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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
湖上静悄悄……”这首 《铁道游击
队》中的插曲使微山湖家喻户晓。然
而，这个曾经让人向往的清净之地却
变成昔日鱼虾绝迹的“酱油壶”。

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建设
运行，微山湖再次成为清澈见底的

“聚宝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
生态环境，使微山湖一带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重典治污 水质达到Ⅲ类标准

揽千年大运河入怀，拥黄河母亲
入梦，这里是亚洲唯一的河湖交融型
湿地。冬天的微山湖，碧波荡漾，芦
苇丛生，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微山县分局四
级调研员王云向记者介绍，早在
2002年东线一期工程启动时，微山
湖所属的南四湖水质污染十分严重。
当时53条河流沿河的排污企业达到
4000多家，每天54万吨工业废水、
14万吨生活污水排入南四湖……

南四湖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重
要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涉及苏
鲁豫皖4省32县，流域面积3.17万
平方公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东
线的成败在治污，关键在山东，重
点在南四湖。

为了确保一渠清水向北流，东线
工程微山湖段相关部门在工业污水、
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河湖岸线等方
面展开治理行动。

据统计，微山县累计建设企业污
水处理站38个、关停“散乱污”企
业201家；建成城镇集中式污水处
理厂3座，86个村庄完成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清理湖内网箱网围
22.85 万亩、池塘 18万亩，释放湖
泊水面 40多万亩，将 7000 余亩的
圈圩水域恢复原貌；境内32家运营
港口全部建设了生活污水和船舶油污
水接转处设施，有效消除了对水体的
污染。

微山县水务局局长郑重庆说：
“一湖清水向北流，两岸风光催人
醉。这一湖清水、一路风光来之不
易，背后是微山地区广大人民的携手
努力。”

持续不断地努力，实现了微山湖
水质的全面提升。经过十多年的流域
治污和生态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微山湖流域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
准，昔日鱼虾绝迹的“酱油壶”变成
了清澈见底的“聚宝盆”。

水利兴民 促进产业蓬勃发展

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水质
提升与生态改善，微山县特色农业产
业加快发展。在前往微山岛的途中，
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的野鸭翱翔在湖面
的上空。

微山湖的麻鸭是中国四大名鸭之
一，是微山湖区长期培育的优质畜
禽，小型蛋用麻鸭。由于长年放养在
湖里，以鲜活鱼虾、贝类及田螺为
食，肉质鲜嫩味美。“我们立足于微
山湖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选用南四
湖优种麻鸭，使用现代科技工艺制
做，填补了微山湖区鸭制品生产的空
白。这一切，在南水北调治污前都不
敢想象。”微山县远华食品总经理杨
远华说道。

南水北调东线的水质标准同时也
在倒逼着工业转型发展。山东济宁和
枣庄一带历来是产煤大区，在过去粗
放式的生产经营中，工业污水的
COD、氨氮和硫酸盐含量一直是南

四湖的不能承受之重。
矗立在微山湖畔的高煤公司是一座

大型洗煤厂。经过升级改造，厂内实现
了科技创新与工业废水循环综合利用，
选矿废水重复利用率达90%以上。据
悉，以每年水处理量计算，可减排化学
需氧量420多吨、悬浮物380多吨、氨
氮50多吨。

高煤公司董事长潘洪卫介绍道:
“经过转型升级，我们不仅有了更先进
的处理工艺和减排技术，还实现了智能
化升级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厂内建有
一个生物指示池，处理后的废水达到地
表水Ⅲ类标准，池中欢快游弋着的锦
鲤，实时监督着污水处理质量。

生态修复 奏响绿色和谐乐章

截至2021年底，南水北调东线一
期工程累计向山东调水 52.88 亿立方
米。河湖美了，生态好了，也为沿线地
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韩庄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上唯一一
段东西走向的运河，在南水北调东线一
期工程通水后由三级航道提升到二级航
道，1000吨级的船只可以直接北达东
平湖，畅通了南北经济循环。

台儿庄古城依运河而居。“七八月
份是最漂亮的时候，盛开的荷花连成了
片，大运河的环境改善非常明显，这都
是南水北调的功劳。”台儿庄文旅产业
科主任陈海峰说。2021年，台儿庄古
城入选第二届“山东名片”区域品牌类
品牌影响力TOP榜。

不仅台儿庄区迎来发展新契机，近
年来，微山湖也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
助力下成为国内湖泊旅游的新宠。微
山湖旅游区成为了山东省2019年唯一
被纳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预备名单的
景区。

部分生态优良、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的村庄从养殖业向乡村旅游成功转型。
良好的生态环境，推动了清水小龙虾、
地理标志产品大闸蟹的知名度越来越
高。据统计，近三成的游客因美食而到
微山湖旅游。

记者采访中，正好赶上了一年两度
的南四湖渔业资源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南四湖综合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邵长岭向记者介绍道：“我们开展生态
整治放流，就是放一些鲢鳙草鲤等草食
性鱼类。既能防止因捕捞引起的鱼类减
少，同时也可以防治菹草泛滥引起的水
污染，维护南四湖的生态平衡。”

从昔日鱼虾绝迹的“酱油壶”到清澈见底的“聚宝盆”

微山湖上“清静静”百姓日子“红火火”
本报记者 王菡娟

微山湖湿地公园微山湖湿地公园

本报讯（记者 王硕）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印发《林草产
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5
年，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达9万
亿元，基本形成比较完备的现代
林草产业体系，林草产品国际贸
易强国地位初步确立，年进出口
贸易额达1950亿美元，有效保障
国家生态安全、木材安全、粮油安
全和能源安全。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
间林草产业发展的12个重点领
域，分别是经济林、木材加工、生
态旅游、国家储备林工程、种苗花
卉、竹产业、林下经济、森林康养、
林草中药材、林业生物质能源、草
产业、沙产业等，并按照领域提出
了相关发展目标。

《规划》提出到2025年，经

济林种植面积达6.5亿亩，各类经
济林产品总产量稳定在 2亿吨以
上；人造板产量稳定在3亿立方米
左右，地板产量稳定在8亿平方米
左右，木家具产值超过 8000 亿
元；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量达25
亿人次，国家森林步道总里程超
3.5万公里；培育和改造国家储备
林3000万亩以上，达到培育年限
后，国家储备林建设范围内年均蓄
积量净增达 2000万立方米以上，
年均珍稀树种和大径级用材林蓄积
量净增800万立方米以上；花卉生
产总面积稳定在150万公顷，总产
值达3500亿元；竹产业总产值达
7000亿元；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
总面积达6.5亿亩，林下经济总产
值稳定在1万亿元以上，国家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达800个；森林康养
服务总人数超过6亿人次。

2025年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
预计达9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由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前出版发行
的《生态林业蓝皮书：中国特色生
态文明建设与林业发展报告
（2020～2021）》（以下简称蓝皮
书）指出，我国林业发展成绩斐
然，林业高质量转型正在加速，现
代化林业治理体系已具雏形。但
是在促进林业高质量转型、实现
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宏大进程中，
依然存在四方面问题与挑战。

首先是森林资源采育失衡。
林木的生长通常需要较长周期，
一些名贵树种的生长周期更是长
达数十年之久。蓝皮书指出,虽然
在政府的积极引领下，企业、个人
及其他有生力量通过公益造林、
社会造林的方式积极落实国土绿
化工程，种植林木的效率有所提
升、面积显著增长，但由于森林资
源的不断消耗，林木的生长速度
往往无法跟上森林资源的消耗速
度，森林的自我恢复能力以及外
界的干预亦难以完全弥补高频的
采伐，从而导致了森林资源的采
育失衡。一方面，人工造林的林种
较为单一化，幼林较多，成活率较
低，造林的成本逐年上升。另一方
面，盲目造林缺乏综合性评估，也
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

林业科技推广不足是第二个
问题。一方面，当前林业科技的推

广任务主要下沉至各级林业站及国
有林场，这些基层单位虽然会严格
遵循国家政策去执行科技推广任
务，但依然缺乏主观能动性。另一方
面，推广的手段仍然以口头讲授、印
发宣传单页这样的传统形式为主，
缺少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等高
技术辅助，推广形式效率低下且浮
于表面，成效较差。加之诸多林业
站及国有林场日常业务繁忙，往往
疏于林业科技的推广，且缺乏有效
的资金支持，推广工作往往如蜻蜓
点水一般成了“面子工程”“包装袋
工程”。

蓝皮书指出，林业人才青黄不
接。林业从业者以中老年人群为主。
许多林业种植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
大量流失，加之基层林场和工作站
的配套设施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
难以吸引优质的青年人才。基层林
业人才队伍青黄不接，这严重制约
了林业的高质量转型与可持续发
展，阻碍了现代化林业治理体系的
构建。

此外，林业缺乏“大而强”的龙
头企业，无法形成“以点带线、以线
带面”的产业辐射效应，社会参与力
度较小，林业上下游各利益相关主
体的协同程度较差，这导致了林产
品的科技附加值较低、林业深加工
能力较弱，阻碍了林业经济的多元
化发展，亟待改善。

《生态林业蓝皮书》指出——

林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仍存四个挑战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生态
环境部向媒体通报了2022年 1
月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通报
显示，1月北京优良天数比例为
83.9%，同比上升6.5个百分点。

1月，全国 339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为73.4%，同比下降1.2个百分
点；PM2.5平均浓度为56微克/
立方米，同比上升 3.7%；PM10
平均浓度为76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14.6%；O3平均浓度为8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5%；
SO2平均浓度为11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21.4%；NO2平均浓度
为 3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3.9%；CO平均浓度为1.3毫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13.3%。

1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
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42.3%，同比下降 7.1 个百分点；
PM2.5浓度为 87微克/立方米，同
比上升20.8%；O3浓度为73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1.4%。

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1月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4.9%，同比下
降12.7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6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4.5% ;
O3浓度为86微克/立方米，同比上
升8.9%。

汾渭平原11个城市1月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32.3%，同比下降18.7
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97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34.7%；O3浓度为8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9.6%。

通报显示，1月，168个重点城
市中，拉萨、海口和昆明市等20个
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焦作、菏泽
和乌鲁木齐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
量相对较差。

1月北京优良天数比例为83.9%

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十四五”期
间，天津市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围
绕强化京津冀协同治气、系统治水、陆海
统筹治海、风险管控治土等，提出4个方
面23项任务，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天津市为打好
蓝天保卫战，将深化燃煤源、工业源、移动
源、面源污染治理，针对燃煤效率低、排放
大的设施，有序推进电厂周边燃煤锅炉淘
汰关停，分类推进自备煤电机组改燃关停，
进一步压减煤炭消费总量；针对钢铁、化
工、石化等重点行业，“一企一策”推进流程
再造，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针对排放
强度大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提高污染物
排放标准，推动补齐治理设施短板等。到
2025年，天津全市PM2.5力争达到38微
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达到72.6%，重

污染天气基本消除。
为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天津统筹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坚持控源、治污、扩容、严
管“四措”治水，确保用水安全。到2025年，地
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44.4%，劣Ⅴ
类水体、黑臭水体全面消除，部分河流实现

“有水有鱼有草”。
深入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坚持陆

海统筹、河海联动，深化陆海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修复、风险防范应对，持续减少入河、入
海污染总量，巩固提升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
量，建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
美丽海湾。到2025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
类、二类）比例达到72%。

为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天津坚持农耕
地、建设用地风险“两控”治土，持续完善土壤
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全面开展污染
隐患排查，强化监管、杜绝污染下地入土，确
保不新增受污染土壤、地下水。

天津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月15日，村民在贵州省榕江县车江坝区劳作。
立春过后，随着气温逐渐回升，贵州省各地有序推进农业生产工作。农民抢抓节气，

不误农时抓紧劳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新华社发

贵州贵州：：春回大地春回大地 不误农时不误农时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日
前，经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
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公示无异议，
云南省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
扬州市瓜洲泵站工程等45项工
程荣获2019—2020年度中国水
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据了解，大禹奖是全国水利
行业优质工程的最高奖项，是经
国家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
获奖工程应是建设规范、设计优
秀、施工先进、质量优良、运行可
靠、效益显著的工程，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大禹奖每年组织申报，两
年表彰、颁奖一次，对为获奖工程
作出主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表彰。
为推动我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和运行管理水平的提高，高质量完
成本次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的评选审议工作，中国水利工程协
会精心组织、提前谋划，共派出四个
专家复核小组对55个工程进行严
谨细致的复核。

复核小组依据《中国水利工程
优质（大禹）奖评选管理办法》，按照
赋分细则要求，对建设规范、设计优
秀、施工先进、质量优良、运行可靠和
效益显著等六个方面标准共34项指
标进行赋分评判。标准六个方面合计
1000分，对实得分≥850的工程予以
一般推荐、推荐和优先推荐。

45项水利工程获优质（大禹）奖

“西金坞变样了，道路、农房、
民宿都充满了畲族元素，很有创
意，湖水的中央还搭起舞台……”
杭州游客陈浩几年前来过桐庐莪
山乡，今年年初再到畲乡，他坦言
这次来感觉民族氛围愈发浓烈了。

陈先生和友人来时恰逢村里
搞活动，畲族姑娘们穿上民族服
饰，跳起民族舞，为远道而来的客
人们献上寓意吉祥的“彩带”，艺
术和民族的气息在村里蔓延。

而在不远处的莪山畲族馆
内，一项项别具风格的畲乡元素，
全面展示了畲族渊源、民俗风情、
发展变迁等内容，流淌在畲乡骨
子里的民族特色，引起不少游客
流连忘返。

畲族自称“山哈”，意为居住
在山里的客人，畲语、畲歌、畲技
艺、畲风俗等历久弥新。“‘山哈风
情’是我们村的艺术之魂，必须下
大力气保护、挖掘和传承。”莪山
民族村党委书记、村委会姚樟水
的话，道出了村里人的共同心声，
也反映了莪山畲族乡发展民族产
业的决心。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莪山乡将党史学习教育和民族乡
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推出“做活
民族产业 践行共同富裕”特色
服务品牌，突出“生态宜居、业态
培育、共富前行”主题，引领莪山
发展，带动村民共富。

项目以“一核两翼”为规划结
构，以畲乡非遗街为能量核，北翼
主打“动”，依托跃动的自然风光，
建设西金坞山水舞台；南翼主打

“静”，依托恬静的畲文化气息，建设
山阴坞文化艺术馆。让畲乡艺术在

“动”“静”流转中，提升规划引领美
丽乡村的质量和效益。

“民族村的发展可以概括成‘一
台戏、一条街、一个馆’。”姚樟水补
充道，依托西金坞自然风光，建设山
水舞台，市场化运作一台富含畲族
迁徙、生活、生产、民俗等内容的畲
乡戏，让一台戏敲开畲族村寨进入
市场的大门；大力打造集镇非遗街
区，引入葫芦刻画、彩带制作、畲医
畲药、民族服饰等特色民俗及非遗
传承人周末开设体验课，将集镇街
区打造成为文化体验、集市消费、品
味美食为一体的周末集市等。

如今，“三月三、畲田调、棍凳
拳、编彩带”为内涵的文化典故，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以“红曲酒、
黄金粽、龙须面、腊笋干”为主打的
文化载体，用故事串联景点，不断扣
开外部市场的大门，莪山文化正在
实实在在地向生产力、市场力和竞
争力进行转化。

“今年莪山民族村吸引社会资
本4000余万元，实现旅游收入2000
余万元，村集体收入突破200万元，
经营性收入达 117 万元，村民可支
配收入超 3 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翻
一番。”莪山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该乡将继续坚持党建统领，进
一步发展生态环境、多元产业、畲族
文化，让村民、村集体共享民族文化
产业发展成果，用民族文化产业发
展反哺民生，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
个不掉队”。

（应致远 施皓）

浙江桐庐莪山乡：

特色民族乡村等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