传来
百灵鸟熟悉的鸣啭。

千百年来，每到枯水期就消失于草原腹
地 、不 知 归 去 何 处 的 锡 林 河 ，终 于 又 有 了
归宿。

我来到坐落在白音锡勒牧场以北，总面
积 六 千 五 百 多 公 顷 的 锡 林 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蓝天下，锡林河铺展开她宽阔的水面，
荡漾着波光，尽情展示美丽的身姿。

狭窄处的河面上，简朴的栈道连接着保
留了原始风貌的河岸各处，人们在其中流
连 徜 徉 ，对 着 久 已 不 见 的“ 锡 林 九 曲 ”美
景 啧 啧 称 赞 ，仿 佛 传 说 中 孛 儿 帖 兀 真 佚
失 的 丝 巾 ，又 一 次 飘 落 在 这 片 草 原 。 我
能 感 觉 到 ，原 野 上 的 风 吹 在 脸 上 ，依 然 像
记 忆 中 一 样 劲 烈 ，只 不 过 这 一 次 ，风 中 裹
挟 的 不 再 是 黄 沙 尘 土 ，而 是 草 叶 和 花 朵
的 芬 芳 馥 郁 ，激活了我身上所有关于草原
与河的记忆。

马头琴琴声悠扬，仿佛诉说着千百年
来，饮马河畔的祖先们，对这片草原的深深
依恋。记忆中的歌声又一次响起，我终于能
把眼前的锡林河，与歌中描绘的美景联系在
一起。

我已经等不及要听她奏响新乐章了。

从荒芜滩涂到“候鸟之家”
——浙江玉环漩门湾湿地蝶变

◆新华社记者王俊禄

登上浙江省玉环市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
观景台远眺，碧波荡漾的海湾、满目葱茏的植
被、振翅飞翔的水鸟尽收眼底。“感觉来到了

‘海上花园’。”杭州游客陈先生说。
各色野花争奇斗艳，绿树新芽迎风摇曳，

一群白鹭直上青天……走进漩门湾国家湿地
公园，到处充满生机。

这里曾经是荒芜滩涂。“几十年来，人们
用双手改变了生存环境。”玉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主任舒欢说。

玉环岛面积 186 平方公里，曾隔着漩门海
峡孤悬于浙东海域。当地民谣唱道：“漩门
湾，鬼门关，眼望漩涡泪斑斑。”

早在 1977 年，漩门两岸堵坝合龙，漩门湾
历经“沧海桑田”之变；2001 年，一条海上堤坝
成为海与湖的分界线，湿地轮廓初显；2011
年，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获批成立，湿地保护

与利用双赢的探索加速开启。
早年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沿海沿湖产

业转型，是还原湿地生态本色的关键。近些
年，依托“千万工程”“五水共治”及清洁家园
等行动载体，辖区 102 家企业被挂号整改，生
产污水实现“零直排”。

1.2 万只养殖网箱全部清理，鱼苗投放玉
环湖，“以鱼治水”解决水体富营养化……如
今，湿地公园及周边水质达到Ⅲ类标准。

“我们积极推进退渔还湖、退塘还湿、疏
浚清淤、水岸修复等措施，让湿地成为动植物
的天堂。”舒欢说。

这阵子，湿地公园管理处办公室主任赵
洪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在准备新的‘接待方
案’，‘客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

作 为 候 鸟 迁 徙 东 亚 — 澳 大 利 西 亚 路 线
的中转站，每年有数万只候鸟停歇漩门湾。
2017 年，玉环在核心保护区内启动“水鸟栖
息地改造”工程，通过鸟类生活环境营造、栖
息地生态放流、隐蔽廊道建设等，提升鸟类

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质量。
“新项目计划 5 月底开工，将为鸟类栖息

提供更好的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赵洪说。
适宜的生态引来不少新“访客”。湿地观

测到的鸟类，从 2011 年的 125 种增加到今年
的 186种，其中省级以上重点保护鸟类 31种。

“像东方白鹳、黑脸琵鹭、卷羽鹈鹕等‘稀
客’越来越多，有的停留时间达 6 个月。”湿地
公园科普宣教科副科长陈严雪说。

海岛原生态变成旅游资源，本地居民感
触最多。“我从小在漩门湾一带长大，亲眼见
证了这里的变迁。现在游客多了，有时一天
要开 12 趟游船，忙得高兴！”68 岁的观光船驾
驶员老陈说，每天载着一船欢笑，让他觉得很
幸福。

绿色发展的红利正不断放大。2018 年至
今，漩门湾游客量超 13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近 2500 万元。与湿地公园一湖之隔的玉环
新城，依靠环境这张“金名片”，吸引越来越多
的人来此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