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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为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

“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整改纠
正违法违规问题，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牢牢
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在全社会形成依法有保
障、违法必受罚、违规必追究的氛
围，自然资源部决定对57个土地
例行督察发现的耕地保护重大问题
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对全国
31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开展以耕地保护为重点的
土地例行督察。督察聚焦省级政府
责任，综合应用遥感监测、无人机
测绘等技术手段全覆盖监督检查。

督查发现，一些地方仍然违法
乱占耕地进行非农建设，有的脱离
实际、违背自然规律违规占用破坏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有

的地方政府及部门管理职责落实不到
位，非法批地、监管不力，违法问题久
拖不决、长期存在；一些地方耕地占补
平衡要求落实不到位，补充耕地不实，
甚至破坏生态造地；有的应付干扰督
察，对督察指出问题虚假整改等。

本次通报的有云南省保山市及隆
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违法占地建设
青华海湿地公园、山西省太原市晋阳
湖管理处违法占地建设晋阳湖公园、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伪造划拨决
定书虚假整改应付督察、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39
个土地整治项目补充耕地不实等57个
典型案例。

自然资源部要求，各级地方政府
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严格耕地
保护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强化监
督管理，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
处置”，对各类新增违法违规占用、
破坏耕地问题“零容忍”。

用“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
自然资源部通报57个耕地保护重大问题典型案例

北京温泉樱桃“甜蜜上线”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为保
护珠江-西江生物多样性，促进流
域鱼类资源繁衍，日前广西大藤峡
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大藤峡公司”）组织开展2021年
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计投放鱼苗
170万尾，其中10万尾三角鲂和赤
眼鳟鱼苗，是大藤峡鱼类增殖放流
站首次自主成功繁育的珠江流域
特色鱼类鱼苗。

大藤峡工程是珠江流域防洪
控制性工程和水资源配置骨干工
程，它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
配置、灌溉等功能于一体，被喻为

“珠江上的三峡工程”。工程自前期
规划阶段起就特别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

为最大程度减小工程对珠江-
西江鱼类影响，大藤峡公司在工程
主坝和副坝分别规划建设一条鱼
道，这种独特的双鱼道布置在国内
水利枢纽中罕见。其中一条仿自然

生态鱼道已经建成并通水，主坝鱼道
基础部分施工完成，工程全面完工
后，两条鱼道将同时发挥作用，可以
满足珍稀鱼类洄游繁殖的过坝需求。

目前，红水河珍稀鱼类保育中心
建设完成，大藤峡鱼类增殖站和来宾
鱼类增殖站相继投入运行，基本形成
了“一保育中心、双增殖站、双鱼道、
五人造生境”的水生态保护体系，成
为珠江流域最大的鱼类繁育基地。

2020 年以来，大藤峡公司与国
内科研院所通力合作，引进博士研究
团队，重点开展珍稀鱼类人工繁育研
究和鱼苗培育等工作，为增殖放流创
造了有利条件，2021年已成功孵化
出乌原鲤、多线盘鮈等珍稀鱼种鱼
苗。此次放流的鱼苗中，除了160万
尾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外，还有
10万尾三角鲂和赤眼鳟，这是增殖
站首次自主成功培育的珠江流域鱼
苗，更有助于实现珠江-西江水生生
物多样性。

大藤峡公司增殖放流170万尾鱼苗

本报讯 （记 者 王
菡娟） 5 月 31 日，世界
自然基金会 （瑞士） 北
京代表处 （WWF）、深
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
会（OPF）与北京市十三
陵林场正式签约项目合作
协议，围绕北京地区森林
的生态系统修复、自然教
育以及林业科技等方面开
展工作，共同打造北京市
园林绿化国际合作基地，
推动北京市引领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

据介绍，不同于传统
的植树造林模式，此次项
目更注重从恢复森林生态
系统的角度出发，通过低
密度造林、混交林改造等
可持续森林管理方式，改
善十三陵林场的森林结
构，提高森林的生物多样
性以及生态系统功能。

“森林生态系统的修
复”也是今年国际森林日
的主题，恢复一片森林，
不能只就木论林，多关
注动物群落保育，特别
是如何营造野生动物的栖
息环境，构建完整营养级
的健康生态系统是一个更
加重要的维度。为此，项
目在未来将继续通过人工
干预推动植物群落自然演

替的方式，重建森林景观及食物链，从而
促进林区内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修复，最终
达成恢复林场物种种群数量、改善林场生
物多样性不足的目的。

据介绍，目前，WWF在北京、云南和
吉林开展了森林景观和恢复工作，通过了
解食物链构成状况，分析各营养级之间的
关联，以及动物种群和栖息地之间的交互
关系，进而形成保护性、恢复性森林管理
措施，以完善现有的森林管理体系，促进
森林和景观的修复。

修
复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有
了
新
模
式

近日，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
黄河壶口瀑布之滨春风习习、绿
意融融，2021 年“互联网植树节”
暨蚂蚁森林“保护黄河幸福林”植
树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在植树基
地现场，代表们一起为保护黄河
幸福林揭牌并举行植树活动，将
一棵棵苍松翠柏栽植在奔腾汹涌
的母亲河岸，共同守护华夏文明
的源远流长。

今春伊始，为保护修复黄河
生态环境，全国网友通过线上参
与“蚂蚁森林”、用手机种出 6 万多

棵侧柏，由蚂蚁森林项目联合陕
西省、延安市和宜川县政府部门
线下同步开展“保护黄河、种下春
天”义务植树活动，将这片汇聚爱
心的“保护黄河幸福林”逐步栽植
于宜川县黄河壶口岸边。这也是
中国绿化基金会在陕西实施的首
个“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项目。

启动仪式上，中国绿色碳汇
基金会理事长杜永胜表示，本次
活动既体现了企业绿色环保的文
化精髓和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为
全国“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迈

向新征程吹响了集结号。基金会将
搭建更开放的公益合作平台，将义
务植树活动推向常态化，积极动员
全社会广泛参与到种植绿色、保护
绿色、共享绿色的行动中来。

蚂蚁集团社会公益及绿色发展
事业群总裁彭翼捷表示，“保护黄河
幸福林”落地延安宜川是全国网友
关爱革命老区、参与保护黄河生态
的切实行动。蚂蚁森林将通过科技
与公益的深度结合，让更多人更便
捷、深入地参与到生态建设与保护
的公益活动中。 （王硕）

“互联网植树节”：

“保护黄河幸福林”落地延安宜川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新奇
的蟠桃、双色的西瓜、别具风味的
高品质牛肉、更营养的7D菜籽油、
奇特的茶叶口罩、绝色美丽的月季
和牡丹……中国农科院首次全方
位展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科技保
障农产品安全与营养方面的科技
进展成果。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
科院院长唐华俊表示，中国农科院
充分发挥农业科研国家队的引领
作用，努力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
不断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乡村振兴作
出了重要贡献。全院各单位和全院
科技工作者要守好报国为民的科
研初心，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
任，不断发扬科学家精神和农科精
神，办好农科开放日，积极开展科
普工作，帮助广大群众学习农业科
技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树立科学
思想。

据介绍，本届开放日围绕“科

技保障农产品安全与营养”这一主
题，采取“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
方式进行。启动仪式现场还举行了展
示品鉴活动，并通过光明网同步在线
直播。院属 18个研究所集中展示了
从土壤到餐桌、从生产到加工、从种
植到养殖、从育种到管理的体现农科
院人智慧的技术和产品；既有网红产
品“降脂燕麦片”、清香的“椴树熟
蜜”、火麻仁精酿啤酒、精纺的新疆
棉，用手机扫一扫5分钟就能完成茶
叶水果蔬菜等样品中多种农药残留
的检测试纸条，也有无人机、植保雷
达、智慧农场……从食品到保健品和
药品，从棉、油到水培蔬菜、瓜果和组
培花卉，从快速检测技术到高科技装
备，应有尽有。

中国农科院农科开放日自2019
年开始举办，每年举办一届。活动受
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和称赞，前
两届共吸引 400 余万大中小学生、
社区居民、农民等社会公众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走进农科院。

科技保障农产品安全与营养
——第三届农科开放日在京启动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
镇位于海淀北部，风光
秀美、空气清新，随着
樱桃季的到来，在杨家
庄村观光采摘园、白家
疃村观光采摘园和温泉
村观光采摘园，预计有
10 万斤成熟樱桃可供
采摘，市民现场采摘价
格为 40 元/斤。观光采
摘园还与京东生鲜物流
深度合作，客户下单后
由工作人员进行采摘，
保证樱桃果离树后立即
装箱打包发出，最大限
度减少物流时间带来的
损耗，保证鲜果质量。

图为游客在白家疃
村 057 路海容文化山居
观光采摘园采摘。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摄

这些天，随着山东省德州市夏津
县椹果生态文化节的举办，夏津也迎
来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时候，周边甚至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品尝百年桑葚树
上的甜美果实。这些百年桑树不仅是
水土保持的“利器”，还成为当地百
姓的“摇钱树”。

曾经“无风三尺土”

夏津，隶属山东省德州市，因
“齐晋会盟之要津”而得名，它南接
聊城，北依德州，东跨马颊河与平
原、高唐相邻，西隔京杭大运河与临
清、清河相望。

但在历史上，夏津却饱受沙尘之
苦。

2600年前，黄河第一次大徙漫
溢夏津，形成204平方公里的古道和
扇形地，风沙流蚕食农田，水土流失
严重。

“沙土地，年年荒，不长庄稼不
收粮”“无风三尺土，有风沙满天，
关门盖着锅，土饭一起咽”，当年流
传在夏津的歌谣描述了当年的景象。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十三年，朱
国祥来到夏津县担任知县，开启了夏
津大规模种植桑树的历史。

如何才能改造这千百年来的沙河
地？据记载，朱国祥调查走访发现，
夏津沙河地区在元、明时期就有植桑
的传统，但是并不成规模。

于是，朱国祥鼓励当地农民种植
桑树、枣树，以防风固沙、保持水
土，同时自创“包袱地”固沙法，即
在一块地四周种树，中间种庄稼。

“四面的树可以防风，沙土就不
游移，可以固定下来了。”夏津县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种植桑树
的好处。

当年夏津种植了多少桑树？历史
记载“此间树木繁盛，援木攀行二十
余里”，最盛时期夏津境内有8万亩
之多，由于历史上古桑树群几经浩
劫，现仅遗存古桑树6000多亩，百
年以上古椹树2万余株。

“到黄河故道吃桑葚。”如今，黄
河故道这百年桑树远近闻名。当地人
告诉记者，生态文化节期间，周边的
饭店都“一座难求”。

2018年 4月，夏津古桑树群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在当地水利人看来，桑树的种植

不仅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为日后
夏津的风沙治理奠定了基础。

如今“百年桑树能摇钱”

仅仅靠简单的种植桑树并不能让
夏津摆脱风沙的困扰。

夏津县水利局局长孙家滨说，20
世纪80年代初，夏津还是“春风一刮
沙满天，越冬小麦连根端，春播常常搞
几遍，遇到旱涝就贱年”的景象。

据介绍，1984年以来，中科院
兰州沙漠研究所进驻夏津，深入研究
10年，将农田林网、水土保持林、
经济林统一规划，修沟渠路，建桥涵
闸，健全抗旱排涝蓄水体系，走出了
一条平原风沙区生态保护、治理水土
流失的特色之路。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夏津县
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政府主导、部门
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突
出夏津县特色及优势产业，大力发展
以椹果为主的特色经济林，总面积达
到12.8万亩。

同时，夏津县对水土资源进行重
新挖掘和整合，科学规划，建设黄河
森林公园，结合水土保持治理成果，
先后建成了“杏邬园”“梨花园”“颐
寿园”“槐林园”等十个特色果木、

林木景区，森林覆盖率由治理前的
28%提高到61.8%。

截至2019年，夏津县累计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25.3万亩，占全县沙区总
面积的 80%。风沙危害得到初步控
制，局部水土流失得到根治。

目前，黄河森林公园被评为国家
4A级景区，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水利
风景区，每年来黄河故道观光旅游的
游客达20万人次左右。

如今的夏津，早已没有了连绵起
伏的沙丘，到处是绿树、湖泊和水
草。朱国祥大概也没有想到，他当年
带领百姓栽下的桑树，不仅活得苍
劲，还长成了“摇钱树”。

在黄河森林公园里，张大爷正在
养护他家祖辈传下来的 18 棵古桑
树，“以前这果子也卖不上什么好价
钱，现在可不一样了，不仅能卖果
子，还能酿果酒，桑叶摘下来制成霜
桑叶茶。桑果烘干后，还可制作成果
干和椹果糕等多种产品。销路我们也
不愁，有企业上门收。一棵古树一年
至少可以收入上千元。”

原来，夏津立足生态优势，推进
绿色发展，在保护中开发，桑产业正
加速挣脱“一粒果”的束缚，从桑
黄、椹果酒、椹叶茶到药品、食品、
饮品、保健品，多元化利用令桑产业
从各个环节、不同产业融入了现代农
业。

据介绍，夏津与西南大学、齐鲁

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推动“桑”
的全元素利用、全方位开发，进军大健
康产业，打造完整的产业链，仅一粒椹
果就开发有椹果酒、椹叶茶等近30类
商品，经过二产加工增值，再通过三产
的营销服务，使小小桑椹身价倍增，桑
椹种植户户均年增收2万多元。

“不仅风沙没有了，日子还越来越
好了，我这桑树可真是宝贝啊!”张大
爷说。

做足水文章

风沙固定了，百姓增收了，但如何
让这座城市更美丽成为水利部门工作的
重中之重。

“夏津水资源异常短缺，人均占有
量仅为全国的8%。”孙家滨坦言，“但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自西南至东北穿
越夏津，改变我们的水格局，我们的水
文章也越做越大。”

据介绍，夏津利用南水北调建设白
马湖水库，建设两库联通工程，使夏津
水库和白马湖水库互联互通，也实现了
黄河水、长江水双水源的保障。

“如今引黄灌渠四通八达，直达田
间地头，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打井浇地发
愁了。”孙家滨告诉记者，夏津是农业
大县，一方面通过调引黄河水，保证群
众饮水安全和农业灌溉。另一方面，通
过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调引长江水，
用于工业发展。

2021年，夏津在调引长江水200
万立方米的基础上，增加到300万立方
米。除了浅层地下水（地热资源）外，
夏津拥有黄河、长江水两个补充水源。

2008年，夏津境内的六五河被确
定为南水北调东线鲁北段输水干渠。
山东省实施截污导流工程，夏津顺势
而为，把水利建设与市政建设相结
合，把治污建设与景观建设相结合，
把自然景观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建设
了“一河三区”水生态工程，即六五
河城区段生态河道、龙湖湿地区、六
五河湿地区、九龙口湿地区，形成了
九龙口湿地水利风景区的基本格局。

站在九龙口湿地水利风景区，只见
湿地水面宽阔，野鸭嬉戏；岸边小桥流
水，芦荡清风。“林映水中鱼游荷，云落水
底鸟穿波”，景色浑然天成。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夏津正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打卡地。

山东夏津：百年桑树能“摇钱”
许安强 王菡娟

图为黄河森林公园内的古桑树图为黄河森林公园内的古桑树

“我们倡议：坚持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树立环保责任意识，从自身做
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养成低碳环保、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争当
绿色文明践行者……”5月28日，北京市房山“红绿蓝·生态眼”社会志愿
者联盟正式成立，百名摄影志愿者参加了此次成立仪式，未来，他们将投身
于房山区的生态环境事业，助力房山区生态环境建设及文明城区创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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