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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胡秀芳

今年 6 月主汛期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区域平
均降水量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次多。长江流域
和太湖流域 7 月降水量均达到历史同期最多。在这
种情况下，今年长江中下游的洪水仍整体小于 1998
年。这其中有哪些关键原因？除工程措施外，洪灾
管理有哪些自然解决方案？近日，我们就相关问题
采访了雷光春教授。

中国环境报：在降水量、洪水最高水位均突破历
史纪录的情况下，今年长江流域的洪水情况和洪灾
情况整体小于 1998 年，您认为有哪些主要原因？

雷光春：洪水的发生和降水密切相关。我国的
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存
在集中降水过程，有旱季和湿季之分。在历史的不
同阶段，洪水发生的频次是不均匀的。我们前期的研
究表明，长江流域有一个主周期为6年、次周期为20年
的干湿交替。湿周期时，隔三差五就可能有较大洪灾，
如 1995、1996、1998、2000 年等都有洪水灾害。

1998 年和今年的洪水发生过程、发生情形和洪
水量都非常类似，但好在今年尽管水量大、降水时间
也长，但成灾面积、区域和受影响人口，都比不上
1998 年。这里面有几个关键性的因素。其中最重
要的是，中央在 1998 年之后制定的防洪治水“32 字
方针”。这个方针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完全吻合，方针强调的一系列措施体现
了流域综合管理的理念。

在随后的 2004 年左右，原国家林业局又启动了
全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当时涉及金额达 200 亿元，
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湿地保护修
复的面积得到扩大，保护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各种类
型的保护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相继建立。尤其
是在洞庭湖、鄱阳湖、长江中下游等一些典型区域，
湿地修复的过程中，对洪灾风险比较大的区域事先
退田还湖，增加了洪水调蓄能力。

所以说，这其中既有洪灾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有
调蓄能力的提升。

中国环境报：具体来说，湿地等自然系统是如何
调蓄洪水的？

雷光春：湿地吸纳洪水的过程，
可以形象比喻为一个海绵，其海绵效
应 在 河 流 生 态 系 统 的 上 游 更 加 明
显。在降水的时候，把水吸纳到泥滩
里，像松软的海绵；一旦水位下降，尤
其干旱过程中，吸纳在沼泽、泥炭湿
地 的 水 再 慢 慢 释 放 出 来 。 一 些 沼
泽、泥炭湿地吸纳水的能力可以达到
其面积的 9-10倍以上。

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洪泛湿地同
样也具有这样的功能。没有发生洪
水的时候，那里是洪泛湿地、沼泽等，
河流水域不会覆盖到洪泛湿地；但一
旦涨水，河水扩展到洪泛湿地，或倒
灌到湖泊湿地。

尽管我们看到，洪水一般都发生
在较大的湖泊，比如今年鄱阳湖就发
生了洪水，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
分析，鄱阳湖的作用是确保洪水能留
在这个地方，从而减少其他区域的洪
灾风险。如果没有这些湿地，没有洞
庭湖、鄱阳湖、洪泽湖、太湖，洪水是
根本没有地方去的。鄱阳湖并不是
每年都有江水倒灌的现象，正常情况
下，江西省内的河流水先进入鄱阳
湖，然后直接进长江。如果没有鄱阳
湖作为缓冲吸纳，上游的水直接往下
游去，会直接威胁到安徽甚至江苏一
带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关于洞庭湖，大家都知道《岳
阳楼记》里有“吞长江”的说法，形象
地描述了其在长江中游吸纳洪水的
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保护好一个健康
的、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在洪灾风
险 高 的 年 份 会 起 到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此外，把湿地修复好了，尤其是
滨海湿地修复好了，对风暴潮也会有
明显的减缓作用。

中国环境报：洪灾管理的自然解
决方案是怎样的？

雷光春：对于今年的洪水，除长
江上游尤其是三峡大坝的调度起到了
重要作用外，我们看到洞庭湖、鄱阳湖、
洪泽湖等大型淡水湖泊的洪水消纳作
用非常大，一些小型湖泊也有贡献。前
不久我到武汉，看到那里的沉湖（江汉
平原的一片国际重要湿地），就起到了
很重要的洪水调蓄作用。

那么洪灾管理，是不是保护好湿
地生态系统就足够了？当然不够。
因为洪水形成的过程中，还可能存在
上游水土流失的问题，还涉及到森林
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我们需要
构建一个健康的流域生态系统，把集
中降水过程时的洪峰削减，把水调蓄
在湿地、森林、水库里，最后到湖泊，
从 而 形 成 生 态 系 统 的 整 体 解 决 方
案。我们希望在应对洪灾管理的决
策制定过程中，不要仅仅关注工程措
施。防洪排涝等必要的基础设施当
然也很重要，但很多时候，一个健康
的生态系统会把整个洪灾形成的过
程削减，使其变得不那么猛烈。把洪
峰形成过程拉长、高度降低，洪灾产
生的风险就会变小，甚至可以完全在
我们的掌控之中。

对于河流生态系统来说，每一条
河都是有生命的，有上中下游、支流、
湖泊，有洪泛湿地……每一个组成部
分都不可分割。我们在河流管理尤
其洪灾管理的过程中，切断河流和长
江的联系，围垦洪泛湿地，都好比是在
肢解河流的生命。对于河流生态系统
的保护修复、对于洪水应对和洪灾管
理，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呵护”，即呵
护河流的生命、呵护“生命之河”。

雷 光 春 ，北
京林业大学生态
与自然保护学院
教 授 ，长 期 从 事
自 然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尤
其是湿地生物多
样性保护研究。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
总体布局，我非常兴奋。党
中央的决策极大地提高了
环境保护的地位和作用，这
正是环保部门同志们多年
盼望的好形势。

党的十九大更是把美
丽中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 代 化 强 国 的 重 要 目 标 。
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目标从“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丰富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凸
显了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
性，使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新
时代的特征更为突出。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修改
宪法时，把生态文明写入了
宪法，同时还决定组建生态
环境部，既通过宪法把生态
文明上升为国家意志，又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组织
保障。与此同时，中央还派
出督察组，对各地的环保工
作进行督察，督察的做法和
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并富
有成效。

这些事一次次给我带
来惊喜，一次次让我感到振
奋，一次次使我受到鼓舞，
我清楚地看到我国不仅找
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
保护道路，而且有效地将环
境保护与经济、社会、文化
发 展 融 为 一 体 ，与 物 质 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
会文明有机结合，我由衷地
高兴、自豪。

从传统以污染治理为
主体的环保，变为以生态文
明建设为主体的环保，这是
我国环境保护的一次革命性
的变化，无论怎样评价这个
变化的意义都不为过。我目
前关注的就是怎样实现这个
转变，怎样做好这个转变。

九十感怀
曲格平

我曾说，我们这一代环
保人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
弗斯。确实，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我们在很艰难地推
进环保工作。

我国的环保与发达国
家 具 有 明 显 不 同 的 特 点 。
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过程
中 忽 视 环 保 ，先 造 成 了 污
染，受到惩罚，后来才不得
不进行治理，付出了高昂代
价。我们幸运的是周恩来
总理高瞻远瞩，一再指出我
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接
受发达国家经验教训，在环
境问题还不太严重的情况
下，就开始抓环境保护，避
免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但是，人们
缺乏发达国家遭受污染的
体 验 ，特 别 是 当 时 正 处 于

“文革”一片混乱之中，很难
接受环保。有人认为环境
污染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
会主义中国不存在污染；有
人认为经济建设最重要，最
当紧的还是把经济搞上去；
也 有 人 认 为“ 先 污 染 后 治
理”是规律，中国也不会例
外。由于周总理排除这些
干扰，坚持推进环境保护工
作的开展，建立起环境保护
管理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人们
将它简称为“国环办”，我任
当时的办公室副主任。虽
然这是带有临时性的机构，
但因是周总理亲自抓，而且
有国务院的这块大牌子，还
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我
国环保的启蒙、宣传、号召、

组织、推动，都发挥了很好
的作用。只是限于历史条
件 ，那 时 环 保 部 门 的 声 音
小、力量弱，虽然竭尽全力
地大声疾呼加强环保，我们
还是没能避免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走了边制造污染
边治理污染、边破坏边修复
的路子，在治理污染和修复
生态中提高对环保的认识，
以致环保部门在很长时间
里工作很被动。因此，我才
有西西弗斯反反复复向坡
上推石头的感慨。实际上，
我们推的不是那个冰冷的
体积不变的巨石，我们所推
的环保是有生命的，而且它
的体积越推越大，即使是在
我们有挫败感的时候，环保
也不是从原点上重新推起那
块巨石，而是由新的起点推
向新的阶段。有个省会城市
环保局局长深有体会地说：

“环保是个神奇的领域，总在
不断变化，不断自我革新，
虽然干得很艰难，但是很有
魅力，总是在慢慢推进。”

西西弗斯受到神祇的
惩罚，不得不“从事徒劳无
功和毫无希望的工作”。但
是它揭示了更崇高的真诚，
这真诚举起了巨石而否定了
神祇。“它把神祇赶出了这个
世界。它使命运成为人的事
务，必须由人自己来解决。”
从这一点看，我国古代神话
中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女
蜗补天、后羿射日等，所表达
的那种大无畏的气概和艰
苦奋斗的精神，更能反映我
国环保人的精神风貌。

中国环保人的品质与愚公移山一样坚韧

编者按

曲格平先生是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全国人大成立
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后第一任主任委员，第一位常驻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他将联合国环境大奖的奖金捐出，
成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90 高龄的曲格平先生有感于
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发展迎来了大好机遇，特撰此文，以抒情
怀。今日刊发，以飨读者。

从 1979 年 颁 布 第 一 部《环
保法》到现在的四十年历程，首
先看看环保那时在干什么，现在
在干什么？那时我们是在摸索
中探路，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
三大政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
和 八 项 制 度（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制
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
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
可证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污
染集中控制制度），使得环境保护
特别是环境管理工作有章可循。
环保在全国有了很大发展。现在
我们要把环境保护推向以生态文
明建设为主体的更为广阔的领域，
并且有着我们党和强有力的领袖
对生态文明建设指出的方向，使我
们充满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
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其次再看看是哪些人干环
保？1980 年前后，各地纷纷成立
环保局，那时基本都是对环保一
无所知的人干环保，能调入一些
学化学或者搞化工的人，就当作

技术宝贝了。看看现在的环保
队伍，环保专业人才已经极为普
通，硕士和博士也不稀少，整个
队伍的专业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第三看到社会上对环保是
怎么认识的？上世纪的八九十
年代，是普及环保知识的重要时
期。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分不
清环保和环卫，以为环保也是扫
马路那回事。对环保的专业了
解得更为有限，像 TSP（总悬浮
颗粒物）这个名词，即使是干环
保的人也只是少数技术人员知
道它是什么，可是现在几乎全社
会的人都知道了 PM2.5（细颗粒
物），知道了雾霾天气要戴口罩。

1987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
会在太原召开全国大气污染防治
会议时，那里的污染很严重。环保
局有个同志告诉我，他骑车子上班
到局里，在路上走半个多小时，不
戴眼镜，灰尘总在迷眼。戴上眼
镜，眼睛边上就是两个大黑圈，好
像两只熊猫眼，深色的裤子上能清
清楚楚地写出字。那时，兰州的同
志们也有一个顺口溜形容当地的

环境质量：“太阳和月亮一个样，白
天和黑夜一个样，鼻孔和烟筒一个
样。”这样的污染程度，现在的人
们是很难理解的。

现在的环境质量虽然还有
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
全国各地环境质量确实是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今的
太原，即使是穿了三五天的衬衣
领子，也没有那时穿一个小时那
么脏。这个成就真让我这样的
老环保人，感到欣慰。

按照十九大的部署，到 2020
年 我 们 要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
在这个决胜期，要打好气、水、土
为主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方面是要保
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并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生 态 环 境 根 本 好
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打好
基础；另一方面，有了生态环境
的根本好转，我们才能进一步经
过十五年的奋斗，到 2050 年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污染防治攻坚战劲头不能减

第一，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工作不
仅仅是生态环境部的工作，而且
是关系我国怎样发展的道路问
题，也是关系全国人民生活质量
的切身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
提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最
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学习和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是确保党和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的强大思
想武器、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生
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和历史性
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
执政方式已经进入新的理论和实
践境界。千万不要再把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只当作
一个部门的一项工作。

第二，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
体系。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
同努力的巨型系统工程。它包
括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
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
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
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生态文明
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
导实践的具体成果，是对生态文
明 建 设 战 略 任 务 的 具 体 部 署 。
五大体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
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 设 的 全 局 性 、根 本 性 对 策 体
系。生态文化体系是基础，生态
经济体系是关键，目标责任体系
是抓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保
障，生态安全体系是底线。

二十多年前，《中国二十一
世纪议程》提出环境是“自然资
本”来源的概念。一般认为，环
境是自然资源。当我们开发自
然资源包括它的各个要素的时
候，是否想到了自然资源也是很
重要的自然资产。这样就出现
了三个概念，自然资源、自然资
产和自然资本，只有搞清楚了它

们的关系以及转化的条件，才有
可能实现生态的产业化。现在
有关气、水、土的治理，如果能用
资源、资产、资本的概念加以认
识，就可以提高对“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解，大大深化
生态环境工作的力度。

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构建生态经济体系。大家知道，
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于经济发展
中，与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著
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就提出要处
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
的关系，倡导研究生态经济学。
我参加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
成立大会，还担任了副理事长。
从那时到现在，我国的生态经济
学和生态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
我们应该很好利用丰富的研究
成果和实践经验，认真总结我国
生态经济的实践。同时要高度
重视“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
化”，有效地推进生态要素向生
产要素、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的
转变，更多更好地把发展经济的
基础转到生态资源和生态系统
优势上，同时要高度重视产业的
生态化，使我们现有的产业通过
生态化转型实现绿色发展，推动
产业耦合，延长产业链，提高产
业效率，真正把经济的转型发展
转到发展生态经济上来，很好地
构建各地和全国的生态经济体
系，使之成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
的坚强物质基础和丰硕成果。

第 四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
总书记以全球视野、全球眼光、
人类胸怀，积极推动治国理政更
高 视 野 、更 广 时 空 的 全 球 性 理
念。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
又发出了中国要作“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
引领者”的号召。

自从 1972 年参加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以来，我多次参加了
各类国际会议，深深感受到环境
保 护 奉 行 的“ 我 们 只 有 一 个 地

球”理念，以及为保护地球环境
而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最具全球
视野的事业，并且在工作中一直
推动我国与国际的合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辟
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
想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新
内涵。为人类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这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确立了
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实践论
和方法论，也是把全人类共同拥
有的生态系统，打造成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我国作
为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直接影响
发达国家在全球生存环境和生
态资本再分配方面的角逐，生态
环境越来越成为与政治、经济、
民生工程和国际治理、全球博弈
的综合性问题。因此，我们既要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国
际行动，又要切实推动国内的绿色
发展、绿色增长，还要通过“一带一
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应有的
贡献，同时牢牢掌握新的国际话语
权，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第五，全社会都要承担生态
文明建设的任务。如果说污染
治理和生态修复，与每个公民还
有一定距离的话，那么，体现更
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活的生
态文明建设，就与每个公民的福
祉息息相关。所有的人都要用
生态意识促进自己思想观念的
深刻转变，提高自己的生态素养
和行为规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
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从农业文明、工业文
明之中走出来，向着生态文明这
种新的文明形态前进，增加自己
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程度，最切
实的行动就是从身边做起，做好
节水、节电、节能，不乱扔垃圾，举
报污染行为等。2018年12月4日，
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宣布启动
全球反塑料污染行动。我们每个
人都要参与到联合国的这个行动
中，把反塑料污染这件事做好。

生态环保工作的几点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