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美丽中国】
星期三
2021.03.17

■责编: 陈妍凌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mlzg_zghjb@sina.com

05-08版
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讯 青海湖流域首次生
态自然资源及社会经济本底调查
工作近日完成。此次调查全面查
清了青海湖流域自然生态环境、
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主要
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情况，为
合理划定并建立青海湖国家公园
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开展青海湖
流域综合监测奠定了基础。

据悉，此次调查范围涵盖青
海湖流域近 3 万平方公里，涉及 3
州 4 县 26 个乡镇 125 个行政村和
5 个省、州、县属国有农牧场。调
查以“三调”工作标准为依据，以
遥感判读为主要手段、外业补充
调查为辅助手段，通过实地考察、
走访调查和资料收集等方式方
法，全面查清青海湖流域自然生
态环境、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主要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

情况，科学评价青海湖流域自然
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合
理划定并建立青海湖国家公园提
供理论依据，为开展青海湖流域
综合监测奠定基础。目前，已编
制完成本底调查总体报告，相关
部门和专家对调查成果给予了充
分肯定。

据介绍，青海湖景区保护利
用管理局下一步将建立地理基础
统一、资源边界清晰、资源状况明
了的本底数据库，融合行业各类
数据，实现资源数据共享，最终形
成各部门统一的自然资源本底

“一张图”，为有序推进青海湖国
家公园建设做好准备，为青海湖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的严格保
护、管理管控、高效利用奠定基
础。

夏连琪 刘红

本报讯 去 年 10 月 以 来 ，安
徽省黄山市黟县开展全县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村庄“擂台赛”，第一
期“擂台赛”排名近日公布。截至
目 前 ，全 县 累 计 清 理 生 活 垃 圾
4000 余吨，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
农业生产废弃物 79 吨，新建农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 58户。

据了解，比赛设立 100 万元
定额奖补资金，每两个月对全县
66 个行政村约 220 个自然村组开
展村庄环境整治现场测评，采取
以奖代补的形式，对每一期“擂台
赛”前 6 名的村庄分别给予 2000

元的额外管护资金奖励，对评比
后 6 名的村庄分别扣除 2000 元的
定额管护资金，并在媒体上通报，
限期整改到位。

“擂台赛”开展后，全县各乡
镇、村居迅速行动,集中宣传村庄
清洁行动，引导村民积极主动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以此激发村民
内生动力，强化乡村治理和村民
自治，不仅村容村貌、人居生活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同时也极大提
升了农村居民改善生产生活方
式、治理环境的责任意识和主人
翁意识。 毕春萍

美丽共建

青海湖流域完成自然资源本底调查

为划定国家公园提供依据

黄山黟县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擂台赛”

现场测评以奖代补激励先进

连日来，一群白天鹅在石家庄市滹沱河深泽段欢快畅游，成为
初春里一道美丽的风景。近年来，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持续推进

“净源水、洁河水、控排水、治污水”措施，严禁向滹沱河内偷排废
水，加大科技治污与生态修复力度，滹沱河再现碧波粼粼、水鸟翔
集的生态美景。 张铭贤 郭运洲供图

图片新闻

珍稀物种保护取得成效，但仍未完全
摆脱威胁

“30 年前，我们从东方大田引入 18 头鹿仔驯养。”海
南邦溪省级自然保护区坡鹿管护员符大亮坦言，坡鹿保
护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这期间就遇到了栖息地不足，人与
鹿争地的矛盾。

为此，海南林业部门、科研院校和社会组织积极推进
坡鹿生境改造与人工驯化繁育等一系列工作。如今，保
护区已有 250 余头坡鹿肆意撒欢，让“呦呦鹿鸣，食野之
苹”的和谐景象重现琼岛。

“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南坡
鹿完全摆脱了风险。”海南邦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
长王合升坦言，随着坡鹿种群的稳定发展，栖息地狭小依
旧是保护面临的最大障碍。

清晨，海南长臂猿一声悠长的鸣叫，唤醒了沉睡的雨
林。透过薄薄的晨霭，阳光下的雨林世界神秘又充满生
机。作为濒危程度最高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海南长臂猿“颜值”高，鸣叫声好听，与人也较亲近。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也遭到
严重破坏，最终导致其数量锐减。为保护这一濒危“雨林
精灵”，过去几十年间，海南省霸王岭林业局和海南霸王
岭自然保护区联合霸王岭森林公安采取了最为严格的栖
息地保护措施。多次开展清山行动，严格禁止森林偷猎
行为发生，并在长臂猿活动的周边乡镇开展多种形式的
宣传教育，严防非法捕猎行为发生，为海南长臂猿的生存
安全提供保障。

近年来，得益于政府机构、民间保护组织和周边村民
有效保护，海南长臂猿数量已经增长到 5 群 33 只，专家们
认为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在逐步增长，正一步步脱离
灭绝的境地，但与种群复壮仍有极大差距，还需联合多方
力量，加大保护力度。

海南长臂猿的种群修复为什么如此艰难？海南省林
业局局长夏斐介绍，海南长臂猿是一种树栖动物，生命全
过程都在树上完成，终生不下地，这给监测、科研、人工辅
助等保护修复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夏斐坦言，虽然
海南长臂猿数量有所恢复，但它们仍未摆脱灭绝的威胁。

对坡鹿和海南长臂猿的保护工作还将持续探索。

“植物霸主”沦为“弱势群体”，野生
群落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铁树开花，枯木发芽。”这一俗语常被人们用来形容
事情非常罕见或极难实现，但在具有热带海岛型气候的
海南岛，“铁树开花”却是一件再常见不过的事。

这里说的“铁树”当然不是铁做的树，而是一种学名
叫苏铁的原始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目前
全世界仅存约 300 种野生苏铁类植物，自然分布在我国
境内的有 20 余种，海南省内有 4 种特有种，野生苏铁已被
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原始的种子植物，它代表着一
条特殊的种子植物演化路线，对研究植物的起源和演
化、种子植物区系、古气候变迁、植物遗传多样性和亲
缘关系等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热带林业研究所试验站科研人员罗水兴介绍，海南所
拥有的苏铁植物野生群落，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自然资
源财富。

但不可否认的是，苏铁这一地球上曾经的“植物霸
主”，如今早已沦为“弱势群体”。

随着花卉业的兴起，具有观赏价值的苏铁被大量滥
采、走私、贩卖，不少地方的苏铁植物野生群落甚至从此
绝迹。

据五指山地区的部分村民回忆，早年间当地村落附
近曾分布有大面积、数米高的海南苏铁种群。但当时，不
少园林苗木商贩以不足百元的价格来收购苏铁，导致这
些生长在人类居住地附近的苏铁植物野生群落大量减
少。

除了人为干扰，苏铁的濒危与其自身的繁育机制也
不无关系。

“苏铁类植物个体寿命虽长，但从种子发芽到植株成
年‘开花’就需要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再加上雌雄异株
必须依靠媒介才能传播花粉，这本就是一种十分消耗能
量且低效的方式。”罗水兴介绍，更让人头痛的是，许多苏
铁类植物属于雌雄异熟，即当“雌花”需要授粉时，早早盛
开的“雄花”花粉活性已大大降低，到头来，只能无奈上演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悲情戏码。
“种种因素叠加，让苏铁植物野生群落的生存状况不

容乐观，拯救苏铁迫在眉睫，加强其生境管理无疑是最有
效的方式。”罗水兴表示。

建设国家公园，从规划、立法、执法等
方面加强保护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面
前，海南该如何做？

2021 年的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十四
五”期间海南将基本建成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更好地保护
海南长臂猿、坡鹿、苏铁等珍稀濒危动植物。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处负责人表示，“海南应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做好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扶贫开发和改
善民生的工作。同时推动绿色 GDP 考核制度的建立，采
用新的核算方法，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合理利
用。”

近年来，海南省政府出台了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保护
核心区划定方案、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等文件，不断建
立和完善符合海南实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建设法
律法规制度体系，让生物多样性保护走上法制化、规范化
轨道。

此外，海南还不断加大对破坏生物多样性违法活动
的打击力度和物种资源出入境的执法检查力度，开展省
级环境保护督察，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
专项行动，组织实施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
地遥感监测及问题核查整改等，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
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

“以规划为先导，加大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保护力
度。尽可能从规划源头避免项目建设占用自然保护区和
中部山区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等重要物种栖息地。”海南
省政府办公厅巡视员宋攻文说。

“海南应对生物多样性作系统评估，对长期未落实管
理机构、经费和队伍且已不具备保护价值的自然保护区
可考虑放弃；对另一些具有保护价值而尚未设立保护区
的地方要尽快设立。同时，要重点强化已有自然保护区
的能力建设，使之具备监测、评估能力，及时发现问题，制
定相应的保护计划，做到有针对性的保护。”华南师范大
学教授江海声说。

开局之年，海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将迎来新局面。

水清岸美，碧波悠悠。如今在浙江省嘉兴市的江河
湖泊旁，随处可见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的绿道，把嘉兴的
河湖妆点得更加秀美。

近年来，嘉兴不断深入推进生态绿道建设，利用滨水
或林荫空间，全力打造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空
间。

水岸同治，为生态绿道建设擦亮底色

“一河映翠绿，两岸生繁花”。春日的清晨，嘉兴海盐
县白洋河湿地公园内，三三两两散步的游客走在绿道上，
感受着水面拂来的清风。“我们都喜欢来这里走走，空气
好，风景也好。”说起这公园绿道，游客们赞不绝口。

海盐县白洋河绿道全长 7.7 公里，依托建于明代的鱼
鳞石塘，整个绿道线条流畅、水系众多、植被丰富，俨然是
市民健身锻炼、休憩游玩的网红打卡地。

然而，曾经的白洋河却是另一番景象。8 年前，几十
家紧固件企业临河而建，沿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活垃
圾和工业污染曾经造成白洋河生态系统退化，河道堵塞，
水质恶化。“别说是洗衣服、游泳，就是走过都要捂着鼻
子。”说起这条海盐的“母亲河”，家住附近的朱老伯直摇
头。

痛定思痛，一场“母亲河”拯救行动全面展开。“2007
年起，我们从南往北逐步恢复白洋河的生态。”嘉兴市生
态环境局海盐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水环境综合治理

中，海盐拆迁沿河所有污染企业，切断污染源，进行河道
清淤、沟通水系、梳理岸线，理水筑堤。

同时，依托原有地形地貌进行生态修复，海盐整合相
关水域资源，依河堤建设亲水绿道，并将亭、轩、景观桥等
具有江南特色的园林建筑、丰富的乡土树种及湿地植物
融入整个环境中，营造了饱满的绿色空间。

“做梦都没有想到，儿时的小河会变得这么美。”如
今，朱老伯每天都要到沿河湿地绿道上走走，让身心融入
这河湖绿道之美。

海盐白洋河的蝶变可谓嘉兴治水护水、建设美丽河
湖，擦亮生态绿道建设底色的生动写照。2020 年，嘉兴
市控断面Ⅲ类水占比上升到 91.8%，国控断面Ⅲ类水体
比例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到 100%，水环境质
量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碧水行动，为生态绿道建设提升成色

走进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胜丰村菱珑湾，映入眼
帘的是白墙黑瓦，庭院、水车、绿道相映成趣，枕水人家的
宜居生活尽收眼底。

菱珑湾的美丽画卷得益于当地不断创新的治水工
作。眼下，油车港镇正以生态治水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
为主导，以生态绿道推进“美丽河湖”建设为支撑，在保留
河道原有自然状态的同时，通过着力建设水体和土体、水
体和动植物相互涵养、促进生长的生态型河堤，并在水中

种植各种水生植物、投放鱼苗等，进一步提高河道自净能
力、生态功能和美学价值，构建了一个人河互动、见水亲
水的景观空间。

秀洲区菱珑湾水与绿道相得益彰只是嘉兴当前治水
与绿道建设的缩影。

南湖区凌公塘绿道、秀洲区新塍塘绿道、海宁洛塘河
生态绿道、平湖市漕兑港绿道接连建成。近年来，嘉兴持
续打响碧水提升战，依托河湖综合整治，加快绿道建设，
沿线点缀百亩花海、亲水栈道、花架廊桥，形成了岸清水
绿、人水和谐美丽风景。

如今，一条条各具特色的生态绿道渐次“绽放”，向市
民展现了“最江南”的水乡风貌。

“绿道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将其与治水相结合，最
大限度保护和利用现有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使河水、
植物、绿道相得益彰，进一步展现江南水乡特色，让百
姓在享受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见证了生态环境的蝶
变，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曹建
强说。

下一步，嘉兴将围绕河湖由“清”到“美”，持续推进
“碧水行动”。“十四五”期间，嘉兴还将建成 378 公里的市
域绿道和 325 公里的省级绿道。在全市分批实施“碧水
河道”建设，使“碧水绕村”“碧水绕镇”“碧水绕城”，显
著提高河道透明度，在实现水环境质量由类别改善向
生态健康的跃升的同时，让生态绿道释放出更多生态

“红利”。

在海南，愿常闻呦呦鹿鸣
◆本报见习记者周海燕

清 晨 ，海 南 长 臂 猿
一声悠长的鸣叫，唤醒了沉睡的

雨林。而海南省邦溪省级自然保护区
内，一群坡鹿正在草坪上肆意撒欢。作为

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省气候条件
优越，生物种类及特有类群均居全国前列，是我
国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宝库。

近年来，海南省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一
些珍稀物种得以繁衍生息，种群获得一定程度的
恢复。然而取得成绩的同时，依然面临着巨大
压力和严峻挑战。

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十年间，海
南共有 200 多个物种濒临灭绝，基因宝

库亟待更强有力的保护。

嘉兴融合治水与绿道建设,打造见水亲水空间

生态绿道绘就“最江南”风貌
◆本报通讯员蔡华晨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

“生生”不息

本报综合报道 近日，山东省
青岛胶州湾海域海星暴发，大量
取食底播牡蛎稚贝和蛤仔，受灾
面积约 10 万亩，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海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
物？为何会突然大量出现？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近日组织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山东省海洋
生物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北海监
测中心等有关专家实地查看。经
调查发现，此次暴发的海星主要
为海星纲的多棘海盘车，是我国
黄海沿岸常见的冷水性种类，最
适 生 长 温 度 15℃ ~20℃ ，适 温 上
限 25℃，在 10 月至次年 1 月进行
繁殖，成体后几乎没有天敌。海
星是贪婪的掠食性生物，有过度
捕食的习性，对分布区内底栖动
物的生物群落组成影响极大，是
一种生态敌害生物，也是海水养
殖产业的重要敌害生物。

当地渔民表示，往年这个时
候胶州湾附近海域也曾发现过海
星，但是量比较少。那么今年海
星为何大举入侵胶州湾呢？

经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海域水
质的营养盐、pH 值、水温等各种
水文因子的变化为海星的生长繁

殖提供了适宜的天然条件。海星
繁殖力强大，但成活率很低，所以
多年以来并没有造成太多危害，
但有研究表明，若海洋生态系统
发生微小变化，就会造成海星幼
体成活率提高，那么在几乎没有
天敌的情况下，海星将极易大量
增加，从深海移动至浅海，致使海
星在贝类养殖区迅速蔓延、暴发。

二是海星的摄食习性。海星
具有向食物富集区聚集的习性，
主要捕食双壳贝类、海胆、牡蛎和
海葵等。胶州湾作为贝类养殖区
域，其底播的牡蛎、蛤仔等为海星
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为海星的大
量繁殖提供了环境基础。

三是天敌生物数量减少。由
于受气候等多因素影响，近海捕
食海星卵及幼虫的鱼类数量锐
减，为海星的增长提供了可能。

解决海星增多问题，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科学捕捞。目
前，青岛市允许渔民在特定海域
以指定方式采捕海星。下一步，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将对养殖区及
外围海星生物量进行持续监测，
对其影响进行科学评估，研究推
广海星处置可行性措施，并建立
海星灾害科学处置长效机制。

胶州湾海星入侵原因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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