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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蓝天白云、艳阳高照，乌鲁木齐南山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滑雪场的雪道
上熙熙攘攘，来自各地的滑雪爱好者急速飞驰，尽享畅滑乐趣。这里正向国内
外游客亮出一张“骄阳看雪乌鲁木齐”的崭新名片。

冰天雪地是巨大的生态资源宝库。近年来，拥有丰富冰雪资源的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认真落实“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和“旅游兴疆”战略，
围绕打造大南山国际旅游区，以推进冰雪旅游产业发展为抓手，大力推进全域旅
游，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跨江大桥跨江大桥
不设桥墩为哪般不设桥墩为哪般？？

重庆为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生态重庆为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生态““留白留白””

◆本报见习记者余常海通讯员王艳

冰雪旅游热冰雪旅游热，，村民生活忙村民生活忙
乌鲁木齐推动生态资源与富民产业相结合乌鲁木齐推动生态资源与富民产业相结合，，发展冰雪经济发展冰雪经济

◆杨涛利 郭军鸽军鸽 李凯李凯

美丽共建

“冷资源”变成“热产业”

“滑雪的人真多，上魔毯都排队。”
网友“若有所思 CS”在社交平台上分
享着自己的见闻，“在北京冬奥会带动
下，今年来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的游
客明显多了不少。”

原来，乌鲁木齐南山滑雪场距离
市区仅几十公里，而且雪质非常好，尤
其是冬季艳阳高照，温度和雪质都很
适合滑雪。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在乌鲁
木齐，冰雪观光、冰雪运动、冰雪体验
等冰雪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冰雪旅游渐成消费热点。据统计，1 月
31 日—2 月 6 日，乌鲁木齐市累计接待
国 内 游 客 171.6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5.1%；实现旅游收入 14.08 亿元，同比
增长 16.44%，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
序，迎来“开门红”。

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乌鲁
木齐深入推动冰雪旅游，打造冰雪旅
游名城，已逐步成为全国冬季旅游的
热点城市之一。目前，乌鲁木齐连续 5
年获得“中国十佳冰雪旅游城市”称
号，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冰雪风情节也
跻身“全国十佳冰雪旅游节事活动”。

作为乌鲁木齐旅游资源最集中的
区域，大南山国际旅游区更是高位推
动，以推进冰雪旅游产业发展为主要
抓手，大力发展四季游，努力做好旅游
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乌鲁木
齐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书

记廖文钰说，下一步计划把南山旅游
产业基地打造成中国一流的专业冰雪
运动基地，实现乌鲁木齐冰雪旅游向
冰雪综合旅游目的地转变，促进冰雪
旅游全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引领全疆
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高山雪
道、7 号观光缆车的投入使用，周边水
西沟冰雪运动特色小镇、闲来小镇人
流攀升，新疆冰上运动中心成为网红
打卡点，夏季《昆仑之约》实景剧的持
续演出，大南山国际旅游区不断提档
升级，游客可玩、可看、可体验的项目
越来越多。

村民们因“雪”而忙碌起来

周日，水西沟镇方家庄村 61 号农
家乐坐满了游客。

“以前客流高峰主要在中午，现在
全天都有客人。”61 号农家乐负责人马
超说，北京冬奥会开幕后，游客到南山
滑雪、采摘、徒步的热情越来越高，来
农家乐吃饭的人也多，节假日不提前
预订都没位置。

在闲来小镇，热气腾腾的生活气
息搭配着各类美食，让人忍不住开启

“逛吃”模式。闲来小镇文旅步行街商
户沙勇说，春节期间，客流量要比往常
多了三四倍。

处 处 可 游 、能 玩 ，越 到 冬 天 越 热
闹。村民们也因为“雪”而忙碌起来：
办滑雪俱乐部、到滑雪场上班、发展大
棚果蔬采摘、在特色小镇售卖旅游纪

念品、经营旅游民宿，还有不少在外打
工的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

在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工作的村
民苏成文说，冰雪引来的客流，让我们
比滑雪爱好者更盼着雪季到来。

水西沟镇副镇长陈曦说，加大对自
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推动生态资源
与富民产业相结合，发展生态旅游、特色
民宿等产业，吸引游客“进入式消费”，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绿水青
山、冰天雪地的综合效益，“村民们吃上了

‘旅游饭’，从怕雪到盼雪，生态环保理念
深入人心。”

从单一的冰雪旅游向文化、体育、
民宿、美食的多元拓展；从“一季旅游”
到“四季皆旺”的明显变化；从国内冰
雪旅游目的地向综合性国际冰雪产业
集聚地的转变，乌鲁木齐不断优化供
给，延伸产业链，让冰雪游释放出良好
的市场消费潜力。

让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

在乌鲁木齐市水西沟镇东湾村 13
号“灏灏草莓采摘园”，一股淡淡的清
香扑鼻而来，一垄垄伏地的翠绿植株
之 间 ，一 排 排 草 莓 长 势 喜 人 、色 泽
红亮。

“有专程带孩子来采摘的亲子游

游 客 ，也 有 滑 雪 结 束 摘 草 莓 带 回 去
的。”采摘园负责人王芳说。如今，随
着滑雪游客持续带动，乌鲁木齐市水
西沟镇、板房沟镇的百余座草莓温室
大棚游客接待量不断增加，奶油、巧克
力、香蕉等品种深受游客欢迎。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也是增强乌鲁木齐吸引力、竞争
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

近 年 来 ，乌 鲁 木 齐 努 力 践 行“ 两
山”理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系统治理，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城乡颜
值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围绕大南山国际旅游区创建，乌
鲁木齐以全域旅游发展为契机，构建
集农业、生态、旅游等为一体的乡村游
产业体系，让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
利”，让美丽乡村催动“美丽经济”。

从东湾村的观光农业、方家庄村
的 特 色 农 家 乐 ，到 平 西 梁 村 的 民 宿
集群，各村因地制宜，把优势变为特
色 ，走 上 了“ 一 村 一 品 ”高 质 量 发 展
的乡村振兴之路。

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已有民宿 210
家，在盘活闲置集体资产的同时，提供
就业岗位 1000 余个，村民人均年增收
两万余元。如今，让老百姓感受最深
的，就是城乡越来越绿，空气也越来越
好了。

来到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大
喜村，站在村口，只见碧绿群山怀
抱波光粼粼的大喜水库，湖岸边
是农田、果园，青瓦白墙的房屋错
落有致。冬日暖阳下，市民漫步
在数百亩的梅花（青梅果）园中，
欣赏着梅花盛景，感叹“绿盈乡
村”的生态之美。

近年来，福州市委、市政府认
真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在“山更好、水更清、林更优、田更
洁、天更蓝、海更净、业更兴、村更
美”等 8 个方面持续发力，梯次推
进“绿盈乡村”初级版、中级版和
高级版建设。

如今，福州市已建成“绿盈乡
村 ”1846 个 ，其 中“ 绿 盈 乡 镇 ”3
个、高级版“绿盈乡村”66 个，数
量均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福州市积极推动安
全生态水系建设，实施“清新水
域”工程，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保
护、划定 191 个千人以上饮用水
水源保护范围，实施 37 条小流域
综合治理，163 家生猪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提升改造等。在全省
率先完成县域村庄污水治理规
划，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建设小型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 433 套，农村户厕改造率
达 99%以上。通过综合整治，全
市流域水质持续改善，促进乡村

“水美经济”的发展。
“过去，由于基础设施薄弱、

人居环境杂乱、交通不便，白眉村
的山水风光不被外人所知。”马尾
区亭江镇白眉村党支部书记郑梦
珍说。近年来，借助政府专项资
金，白眉村精心描绘“如画白眉”，
通过整治裸露山体，提升农田“颜
值”，改造南洋风格建筑，房前屋
后装点各色景观小品，打造“一步
一景观”，空地进行了花化、美化、
绿化，新建心湖公园、村口公园、
邢港花田步道，将原来村里 40 亩
抛荒水田打造成白眉国际垂钓中
心。“触手可及的绿水青山，让白
眉村成为都市‘后花园’，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观光游览。”郑梦珍
说。近几年，白眉村先后被评为

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省级高
级版“绿盈乡村”。

为了严格保护森林资源，福
州市还在 1800 个村实施“村植千
树”绿化行动，挂牌保护古树名
木。实施绿化美化宜居工程，建
设森林村庄，累计推荐省级森林
村庄 179个。

永泰县梧桐镇坵演村位于大
樟溪畔，坐拥 3 万亩生态林。30
多年来，为了实现“山顶林戴帽、
山中果缠腰、山下吨粮田”的立体
发展目标，坵演村不懈努力着。

“我们按照每亩林地 26 元的标准
对村民进行生态补偿，保护好绿
水青山，将‘绿色金库’变现，村民
都自发保护生态环境。”坵演村党
支部书记陈掌平说。

据了解，坵演村以培育特色
优势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为支撑，
由种植经济价值低的作物改为种
植油茶、橄榄等，还开辟 230 亩百
香果种植基地，打造集种植示范、
生态采摘、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
特色休闲农业。近年来，坵演村
先后入选“国家森林乡村”、省级
高级版“绿盈乡村”。

为了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
等长效机制的落实，建立海上环
卫队伍，严控海上养殖生产生活
垃圾入海，福州市在全国首创沿
海敏感点位建设海漂垃圾实时视
频监控系统，推动建成“水清滩
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
海湾景象。

连江县黄岐镇的大建村实施
海漂垃圾治理和海域生态养殖，
积极打造“山海梯田”——春种油
菜花、秋种水稻，让曾经的荒山僻
岭再现鸟语花香。近年来，大建
村先后被评为省级乡村治理示范
村、省级高级版“绿盈乡村”。

如今，村子变美了，村民的生
活也变好了。接下来，大建村将
围绕“海上七彩牧场”“石头聚落”

“山海梯田”三大旅游板块，全力
打造全省闻名、两岸知名的休闲
渔村，让渔民吃上“旅游饭”。

通 过 绿 盈 乡 村 建 设 ，“ 生 态
美、百姓富”的美好憧憬渐成现实。

“绿盈乡村”风景如画
◆陈伟 詹华晖 王海珍

“邂逅”长江里的珍稀鱼类，对于西南
大学水产学院副教授刘建虎来说，已是寻
常。今年春节，历时 5 年，江津白沙长江
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刘建虎来到这座与
他“结缘”的大桥上远眺，目光所及之处更
让他惊喜和感动，鸢飞鱼跃，生机盎然，不
少市民在散步，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景象。

刘建虎介绍，这座大桥原本设计有
两个在长江里的桥墩，但为了保护长江
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生存环境，最终被
去掉。

被去掉的桥墩，看上去像是艺术创作
中的“留白”。但在刘建虎看来，这更是生
态的“留白”，只有留白才能给发展和保护
留下更多余地。

“这里生活着长江上游珍
稀特有鱼类，生态保护意义
重大”

江津津西、津北，商贾云集，被长江所
隔，各自繁华。

修建一座跨江大桥让两地互联互通，
成 为 人 民 的 企 盼 和 社 会 的 需 求 。 2016
年，江津白沙大桥通过批复，林同棪国际
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同
棪公司）正式成为桥梁设计单位。

设计一座桥对于这家知名桥梁设计
公司而言，并非难事。大桥设计负责人、
林同棪公司桥梁事业部市政桥梁经理吴
后伟告诉记者，他们很快就确定了大桥的
初步设计方案——跨径 590 米的悬索桥，
整体设计造型采用新中式风格，与白沙古

镇周边建筑环境相协
调 ，共 计 16 个 桥 墩 ，

其中东岸引桥有两个桥墩位于长江中。
然而设计完成后，项目的进展却并不

顺利，问题就出在了这两个桥墩上。原
来，这座大桥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这里
生活着白鲟、长江鲟、胭脂鱼、鲈鲤、岩原
鲤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和
长江上游特有鱼类。

在林同棪公司委托刘建虎团队所编
制的《江津区白沙长江大桥及连接线工程
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影响专题评价报告》中，还专门对保
护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估。

“保护区重点保护物种有 68 种，这里
是珍稀、特有鱼类大鲵、水獭及其生存的
重要环境和洄游通道，也是三峡库区主要
鱼类的资源补充通道。另外，桥位附近还
分布有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等，生
态保护意义重大。”刘建虎告诉记者，根据
调查以及相关记载，该区域内就曾误捕过
达氏鲟、胭脂鱼等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胭脂鱼被
误捕的频次较多。

为了方便百姓生活，跨江大桥的建设
势在必行。但位于长江中的桥墩又会给
生活在长江里的野生动物带来影响，问题
该如何解决？

几度易稿，最终跨江大桥
不设江中墩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身体呈褐色，体
侧有 3 条褐黑色的横向条纹，如果用 4 个
字来形容它们，那就是‘黑不溜秋’。”刘建

虎说，成年后，幼鱼的 3 条黑色纵向条纹
会逐渐消失，被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
所取代，而且，它们的体色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也因其全身变得赤红，尤其
是两腮粉红，宛如少女涂抹在两颊的胭
脂，因此得名胭脂鱼。

一直以来，长江里生活着各式各样的
野生动物，长江不仅是两岸人民的母亲
河，更是像胭脂鱼这样的野生动物们的
家园。

为此，刘建虎团队在评价报告中提出
对原设计在江中的两个引桥桥墩的修改
建议：两个引桥桥墩都位于保护区岸线以
内，且其中一个桥墩位于较低的河床，涉
水时间相对较长，桥墩所在的河滩植被丰
富，在汛期是鱼类的索饵场，可适当增加
引桥跨度、减少桥墩数量，减轻对保护区
河床形态及水生生态的影响。

刘建虎团队的建议得到了包括江津
区政府在内的多个相关单位的认可，在经
过多次论证后，设计方案几度易稿，最终
决定生态“留白”——撤销了原有东岸两
个引桥桥墩设计方案，跨度由 60 米调整
为 180 米，仅保留了位于鱼缝坝整体岩石
上的主桥塔。

“涉水墩柱从 2 到 0，并不是简单的
加或减，整个设计方案也要相应调整，设
计 、施 工 难 度 均 增 大 了 ，工 程 造 价 也 更
高。”吴后伟说，合理利用，控制成本，保
护 生 态 环 境 不 受 破 坏 才 是 他 们 的 最 终
目标。

同时，无论前期专项编制还是后期设
计文件，均明确要求施工过程中要对江中
鱼进行重点保护，要进行鱼类增殖放流，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河滩湿地修复和人工
鱼巢投放。

生态“留白”，为未来发展
留足空间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长江水生生物多
样性和水环境，不止体现在呵护保护区内
珍稀特有鱼类的生存环境，也融入大桥建
设的各个环节。

大桥的根基是建锚碇。中国建筑第
六工程局江津白沙长江大桥项目总工李
阳介绍，“东岸采用的是重力式锚碇，有平
地有斜坡，岩层最深的地方要挖 23米。”

由于开挖体量大，最理想的作业方式
是爆破，既节约时间成本也较优，但由于
锚碇临近长江，一旦爆破，会产生强烈震
动，惊扰保护区内的鱼类。

施工团队最终选择相对减震降噪的
静态液压劈裂开挖以及多种机械组合开
挖法相结合。相比爆破施工，时间上虽增
加了 3 个月，人工成本也增加不少，但对
鱼类生存的环境影响是最小的。

西岸主塔桩基础施工距离长江主航
道仅有 15 米，为防止冲击钻成孔产生的
泥浆流入长江，施工团队租用车驳船，采
用混凝土罐车装运泥浆，渡江运输至业主
指定渣场，避免航道污染。

今年春节前，重庆江津白沙大桥顺利
通过各项验收，对生态环境尤其是保护区
鱼 类 的 影 响 也 降 到 了 最 低 。 这 座 全 长
3160米，双向 6车道，设计时速为 60公里的
大桥，也将给人们带来更多便利。

吴后伟在大桥完工后再次来江边，面
对眼前的大桥，他有了更深的感慨：我们
不可能完全预见未来，所以规划必须以变
应变，给后代留有生态余地。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这片土地上长久生存。

图为乌鲁木齐市南山丝绸
之路国际度假区滑雪场。

张秀科摄

望飞识鸟望飞识鸟
◆◆李恩西李恩西 卢志佳卢志佳

天刚蒙蒙亮，贵州草海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的巡护员赵
国平和同事就来到黑颈鹤栖息地旁
边的观测点，静候鸟儿醒来。

“远处扎堆的黑点点就是黑颈
鹤，它们比别的鸟起得晚。”巡护员
赵国平说。

草海是贵州最大的淡水湖，典
型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也是我国
特有珍稀鸟类黑颈鹤及其他候鸟的
重要越冬地。近年来，草海利用退
耕土地建设候鸟觅食地近两万亩，
种植了水莎草、土豆、胡萝卜等各种
候鸟喜食的植物和农作物，全力为
黑颈鹤等鸟类打造“食堂”。

据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委员会介绍，截至 2022 年 2 月
中旬，黑颈鹤在草海越冬数量达到
2034 只，占全球黑颈鹤总数的 1/5，
鸟类种类由 2016 年的 220 种增加到

246种。
一行鹤冲破雾气率先飞向了天

空。“是灰鹤，比黑颈鹤个头小些。”赵
国平说。实际上，望飞识鸟是巡护员
的基本功。平日里，他们的工作任务
之一就是通过望远镜观测、记录鸟类
的种群数量。绝大部分巡护员都是
草海周边居民，除了早上守护黑颈鹤

“起床”，晚上还要守护黑颈鹤归巢，
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此外，巡护员还有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发现救助受伤的鸟。2021
年以来，救护站已经救治了两只黑
颈鹤和一只灰鹤。其中一只黑颈鹤
经过 11 天的管护，腿部的伤势痊愈
后被放归自然。

作为巡护队内喜欢摄影的年轻
队员，赵国平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鸟类的视频，“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向
更多人传递爱护大自然的理念。”

赵 国 平 将 救
治 的 黑 颈 鹤
小 心 地 放 于
草地上。

卢志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