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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夏区灵山矿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 11 家采石场，因为多年无序采石
造成了水土流失、山体崩塌滑坡、地质灾
害，还挤占了农业用地，严重破坏了生态
环境。

2019 年，灵山启动山体生态修复，经
过治理，灵山“灵动”起来，到处都是郁郁
葱葱的花草树木。目前，这里正着手打造

“4A”级旅游景区。
武汉市江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负责人表示，万物土中生，寸土如寸金，对
灵山开展综合治理，正是体现了土地治理
与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的有机统一。

据了解，这个项目按照“宜耕则耕、宜
林则林、宜水则水”的原则，采取山体‘修
复、地质灾害治理和土地复垦“三合一”措
施，在矿山安全隐患治理、全面覆绿完成
后，依托山林景观再造，发展生态绿色产
业。

2021 年 12 月，灵山项目一期治理工

程全部竣工，通过市级验收，复垦新增耕
地和其他农用地 46.57 公顷，形成了交通
便利、灌排自如的合理化格局，打造出了
经济作物和四季花卉植物交相辉映的山
林景观。

项目负责人介绍，在灵山生态修复治
理过程中，生态环保理念融入了每一个建
设细节中。首先利用原有矿坑建成上下
两个水池，使水自然流动起来，绿化种植
生产及景观瀑布用水，基本可实现自给自
足，无须外引水源。除开展常规的山体修
坡整形等工作外，还采用土壤喷播工艺，
引进改良客土，为石头山重新“穿上一层
土衣裳”。这个项目利用改良客土 44.45
万立方米，重新覆盖了 700 余亩矿山区
域。另外，耕地上种植了一季黄豆，具有
改良土壤的功能，后期计划配合旅游区种
植油菜花以及乌柏等树种，打造“层林尽
染”的生态景观。

廖玉华 王楚瑶

◆闫成义杨海垚 童梦吟

为适应新时代生态环境宣传工作形势，贯
彻落实国家、湖北省、武汉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工作的要求，紧紧围绕迎
接、宣传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题主线，牢牢抓
住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核心
任务，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着力构建生态环境“大
宣教”格局，加快推动“政务+媒体+志愿服务”
多维融合，实现携手共进、双向奔赴的良好局
面，打好“十四五”生态环境宣教网信工作主动
战。

3 月 22 日上午，武汉市生态环境宣教网信
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宣布成立武汉市生态环境
局融媒体中心并正式揭牌，标志着武汉市生态
环境宣传领域媒体深度融合工作进入新阶段、
迈上新台阶。据了解，新组建的融媒体中心，打
造了采编发布、宣讲文创、舆情网安、视频摄影

“四支战队”。组建媒体联盟，整合媒体资源，推
动各媒体实现思维融合、内容融合、平台融合和
传播效果融合的“四个融合”，实现媒体资源的
效能最大化。

在人员构成上，融媒体中心主任由武汉市
生态环境局分管领导直接担任，吸纳了新闻媒

体人员，融合了各区生态环境工作人员，将在全
系统挖掘和培养生态环境宣传骨干力量，增强

“脚力、脑力、眼力、笔力”，扎根基层、找准特色、
推陈出新、借势宣传，做好、做强、做细生态环境
新闻宣传工作。

在宣传内容上，围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 武汉行动方案（2021 年—2025 年）》，服务
七大工程、二十大行动，主动策划设置“1+N”新
闻发布链。打造“一网双微一端一刊一屏一车”
宣传矩阵，有机融合各平台信息资源，优化策
划、采编、设计、发布流程，实现资源聚合、有效
整合、一体发布，利用网络、刊物、电子屏、移动

大篷车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建设形成一体化
融合媒体传播矩阵，营造强大的生态环境宣传
声势。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借助这一全新的融媒体平台，把握

“多维融合”的发展趋势，创建“融合式”宣教网
信工作引领模式，“融通”“融新”“融智”，深入宣
传武汉市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和深入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等方面工作的具体行动和
实际成效，并利用“智能算法+宣传”的技术融
合，把优质的生态信息精准传播给公众，让生态
文化理念深植人心。

扩大朋友圈网聚正能量唱响主旋律

武汉做好生态环境宣教网信工作

◆胡喜珍廖玉华 于海涛 刘嘉炜

3 月 18 日，武汉市江夏区的乌龙泉将军
山和灵山矿区旧址迎来一批特殊的来访者。
由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主
办的“低碳森林，绿植生活，武汉因你而荣”—
2022 年“关爱自然，保护山川河流系列志愿服
务活动”在这里举行，100 多名志愿者种下可
以置换碳积分的碳汇林。

这次活动邀请了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党员
先锋志愿服务队、青年巾帼建功队、博士服务
团队、志愿服务总队以及广大生态环境志愿
者、环保大使、环境观察员、新闻媒体参加，共
同为武汉“植”绿，践行低碳环保。

走进矿区旧址，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徐徐
展开的青山碧水美丽画卷。“以前村民靠‘卖
石头’谋生致富，现在他们变成了‘卖风景’的

山河‘美容师’，这一变化印证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正深入人心。”绿色环保志
愿者柯志强感慨。

武汉市灵山和将军山矿区过去主要开采
石灰岩和消灰等矿藏，多年过度开采造成满
目疮痍。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弃矿坑，烟
尘飞灰弥漫。2019 年，江夏区政府引入社会
力量推进山体修复，江夏区物产国有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接手负责修复工作。

据了解，灵山一期治理工程于 2019 年 11
月启动，经过场区危岩清除、削坡整形、锚固
工程、土地平整、绿化工程等，2021 年 12 月正
式竣工，废弃矿山实现华丽转身，变为花草繁
盛的生态园区。废弃的矿坑碧波荡漾，被称
为武汉版的“天池”。据统计，实际治理面积
达 1438 亩。其中，灵山一期工程目前已全部
竣工并计划于 3 月底开园。将军山矿区旧址

作为三期工程计划于今年 6月竣工验收，后期
将建设成为采矿遗址体验园和亲子研学科普
园。

“今天，我们在这块 300 平方米的复垦还
林地种下桂花树，以实际行动播下绿色的希
望，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志愿
者们挥锹铲土、浇水培土，合力栽下一棵棵金
桂，并写下一张张心愿卡系在树梢。

“种植的还有包括红叶石楠、红叶碧桃、
丹桂、黄栌等几十个品种在内的生态修复树
种。”项目工程人员叶册进介绍。

根据国家有关标准，保守估算若以 30 年
计入期，整个灵山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
项目 261 亩林地年均碳汇量可达 380 吨，30 年
将形成超过 1万吨的碳汇量。

“生态修复了，游人如潮，我们也增加了
更多就业机会。”当天还举行了低碳故事汇活
动，灵山附近的村民、环保行业从业者以及环
保科研专家分别分享了自己与矿山修复相关
的经历故事。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为新种下的碳汇林授予“生态环境志愿服务
碳中和林”牌。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大力发挥志愿者的力量，持
续开展“碳中和林”种植活动。

当天下午，湖北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

心党支部、武汉市生态环境宣教中心党支部、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江夏区分局党支部、武汉
市江夏区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
支部还举行了党建联盟签约仪式，就党建学
习心得、生态环保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讨论，与
会代表均表示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丰富党
建形式，进一步发挥战略协同效应，优势互
补，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带动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齐心协力共建美丽湖北。

“低碳森林，绿植生活，武汉因你而荣”
——武汉市开展 2022 年“关爱自然，保护山川河流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废弃矿山将变成4A景区

武汉近零碳园区试点：格
林美的绿色低碳故事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山产业园是坐
落在武汉市的一家致力于城市矿产资源
综合利用的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园区，同时
也是武汉市近零碳园区试点示范项目之
一。

格林美以“资源有限、循环无限”的产
业理念，致力于解决城市固废处置难题，
积极探索“城市矿山”的开采路径，着力打
造低碳园区。

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电子电器中的
废 电 路 板 是 一 座 名 副 其 实 的“ 城 市 金
矿 ”。 据 统 计 ，每 吨 电 路 板 平 均 约 含 有
200 克黄金，而金矿石的平均品位只有 5
克/吨。换句话说，普通线路板的“含金
量”是金矿石的 40 倍，而一吨手机电路板
大约含两公斤黄金，是普通电路板含金量
的 10倍，“开采价值”巨大。

在开展低碳园区的创建过程中，格林
美将绿色化、安全化、智慧化、教育化、科
技 化、质 量 化 的“六 化 ”创 建 目 标 ，按 照
10%纳入年度经营目标并予以考核。在
技术革新上，实施能源结构改造工程，利
用 现 有 约 3 万 平 方 米 厂 房 在 房 顶 建 成
3.66mw 光伏发电工程，利用动力电池高
压余能进行储存并进行梯次利用，实施错
峰用电、进行变频改造、减少园区化石燃
料使用。

格林美作为武汉市碳中和先锋创建
单位，组织参加“观湖”“观树”等活动，开
展办公区域的垃圾分类、建成园区低碳超
市逐步推进碳积分卡服务、员工已养成了
拼车出行的习惯。每年冬春季节开展植
树造林活动，建设绿色景观，经过近 3 年
的绿化升级，园区的绿化率从不足 8%提
升到现在的 15%。

作为全国十佳环保公众开放单位之
一，格林美不断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
成立了武汉格林美环保志愿者团队。据
团队负责人介绍，格林美目前已形成线
上、线下两条路线鼓励公众参与园区的开

放 活 动 ，目 前 已 开 展 线 下 参 观 活 动 364
场，参观人次 5143 人。同时还开通了线
上参观平台，可供更多人员参与活动。

邱博士话环保：从“计算碳
排放”到“践行低碳生活”

“碳排放是如何计算的？工业企业的
碳排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的直接燃烧、生
产过程碳排放以及外购热力电力的碳排
放。家庭的碳排放 可 以 根 据 生 活 中 能
源 量 ，乘 以 一 个 相 应 的 系 数 ，从 而 得 出
家庭中的碳排放数据。比如，家庭用电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等 于 耗 电 度 数 乘 以
系数 0.785，家用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 等 于 天 然 气 使 用 数 量 乘 以 系 数 0.19
等。”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博士服务团队走
进机关、企业、学校、乡村进行着低碳生活
的宣讲。

博士服务团的邱陪陪表示，碳中和目
标的实现和每个个体都息息相关。“我们
呼吁大家逐渐养成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
费方式，出门多乘公交车，减少一次性餐
具的使用，办公时尽量多采用无纸化办
公、自备购物袋、种一棵树……只要学会
做减法:减排、减污、减负、减欲、减速，就
能为碳减排、碳中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作为生态环境部门，2021 年，武汉市
生态环境局跻身全国首批节约型机关。

据 了 解 ，武 汉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早 在
2020 年就已启动低碳示范建设项目，并
根据国家、省市对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提出
的相关要求，制订办公楼低碳示范建设方
案 ，改 造 完 成 后 可 减 少 32.3%的 能 源 消
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43吨。

不仅如此，在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机关
大楼的局办公室，有一个圆盘型温度计，
每天都要进行热能消耗计算，对大楼的空
调进行精准化调控。特别是利用余热余
冷，每天可少开近两小时的空调。在不同
季节，大楼还对天然气和电能两种模式切
换使用，达到最佳节约效果。

郑扬洁王琦珣

低碳故事汇

肖高东 摄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构建生态环境
“大宣教”格局，推进“政务+媒体+志愿服务”
多维融合，打好“十四五”生态环境宣教网信
工作主动战。

图为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融媒体中心成
立揭牌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