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月5日 星期四
E-mail：shengtaizhoukan@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956 责编 /王菡娟 校对/郑原圆 排版/姚书雅 ·绿色产业生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fengxiangbiao

风向标

绿色资讯
lvsezixun

国家林草局近日公布岩溶地
区第四次石漠化调查结果。数据
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石漠化
土地面积为722.32万公顷，占岩
溶面积的14.92%。与上个调查周
期（2016年）相比，5年间石漠化
土地净减少333.08万公顷，年均
减少66.62万公顷，年均缩减率
为7.72%。我国已实现了自2005
年以来，连续3个调查期石漠化
土地面积持续缩减，且缩减幅度
提高。石漠化扩展的趋势得到全
面遏制，我国石漠化状况呈现出
持续改善的良好态势。

面积缩减的同时，石漠化程
度也持续减轻。石漠化地区植被
综合盖度达65.4%，较2016年提
高4个百分点。此外，岩溶生态系
统功能增强，水土流失状况持续
改善。与上次调查结果相比，岩溶
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7.81%，
土壤侵蚀模数下降13.55%，土壤
流失量减少28.94%。

石漠化即石质荒漠化，是指
在热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气
候条件和岩溶极其发育的自然背
景下，受人为活动干扰，使地表植
被遭受破坏，造成土壤严重侵蚀，
基岩大面积裸露，砾石堆积的土
地退化现象，是岩溶地区土地退
化的极端形式。

石漠化的扩展不仅加重了自

然灾害，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山
洪、滑坡、泥石流威胁加大，还致使
耕地丧失，当地贫困加剧，因此往往
被称为是区域“灾害之源、贫困之
因、落后之根”。

多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石漠化
防治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投
入201亿元开展相关工作。

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司司长孙国
吉表示，我国石漠化土地已实现由
21世纪初的“持续扩展”到目前的

“面积持续减少、程度持续减轻、生
态状况稳步好转”的历史性转变。

生态状况的显著改善还促进了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司
副司长胡培兴介绍，通过采用

“乔、灌、竹、藤、草、药”进行综合
治理，石漠化地区现有经济林（园
地）面积191.58万公顷，年产干鲜
果品7118.2万吨，年产值4201.2亿
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
的 5682 元 提 高 到 2020 年 底 的
15312元。

同时，通过实践探索，石漠化地
区政府主导，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治的行动体系初步形成，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思路和技术模式
不断完善，已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多部门协
同治理体制。

我国石漠化扩展趋势得到全面遏制
本报记者 王硕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
交通运输业的污染排放不容忽视。目
前我国港口的清洁化成效如何？内河
岸电使用率是什么情况？亚洲清洁空
气中心在“2022 中国蓝天先锋论
坛”上发布了《蓝港先锋2022：中
国典型港口空气与气候协同力评价》
和《航运先锋2022：航运减污降碳
进展研究》，两份报告聚焦港口与航
运业减污降碳。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典型港口和
全球航运清洁化成效初显，我国内河
港岸电使用率稳步提升，先锋港口企
业和航运企业在减污降碳先进技术方
面引领探索，减排路径逐步清晰。

内河港岸电使用率稳步提升

靠港船舶是港口大气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山东省港口集团的
研究发现，靠港船舶对港口NOX、PM2.5、
CO2的排放贡献超过四成。

船舶靠泊期间使用岸电可有效减
少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在业
内也早已成为共识，“十三五”时
期，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我国港口
岸电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蓝港先锋 2022》 报告显示，
2021年我国内河港专业化泊位岸电
覆盖率基本达到100%，岸电使用率
稳步提升，靠港船舶辅机排放得到有
效控制。有可得数据的6个内河港岸
电使用率平均值为43%。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交通项目主任
成慧慧说：“这与2021年实施的长江保
护法有关，法案的实施对长江流域港口
岸电的使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但报告也同时指出，港口减排的
科学支撑仍较薄弱，部分缺乏战略引
领；国际航行船舶替代能源规模化应
用仍面临多重挑战，岸电受电设施安
装不足，制约我国沿海港口岸电使用。

尽管我国沿海港口岸电覆盖率持续
提升，但仍有较高比例的沿海航行船
舶、国际航行船舶尚不具备岸电受电设
施。根据 《航运先锋2022》，2021年
停靠中国沿海港口的国际航行集装箱
船、散货船的高压岸电受电设施配备率
仅为5%。

成慧慧为此表示：“目前推动靠港国际
航行船舶岸电使用缺少有力约束机制和激
励措施。港口一方面应尽快推动已具备岸
电受电设施的船舶靠港时尽量使用岸电，
同时，也应强化岸电使用监管，明确岸电使
用在港口方和船舶方的责任和罚则。”

“我国港口可以为国际航行船舶进
一步减排提供更便利的条件，比如要求
为国际航行船舶提供服务的码头普遍配
备岸电供电设施，为船舶靠港使用岸电
创造条件。”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
院首席研究员彭传圣在会上说。

港口和航运绿色发展需加快
能源转型步伐

报告认为，港口能源转型不仅要优

化港口自身能源消费结构，也要提升能
源生产或供应中“绿电”的占比，从而
降低港口用能的全生命周期排放。

事实上，在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方
面，我国部分港口清洁化进程更加领
先。《蓝港先锋2022》报告通过构建独
立的评价体系，对2021年我国35个典
型港口的减污降碳进展进行对比和分
析。厦门港、湛江港、宁波舟山港、武
汉港的比例均超过50%。

短期船舶能效的提升，中长期替
代能源的应用，是航运脱碳的关键。
根据 《航运先锋 2022》，新船订单中
减碳技术的应用比例明显提升。以集
装箱船、散货船和油轮三大主力船型为
例，截止到2022年11月底，新船订单
中应用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的船舶运力
占比范围分别达到了22.3%~40.6%和
14%~37%。

成慧慧表示：“政府部门可考虑加
强对能源转型的财政支持，给港口和航
运更多转型的动力。港口应优先选择有
助于实现长期零排放目标的能源替代路
径，积极探索纯电动等替代能源的规模

化应用。航运公司也需尽早开展零碳船
用能源的布局和应用，同时发挥纽带作
用，联动各方积极参与替代燃料技术的
开发与应用。”

“我国航运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不
仅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协同减少
空气污染物排放，中国航运业全球竞争
力和影响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交
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环境资源所总工程
师李悦表示。

多方合作探索创新减排模式

与会专家认为，转向近零排放是我
国迈向“碳中和”趋势下的港口发展必
由之路，也是建设世界一流港口、增加
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砝码。

报告也提到，国内一些港口集团正
在积极承担减排主体责任，如山东省港
口集团发布了港口移动源大气污染物和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可量化的绿色低
碳港口“十四五”规划。一些领先的航
运公司也相继作出气候承诺，推动航运
脱碳，如马士基、赫伯罗特、海洋网
联、日本邮船等均设定了净零排放目
标。这些行业先锋正在成为业内减污降
碳的标杆，其做法值得更多港口与航运
企业参考借鉴。

专家指出，港口和航运业的减排需
要多方参与，积极探索创新多方合作的
减排模式。气候工作基金会顾问冯淑慧
说，“管理部门、港口、航运公司、能
源供应商、货主等可共同探索绿色航运
走廊模式，推动低排放、零排放船舶
的规模化应用。”

报告同时建议，针对港口与航运
业，政府部门需持续强化政策顶层
设计，港口与航运企业应积极制定
绿色发展战略和减排目标，探索创
新多方合作的减排模式，加快实现
港口与航运业的绿色转型，推动交
通强国的建设。

港口与航运迎来绿色低碳转型期
本报记者 王菡娟

2022年12月30日，经过历时6
年的施工建设，引江济淮工程顺利实
现试通水试通航的目标。与此同时，
作为国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引江济淮二期工程也于同
日开工建设。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两
大水系，是跨流域、跨省重大战略性
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是国务
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工程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
航运为主，结合灌溉补水和改善巢湖
及淮河水生态环境。工程供水范围涉
及皖豫两省 15市 55县 （市、区），
总面积7.06万平方公里，输水线路
总长723公里。

“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后，长江水
将从安徽枞阳枢纽和凤凰颈枢纽出
发，流经巢湖、翻越江淮分水岭后进
入淮河，一路北上，最终来到皖北及

豫东地区。”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
一级巡视员赵卫介绍，该工程将在保
障城乡供水、发展江淮航运、改善生
态环境等方面发挥显著的综合效益。

引江济淮工程贯通菜子湖、巢
湖、瓦埠湖和淮北地区三横四纵水
系，将促进新中国最大灌区淠史杭
工程焕发青春，激活新中国治淮工
程体系，助力构筑国家水网主框架、
大动脉。

同时，工程还将打造内河航运黄
金水道。引江济淮工程通航后，在安
徽境内形成“工”字形水运网，淮南
到芜湖之间的水运距离，将从绕道京
杭运河的645公里减少到330公里。
引江济淮工程北接沙颍河航道，南连
芜申运河，形成平行于京杭大运河的
我国第二条南北水运大动脉，连通现
有航运水系，辐射四方，通江达海，
产业势能巨大。

打造内河航运黄金水道
——引江济淮工程实现试通水试通航

本报记者 王菡娟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2022
年 12月 29日，中国气象局公布
《国家气象观测站升级国家基本气
象站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全
国1587个有人值守的国家常规气
象观测站（以下简称“常规站”）分
期分批升级为国家基本气象站（以
下简称“基本站”）。其中，1520个
台站于2023年1月1日完成升级。

将常规站升级为基本站，旨
在深入贯彻落实《气象高质量发
展纲要（2022—2035年）》，加强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扩大国

家基本气象站规模，进一步挖掘有
人值守国家气象观测站的效能，加
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力度。

中国气象局综合观测司司长曹
晓钟表示，升级为基本站后，将直接
提升气候观测站点数量，改善站点
探测环境，进一步理清常规站站类
管理问题，形成规模适当、长期稳定
发展的国家气候观测网。国家气候
观象台、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
气象站站间距将由现在的106公里
缩小到64公里，进一步满足全国气
候及气候变化分析需要。

国家基本气象站扩容
——1587个常规站分批升级

日前，数十只绿头鸭现身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归流河生态公园。绿头
鸭在未冰冻的浅水区域嬉戏觅食，成为寒冬公园里一道独特风景。

随着城区公园改造升级，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同时，城区周边的生态
环境也得到进一步改善，迎来不少“落户”城区周边的新“居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绿色会客厅已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据了解，绿头鸭是杂食性动物，主要栖息在水生
植物丰富的湖泊、河流、沼泽等水域中，在冬季和迁徙期间也会出现在开阔的湖泊、水
库、江河、海岸附近的沼泽和草地等。 田福良 毕力格 摄

生态公园迎来新生态公园迎来新““居民居民””

黄永强的工作比过去变得“轻松”了
很多。作为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寒口候
鸟保护站的一名老队员，刚从事这份工
作时，他要冒险去阻止捕鸟村民、盗猎团
伙，这几年，搜集生态数据和救治受伤候
鸟成为他工作的日常。

这是湖南“千年鸟道”10 年变化的
一个缩影。湖南境内共有罗霄山脉、雪峰
山脉和湘中丘陵三条候鸟迁徙通道，每年
有超过240种候鸟自西伯利亚经湖南飞往
澳大利亚。过去，在湘赣两省分界线的罗
霄山脉，沿线的桂东、炎陵等县打鸟之风
盛行，每年9月至12月的迁徙高峰，总有
一些鸟儿无法抵达它们的目的地。

“那个时候一到晚上，山里就灯火通
明。”黄永强说，尤其是雨雾天，候鸟会朝有
光亮的地方飞去。打鸟人便利用这一点，在
山上点一堆火，或者打开LED灯，然后在前
面搭一张网，鸟儿就会“自投罗网”。

2012年，在社会和媒体的持续关注
下，各级政府出手刹住了这股风。株洲市
炎陵县下村乡党委书记陈一龙介绍，炎
陵县于当年在下村乡牛头坳设立了全县
第一个候鸟保护站，每天安排 6 名队员
24 小时不停轮值。陈一龙说，下村乡全
乡共有专职护鸟员 30 人，10 年来，还另
有上百位村民参与过义务巡护。

“大规模、有组织的打鸟现象已被完
全遏制。”炎陵县林业局副局长王财平介
绍，10 年来，当地最大一个打鸟案发生
在 2020 年，一个老人因为“想练手艺”，
打了几只鸟被巡护队员发现。后来，炎陵
县人民法院特意将案件安排在乡里公开
审理，数百名村民参与了旁听。

炎陵、桂东还和临界的江西遂川县
围绕“护鸟组织联建”“护鸟执法联管”

“生态教育联手”“生态经济联谋”结成了
两省三县“护鸟联盟”。许多曾经的打鸟
人也变身为护鸟人。由于熟悉环境、了解
候鸟习性，他们常常为进山的志愿者和
科研团队义务担任向导。

湖南省林业局在全省范围内确立了
包括炎陵、桂东、蓝山、新化在内的11个
候鸟迁徙重点县，并建立了数十个保护
站。记者在寒口保护站看到，当地森林公
安通过高清红外摄像头，实时监控进山
通道。站长罗诗斌介绍，一旦出现情况，
保护站将部署巡防队员和森林公安联合
行动。

“在迁徙的季节，候鸟从头上飞过真
的非常壮观。”黄永强说，自己守护的不
仅是“千年鸟道”，更是一笔宝贵的生态
财富。

（周勉 程济安）

让鸟儿从头顶平安飞过
——探访湖南罗霄山脉“千年鸟道”

刚刚过去的 2022 年，三峡工程
在水资源利用、发电、航运和生态环
境保护等综合效益充分发挥，为践行
长江大保护事业交出一份高分“生态
答卷”。

2022年 7月长江流域来水丰枯
急转，出现历史罕见干旱。面对旱情，
三峡水库彰显大国重器担当，全力支
持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
度专项行动，严格执行长江委调度指
令，在7~9月累计向下游补水15.1亿
立方米，有效遏止了下游河道水位下
降趋势，保障了灌区秋粮作物生长关
键期用水需求。并于10月开展压咸
潮调度，累计增加供水 40.6 亿立方
米，为长江口压咸潮起到了积极作用。

面对全球能源危机叠加极端气候
影响，2022年，三峡水电站坚定扛起
能源保供责任，在关键时刻展现了关
键担当。

据介绍，三峡绿电让“双奥之城”
更加闪耀，助力北京冬奥会全面实现
碳中和。三峡绿电让迎峰度夏更有保
障，三峡水电站7月多项调峰指标刷
新历史纪录并利用有限水量增开机组
顶峰出力，有效缓解华中、华东、华南、
西南等地供电紧张局面，充分发挥能
源供应“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用
实际行动彰显“大国重器”和“顶梁柱”
的责任担当。

2022年三峡工程生态调度工作
效益显著，连续开展了2次针对库区
产黏沉性卵鱼类自然繁殖的生态调度
试验，库区监测断面总产卵规模约1.1
亿粒；开展了2次促进坝下产漂流性
卵鱼类自然繁殖的生态调度试验，第
二次调度期间，宜都断面鱼类总产卵
量达153亿粒，其中四大家鱼产卵规
模达88亿粒，创历年之最，有效改善
了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功能。

三峡工程交出一份高分“生态答卷”
本报记者 王硕

日前，天津华电蓟北抽水蓄
能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天津首
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进入“快车
道”，华电天津分公司绿色转型
发展也迈出崭新一步。京津冀三
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立法、统一
规划、统一标准、协同治污，推
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据了解，天津华电蓟州抽水
蓄能电站项目在建设时与周边旅
游资源对接，做到全域资源统
筹、全过程生态建设、全方位融
合创新、全保障安全建设。该项
目投运后，每年预计可发电23
亿千瓦时，节约系统耗煤量约
36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约1.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约86万吨。

京津冀建立高效统一的重污
染应急联防联控机制。在秋冬季
不利气象多发时段，天津保持与
生态环境部和京冀等兄弟省份的
高频联动，做到研判精准、响应
迅速、应对有效。同时，天津从
能源清洁高效、工业升级改造等
方面入手，推动全市工业企业的
2600多座炉窑全部使用清洁能
源，51套煤电机组污染排放水

平大幅优于燃气标准；4家钢铁企
业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石化、
平板玻璃、垃圾焚烧等重点排放企
业持续开展深度治理，污染物排放
总量逐年下降。

与此同时，坚持精准治污，天
津把绩效分级作为统筹环境保护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举措，聚焦重
点产业链帮助企业上水平、减排
放、强管理。全市已有266家企业
达到A、B级或引领性水平，在重
污染应急期间可以稳定生产，成为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天津河湖长制实现有名有实有
能有效，全市所有水域全面“挂
长”。2017年以来，天津实行市、
区、乡镇（街道）三级党政主要负
责人任“双总河湖长”，落实市、
区、乡镇（街道）、村四级河湖长
5830名，河湖长制体制机制不断
健全，先后开展河湖“清四乱”、
乱泼乱倒治理、河湖长制履职尽责
等专项行动，河湖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筹多种水源向全市重要河湖湿
地生态补水16.65亿立方米，8条
国考重点河湖生态水位（水量）全
部达标，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京
津冀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天津多措并举助力
京津冀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张原 李宁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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