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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段时间，社会上围绕鄱阳
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存在一些讨
论，地方也曾多次组织专家进行多方
论证，坚持发挥“生态工程”的积极
作用，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
放在整个长江水系大格局中考虑。本
文就社会关切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梳
理，围绕社会关心的一些专业技术问
题，向江西省原副省长、江西应用科
技学院名誉校长胡振鹏教授进行了咨
询，旨在进行科普答疑。

问题一：鄱阳湖会变成一
湖死水吗？

鄱阳湖是国内为数不多还保留
自然水文节律的通江大湖，近期伴
随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公示也引起
了 一 些关注和争议。有人发出质
疑，巢湖、太湖早就变成了一个个
装满水的池塘失去了活力，任何的
生态扰动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
后果，如今的鄱阳湖是否也会面临
这样的结果？

答：众所周知，鄱阳湖的水资源
非常丰富，以长江流域9%的面积提
供了其16.7%的水量，是一个流动水
体浅水湖泊。从过去的观测发现，
2003 年以后枯水期湖水位持续低
枯，影响到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和湖区
群众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那么
该如何更好保护其生态和农业灌溉用
水呢？目前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采
取建闸的方式，目的是适当抬高一点
水位，以满足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用
水需求。流域来水仍然通过闸门下泄
到长江，9月初的蓄水也逐步下泄到
长江，4至8月仍然保持江湖连通。

实际上，枯水期闸门的作用无非
是抬高了东西水道和入江水道的水
位，本质上不会改变鄱阳湖“高水是
湖、低水似河”的特征。显然，建闸
之后鄱阳湖不会如某些传言说的变成
一个“死水库”。整个湖区水体仍然
是可流动的，而水流在湖盆中的滞留
时间，除9、10月增加几天，其余时
段基本没有改变，这些特征与巢湖、
太湖完全不同。所以，建闸以后鄱阳
湖不会成为一湖死水。

问题二：江豚会因此走向绝
路吗？

随着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
推动，有人担心会影响鄱阳湖种群与
长江干流种群的基因交流，再以这种
假设为前提，并延伸认为种群的隔离
势必带来基因多样性的退化，得出

“鄱阳湖建闸后给江豚生存环境带来
致命性影响”的结论。那么，江豚会
真的走向灭绝的边缘吗？

答：要指出一点，江豚没有生殖
洄游习性，不存在由于繁殖需求而进
行迁移的行为，江豚在鄱阳湖与长江
干流之间存在的迁移行为主要受捕食

需求和空间需求驱动。有关研究表
明，江豚在封闭的迁地保护区内可以
完成整个生活史。毫无疑问，外界关
于鄱阳湖水利枢纽阻断鄱阳湖江豚与
长江江豚联系的这一担忧是缺乏依据
的，基于错误假设前提的推导结论很
难经得起推敲。

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陆续
出现江豚在赣江南昌段的新闻，而这
些江豚来到这里必须通过1998年建
成的昌邑大桥，该桥最宽桥墩间距
60米。此前还有江豚通过最大桥墩
净宽56米的赣江铁路桥，进入赣江
八一桥水域；以及通过最大桥墩净宽
43米的信江黄金埠大桥，进入信江
贵溪段水域的官方报道。因此，江豚
完全可以通过60米的大孔闸实现江
湖交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本质上
是一个生态工程，完全可以维持一个
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种群。

问题三：越冬水鸟觅食和
栖息地将受威胁吗？

鄱阳湖是东亚最大的候鸟越冬
地，每年来此越冬的候鸟种类多、
数量大，12 月至次年 1 月越冬数量
达到峰值，不同种类的水鸟其食性
和觅食环境各不相同，而鄱阳湖广
袤的湿地为各类越冬水鸟提供了适
宜的越冬条件。因此有人担心枢纽
改变水位会导致栖息地面积大幅缩
减，影响越冬水鸟觅食会致使许多
水鸟逃离此地，但结果真是如此吗？

答：先来说大背景——近年来
秋季鄱阳湖快速退水，大面积的湿
地同步迅速出露，原有的浅水水
域、泥滩地演变为草洲，沉水植被
衰退，生境多样性越来越低，导致
湖区内越冬鸟类的结构发生变化，
以草洲为栖息生境的雁类的比例不
断上升，而以沉水植物为主要食物
的白鹤等水鸟则向周边人工湿地转
移。对于越冬水鸟来说，说明鄱阳
湖“缺水”了，反而影响了一些候
鸟的觅食和栖息。

也会有人发出疑问，近年来相关
报道里鄱阳湖越冬候鸟的数量不是
在不断上升吗？以 2020 至 2021 年
为例，白额雁数量上升 118.44%；而
鸭类、鹤类、鸻鹬类等依赖浅水生活
的鸟类比例在下降，灰鹤数量下降
61.07%、苍鹭数量下降35.28%、白头
鹤数量下降22.18%。尽管冬候鸟总
数量上升了，但鸟类组成结构在变
化。可以见得，鄱阳湖作为东亚最重
要的冬候鸟越冬地其功能已受到损
害，应引起重视。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运行后，
能减缓秋季水位下降的速率，促进
植被有序地梯度发育生长，保障了
沉水植物完成生活史，提升了作为
越冬水鸟栖息地的洲滩湿地的利用
效率，维持了各类水鸟生态环境的
适宜结构，保障了生物的多样性。

问题四：去年“不缺水”现在
需要建水利枢纽吗？

2021年9、10月鄱阳湖水位在11至
15 米之间，直到 11 月 3 日水位为 9.79
米方才进入枯水期，这与 2003 到 2020
年鄱阳湖进入枯水期的时间相比，推迟
了大约一个月。因此有网友质疑，去年
鄱阳湖 9、10 月“不缺水”，我们有必
要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吗？

答：2021年的情况特殊之处在于
受上游来水影响大。长江上游正好在三
峡开始蓄水的9月中旬发生洪水，9月
30日水库已经蓄水到170米以上，还有
24000立方米/秒流量下泄，10月慢慢
蓄水至 175米，下泄流量在 14000到
20000立方米/秒。上游来水多，加之长
江干流流量大、水位高，9月汉口流量
40000立方米/秒以上，10月上中旬流
量为26000—40000立方米/秒，这便对
鄱阳湖产生顶托效应，所以9和10月中
上旬鄱阳湖水位比往年高得多。

但如果把这种特殊情况当成鄱阳
湖的“常态”进而去批评建设水利枢
纽工程无必要，那显然是偷换了概
念。这里应当指明水文现象是随机事
件，历史上也出现过枯水期很早出
现、持续时间长的情况，比如2006年
8月22日星子站水位9.84米，10米以
下水位持续到2007年 5月 1日，长达
251天。所以，我们不能把特殊个例
作为常态评价，否则由此得出的结论
也会脱离实际情况。

通 过 1953—2002 年 、 2003—
2021年星子站水位变化情况，我们可
以从随机现象的平均值抓住变化趋
势，更好作出判断。显然，就多年平
均水位而言，2003 年以后与 2003 年
以前相比，10米水位出现日期提前29
天，枯水期比 2003 年以前延长了 46
天；8米极端枯水位提前 11天出现、
延长19天。毫无疑问，如今的鄱阳湖

“缺水”是常态，因而建设鄱阳湖水利
枢纽工程就有很大意义了。

问题五：长江江豚真的无法
经过枢纽工程吗？

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建成后，是否
会导致江豚的灭绝，在此前回答里已经
解释过，即使鄱阳湖与长江隔绝，长江
江豚也可以在鄱阳湖生存繁衍。因为该

水利枢纽工程会修建4孔60米宽的大孔
闸，便于长江江豚进出鄱阳湖，避免近
亲繁殖、种群退化。但是有人认为，60
米水闸全打开，过水能力强，水流可能
达到每秒6米以上，江豚不可能顺利钻
过去，结果真是如此吗？

答：首先对这种担忧予以纠正，

整体来说并不符合鄱阳湖的事实情
况。要再次强调的是，长江江豚不是
季节性洄游动物，每年4至8月鄱阳湖
工程闸门全开，利用60米闸门让长江
江豚进出鄱阳湖，这其实是可行的。
因为闸门全开、江湖连通，闸门上下
游水位落差很小，流速与天然状态差
不多。其实鄱阳湖水利枢纽就相当于
一座桥梁的意义，不管是过去还是现
在，都出现过江豚穿越单孔跨度43米
以上桥梁到达赣江、信江下游河道。

此外，确保长江江豚顺利进出鄱
阳湖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还
有备选方案。如图所示，在水利枢纽
一侧的屏峰山，有一个湖汊，利用这
个湖汊，开挖一条底宽 120 米的河
道，4至8月最低水位时河道水深超过

3米，上部利用湖汊地形地貌，成为
仿河流生态鱼道。鱼道进口用平卧式
闸门控制，4至8月水利枢纽闸门全开
时，仿河流生态鱼道的节制闸平卧在
河底；9月水利枢纽蓄水时，节制闸
直立挡水。这样，长江江豚和鱼类完
全可以无障碍经过枢纽工程。

（作者系全国青联委员，江西省
“五型”政府建设监督员）

发挥发挥““生态工程生态工程””的积极作用的积极作用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之五问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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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河流生态鱼道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首次通过
线上方式完成考察，正式认定我国3
个传统农业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分别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
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
统和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截
至目前，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联合
国粮农组织旗舰计划，今年10月即将
迎来计划执行20周年。根据评选标准

规定，入选遗产地必须具备全球重要
性和公共产品价值，支撑粮食安全、生
计安全、农业生物多样性、知识体系、
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且景观秀美。目
前，全球共有65处经联合国粮农组织
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

安溪位于福建省东南部，据称早
在10世纪就开始产茶。当地最负盛名

的“铁观音”茶源于18世纪，介于绿茶和
红茶之间，属半发酵型乌龙茶。

当地茶农掌握诀窍、技艺纯熟，通过
自然环境管理确保茶树栽培的最佳条
件，产出优质茶叶。这些方法代代传承，
确保了当地茶园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茗茶也成为当地的一张
名片。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

中国北部内蒙古地区的阿鲁科尔沁草
原游牧系统是中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
产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脆弱牧场管
理的典范。有证据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
人类就在这里从事狩猎和游牧活动。

当地生态系统多种多样，如森林、
草地、湿地、河流，都具有重要的生态
功能。当地牧民现今依旧坚持传统游
牧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
到保护，水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牧

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
得到保障。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位于河北省
邯郸市，为雨养农业系统，是旱作农耕文
化的典型代表，历史可追溯至13世纪。
当地山区气候干旱、自然环境恶劣，而
石堰梯田为陡坡种田创造了条件，至今
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既给当地人提供了
稳定生计，也为这个缺土少雨的北方石
灰岩山区打造了生态循环可持续农业
的样板。

涉县梯田不仅种出了远近闻名的核
桃和花椒，还有小米、玉米、大豆、黑枣及
其他农林产品。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采
用环保农耕技术种植多种作物，既满足
了自身生存发展需要，也留下了壮丽的
梯田景观，见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王硕）

我国3个传统农业系统新入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

2022 年 6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

“噪声法”）即将正式实施。这部法律
于 2021年 12月 24日由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实施后将对防治噪声污染、保护
和改善生活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噪声法建议稿起草组组
长，笔者对全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多次走进工厂、
街道、居民小区，直接与群众和基层
执法人员面对面交流、座谈，倾听他
们的呼声。在调研中，切身感受到无
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城市管理者、执
法一线的工作人员，都对新噪声法
充满期待，期盼这部法律早日出台、
早日实施，以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烦
心事，提升幸福感。

噪声问题涉及千家万户，每个
人都可能是噪声的制造者，也可能
是受害者。我国早在商朝就有了管
理噪声污染的官员。第一次工业革
命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噪声污
染逐渐成为世界性难题。

我国现代噪声管理工作起步于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保大会，布局
相对较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人民对周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
来越高，城市中随处可闻的噪声成
为影响群众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
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噪声法的
出台可谓正当其时。

该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
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宁和
谐环境需求，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的
重要举措，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
护法律制度体系，为噪声污染防治
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在噪声法中，强化源头防控，健
全规划、标准、监测和环评制度，适
应时代发展。对工业噪声、建筑施工
噪声、交通噪声、生活噪声分类施
策，可操作性强。扩大了适用范围，
重新界定了噪声污染定义，填补了
监管空白，明确了政府及各部门责
任，优化了噪声纠纷处理方式，完善
了法律责任，丰富了处罚手段。特别
对从邻里犬吠、广场音响、商店喇

叭、电梯、水泵、变压器、空调器、冷
却塔、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锅
炉、装卸设备到夜间施工、室内装
修、飞车“炸街”等可能影响人民群
众生活的噪声问题都作了有针对性
的规定。

与此同时，噪声污染防治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

噪声具有瞬时性强、变化快、分
类多等特点。噪声源一旦停止发
声，噪声便瞬时消除，这使得噪声
污染取证相对困难，投诉易反复。
目前，一些城市在噪声污染防治管
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总体上
各级各部门重视程度不足，对噪声
污染防治缺乏规划和监管，研究部
署和资金投入很少，管理人员和专
业人员匮乏，技术支撑薄弱，治理
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尚有较大
差距。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为落实、
实施好新噪声法，建议：

（一）尽快出台《噪声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落实各相关部门的法律
责任，推进法律实施配套的制度、标
准及政策出台，使人民群众的期待
能落到实处。

（二）加大对噪声污染防治投
入。集中力量推进噪声防治相关技
术及政策研究，扶持噪声污染防治
事业健康发展。噪声法明确了工业、
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四
类噪声源的污染防治要求，鼓励推
广低噪声工艺和设备，淘汰污染严
重的落后工艺和设备，这些都需要
加强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需要加
大对先进技术的投入和研发，需要
促进噪声污染防治相关产业发展和
成果转化，需要大力培养噪声治理
人才队伍，以推动噪声污染防治的
可持续发展。

（三）加大普法宣传，以法治促
文明，增强全社会噪声污染防治意
识，自觉减少社会生活噪声排放，积
极开展噪声污染防治活动，推动全
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形成人人有责、
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噪声污
染防治氛围，共同维护生活环境和
谐安宁。

（作者系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
总工程师）

噪声法建议稿起草组组长解读新法

用法律守护百姓安宁
——写在新法实施之际

全国政协委员 温香彩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最边
远的村落是位于芝麻镇的竹元
村。该村通过产业发展规划，创
新建立“3335+N”产业发展体
系，引导村民走生态种植养殖
道路，实现户均种植经果林（核
桃、李子）3 亩、马铃薯 3 亩、高
粱3亩，养殖生态猪5头。

尝 到 了 生 态 农 业 的“ 甜
头”，该村又把目光投向村内的
上千亩连片石林，计划发展生
态旅游。“村里的水电路讯等基
础设施完善了，希望能发挥连
片石林的自然资源优势，把生
态旅游产业做起来，吸引外出
务工村民‘返乡筑巢’。”竹元村
驻村第一书记谢佳清说。

近年来，汇川区把良好的
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
发展优势，做好“党建+生态旅
游”“党建+生态农业”文章，大
力发展集林下种养体验、健康
养生度假、乡村山水观光等于
一体的森林康养旅游产业，推
动农旅融合和康养旅游成为旅
游经济增长新引擎。（夏雯珺）

初夏时节，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苗木葱茏，万物并秀。种植苗木
花卉，带动产业发展，提升乡村颜值。近年来，上派镇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多措并举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发展“美丽产业”，一幅

“农业兴、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汪礼慧）

安徽肥西上派镇安徽肥西上派镇：：

环境整治提升乡村颜值环境整治提升乡村颜值

贵州汇川竹元村贵州汇川竹元村：：

背靠绿水青山背靠绿水青山
农民吃上农民吃上““生态饭生态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