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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是第51个世界地球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珍爱地球 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今天，占地球面积71%的地球“心
脏”海洋怎样了？引领低碳生活新时
尚，垃圾分类如何更好疏通资源“血
脉”？珍爱地球，我们应坚持低碳生活，
把环保行动融入日常，为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多贡献一份力量。

“微”塑料成海洋“杀手”

除了气候变暖和过度捕捞等，作
为地球“心脏”的海洋，还面临着“隐形
杀手”的威胁：微塑料。

全球每年生产的塑料超过 3 亿
吨，其中约有200万至800万吨塑料会
进入海洋。那些尺寸小于 5 毫米的塑
料碎片就是微塑料，它们的化学性质
较为稳定，难以降解，可以在海里存在
数百甚至数千年。微塑料会对海洋生
物带来负面影响。受微塑料污染的海
洋生物还会出现在人类餐桌上，最终
可能威胁人类健康。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
员孙承君介绍，他们在南沙海域进行的
微塑料调查中，22种珊瑚中全部检测出
微塑料，29种鱼的样品中，80%的鱼类样

品中含有微塑料。微塑料除了本身会对
海洋生物产生危害外，还会附载一些污
染物，如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等。

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微塑料调
查与研究。在“向阳红01”船全球航次
中，科考队员获得了近千份海水滤膜
样品。初步数据分析发现，微塑料在全
球各大洋广泛存在，特别是在一些洋
流汇集区丰度更高，并且在南极地区
的海水中也有微塑料存在。

专家表示，微塑料是完全人为的
陆源污染物，应警惕微塑料对全球海
洋生态和人类健康威胁持续升级，严
格禁止向海洋直接排放废弃物，强化
废水处理，减少使用不必要的塑料制
品，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和回收，并加大
科研投入，增强对全球海洋微塑料污
染的认识。

垃圾分出“新资源”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开始正式
推行垃圾分类。这件身边小事推行不
易。为督促居民分类，上海几乎每个小
区都组织志愿者，定时定点守在投放
点边上检查分类质量，指出不当之处。

定时定点，意味着很多居民扔垃
圾要绕远路，志愿者要冒着夏日酷暑

和冬日寒风守在垃圾桶边。为了这件小
事，大家劲儿往一处使。

坚持了这么久，上海交出了什么样
的成绩单？2019 年底，上海日均可回收
物回收量达到4049吨，较2018年底增长
431.8%；湿垃圾日均分出量 7453 吨，较
2018 年底增长 88.8%；干垃圾日均处置
量17731吨，较2018年底下降17.5%。根
据上海最新的发布数据，2020 年底，上
海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的日均回收
量将分别达到 6000 吨以上、9000 吨左
右、16800吨以下。

垃圾分类，到底带来哪些改变？过去
被我们一直忽视的垃圾变废为宝了。

在上海田强环保的中转基地，一垛
垛的快递塑料包装袋，看起来颇为壮观。
这种最外层包装袋，过去只能被拿去焚
烧。现在由于分类做得好，省去挑选和处
理费用，有了利用价值。据负责人介绍，
这些塑料经过造粒，售价可达 5000 元/
吨，用来制造城市管网。

环保教育当融入日常

戴上 VR 昆虫头盔，以昆虫视角看
世界；点击屏幕上游动的小鱼，听听它们
的故事；按动墙上的按钮，了解海平面升
高的危害……江苏省扬州市环保教育基

地免费对外开放一年多来，新颖的互动
体验式展示让市民、游客特别是青少年
有了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去处。

据介绍，扬州环保教育基地按照“一
季一主题、一月一系列”原则，通过策划系
列主题活动，着力打造集科技性、文化性、
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教育性于一体的
环保宣教阵地及学生教育和实践基地。

其中，环保教育主题馆为互动体验
式展示，可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环
保知识。同时，当地政府将环保教育向环
保企业和单位拓展，让公众近距离接触
生态环境工作，增加保护生态环境的自
觉，实现良性互动。

“最吸引我的环节是参观企业，带领
孩子探索垃圾去哪儿的秘密……”家长王
女士表示，通过参观企业，深入环保园区，
亲身体验变废为宝全过程，既增进公众对
环保事业的了解和认识，又能争取广大群
众对环保园区发展的支持和认可。

扬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表示，环
保不仅是一个主张，也是一种教养、一种
看待世界的大格局。地球日每年只有一
个，但环保教育却应该融入孩子的日常
教育中，以小手牵大手，带动全社会生态
文明水平提升。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杜康 蒋芳

呵护蓝色“心脏”疏通资源“血脉”
——写在第51个世界地球日之际

4 月，行走在湘西北的张家界密
林深处，时而可见清水潺潺，让人宁静
凉爽。这里是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所在地。

珍稀两栖动物大鲵又名“娃娃
鱼”，是几乎与恐龙同时代的“地球纪
念物”和珍贵“活化石”。张家界山奇水
异、洞幽林密，是中国大鲵主要的原产
地之一。珙桐、云豹等大量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也在此繁衍生息。1996
年，涵盖张家界 76.5%水域面积的大
鲵保护区，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大鲵
自然保护区。

然而，一直以来由于大量水电开
发等原因，2017年大鲵的天然出苗点
已比保护区成立之初大幅减少。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为解决无电缺

电、防洪灌溉等民生问题，保护区内过
去开发建设了一批水电项目。作为保护
区内最具标志意义的物种，大鲵栖息地
不断缩小，形成“孤岛化”的生存分布。

“一定要把大鲵这个珍稀物种保
护好！”湖南省委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在
张家界调研检查大鲵保护区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工作时指出，要拿出壮士断
腕的决心和勇气，主动担当作为，变

“要我改”为“我要改”。
根据湖南省、张家界市的排查，涉

及大鲵自然保护区的水电项目共有88
个。目前确定除具有防洪、灌溉、饮用水
源等重大民生功能的两个电站保留外，
其余86个水电站实行关停退出。

时间紧、任务重，在拆除水电站的过
程中面临思想统一、企业退出、人员安置

等一系列复杂难题。湖南省环保、水利、林
业、发改、财政、电力、能源等部门多次到现
场调研，张家界市成立党政负责人挂帅的
水电站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并安排4名市级
领导联系区县督察督办整改工作。

打铁必须自身硬。面对部分水电站
背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利益链，张家界
集中排查公职人员违规参股入股、虚假
报账等违纪违法行为。

开展整治工作以来，张家界对47家
私营和集体电站的股东情况进行了清
理，发现公职人员违规入股线索208条；
对17个违规审批的水电站进行清理，41
人被追责；对整治工作不力的7个单位、
11名工作人员进行约谈。

截至2019年底，湖南已完成——
86个关停退出水电站全部停止发电；

需拆除的只具备纯发电功能的水电
站大坝大部分已拆到位；

所有水电站生态基流、增殖放流等
生态修复措施整改到位……

清风回荡在山谷间，站在已拆除发
电机和变电设施的八斗溪电站前，原八
斗溪水轮泵电站站长周如林眼前青山相
连、水流清澈。

“我在这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现在看
着环境变好，我完全释然了。”周如林说，
他和同事们现在都已经到了新的岗位。

大鲵保护区水电清理工作还在继续。
“我们已经做好了啃硬骨头的准备，

必将全力以赴，实现污染消除、生态恢
复、群众满意的目标。”湖南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邓立佳说。

新华社记者 史卫燕 阮周围

啃硬骨头，治生态之患
——湖南张家界大鲵保护区生态环境整治见闻

春风拂过东台新村道旁的柳枝，
轻盈飞絮漫天作雪。

村道旁的两行垂柳，是肖建军
2002年种下的。昔日树苗如今已卓然
而立，风姿绰约。

东台新村，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
区，村子坐落在秦岭终南山脚下。今年
53岁的肖建军，是东台新村党支部书
记，多年来，他坚持年年带着村民一起种
树，至今已记不清一共种过多少棵。

“1999 年，国家启动退耕还林政
策，我们村900多亩地中有345亩地退
耕了。那时我作为村干部，就带着村民
在退耕地上种树。”肖建军说，“村里树
多了，不管耕地、居住，感觉都很好。我
就喜欢上了种树。”

肖建军说，最初村里种的是便宜
的杨树，可村民们提了意见。“杨树需
水量大，种到田边跟庄稼、果树争水，
树形也不是特别美观，大家不喜欢。我
就想，不能什么树都栽，村里的树种还

是要精心选择。”
为了选出好的树种，肖建军跑了

很多地方。“我们这里是长安，‘长安十
景’之一就是‘灞柳风雪’。我就在入村
的主道两旁种上垂柳，柳树出芽早、落
叶迟，随风飘荡也好看。”肖建军说。

村里主道因垂柳增色不少，村民
们也更加支持肖建军的“种树事业”。

“每年一说种树，村里人一叫就来。挖
坑的挖坑，浇水的浇水，大家兴致都很
高。”肖建军笑着说，“我们村里过去都
是土路，后来道路改造，每硬化一段，
我们就在道路两旁栽树。村里的角角
落落，都种上了合适的树。”

村子里的树木每年都在增加，不
仅有松柏、女贞、银杏、红枫等生态树
木，还有成片的鲜桃园、樱桃园，山坡
上还有不少核桃树、柿子树，现在东台
新村的树木种类达到50多种。青山南
立，果园连绵，处处啼鸟声声，绿树花
草掩映着农家村舍……来到这里，人

们仿佛不经意间，走入了田园诗中。
阳光正好，村民卢媛媛身着古典服

饰，坐在自家的屋顶露台上。她望着终南
春色，身前的木桌上一壶清茶香气氤氲。
她的身边，游客王女士兴致勃勃地拍着
照片，想把美景尽收到手机之中，“来到
这里就好像回到了遥远记忆中的家园，
身心都安放了。”

20多年前，卢媛媛离开生长的村子
外出做生意。离开村子时，在她的印象
中，东台新村晴天土、雨天泥。“几年前我
回来一看，村子完全不一样了，几乎走一
步就是一处景色。许多游客开车到我们
村里来玩。”卢媛媛说，“那一刻我就决定
要回乡创业”。

两年前，卢媛媛把自家的老宅子重
新翻修，改成了充满意趣的民宿，在门前
种植了花树、藤萝，让房子融入村里美景
之中。这个名为“依山客栈”的民宿迅速
走红。“现在我们每天都有不少订单，但
为了保证来的游客能有最佳的感受，我

们不得不限制接待量。”卢媛媛说。
许多游客驱车来东台新村感受山水

田园，这让肖建军既高兴又有些发愁。他
说：“现在春暖花开，有时候我们每天的
游客量能达到3000多人。前阵子路上停
满了车，路都堵了。我们不得不在村外开
出停车场，让游客把车统一停放。”

环境的改变为东台新村聚集了人
气，也为村民带来了收入。“我们这个村
共570多人，已经发展起了36户农家乐
和民宿，去年人均收入达到 14000 元。”
肖建军说。

趁着前一天下一场雨，肖建军招呼
了几户村民在村里的小广场上种树，这
次要种的是皂角树、桂花树和红枫，七八
个人忙碌了一天，10多棵新树终于在东
台新村安了家。

“我们住在终南山下，要种更多的
树，把我们的村子变得能配得上这山，变
得和山一样美丽！”肖建军说。

新华社记者 姜辰蓉 李华 李亚楠

种树南山下 诗意田园间

新华社西安4月 21日电
（记者刘彤）记者 20 日从陕西
省铜川市耀州区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站了解到，自2013年我国
首次在秦岭以北野化放飞朱鹮
以来，这个种群数量持续扩大，
目前在秦岭以北繁育的朱鹮已
超85只。

为扩大我国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朱鹮的种群数量，国
家林业部门、陕西省人民政
府先后于 2013 和 2015 年，在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沮河流
域柳林林场成功野化放飞 62
只朱鹮——这些朱鹮都来自
秦岭以南的陕西洋县。在管
护人员不懈努力和监测保护
下，秦岭以北朱鹮种群的飞
翔活动范围不仅逐年提升与
扩大，而且觅食、夜宿、生存
活动渐趋稳定。

铜川市耀州区野生动物保
护管理站站长王华强说，野化

放飞以来，朱鹮在柳林林场周
边及庙湾镇沮河蔡庄村段、庙
湾镇瑶玉村段河道附近共筑巢
13 处，共顺利繁育出朱鹮 85
只，且这一种群数量仍在稳定
增加。

王华强说，巡护员会坚持
每天对朱鹮进行密切跟踪与观
察，及时掌握它们的觅食、休
憩、活动等情况。“如果发现受
伤、迷途或生病的朱鹮，我们会
采取救助措施。自放飞以来，监
测人员从野外陆续救助回朱鹮
20余只，并陆续将治愈朱鹮放
飞沮河。”

“根据持续观测，今年已有
34 只达到繁育期的朱鹮在野
外建巢，随着小朱鹮的陆续降
生，秦岭以北朱鹮种群数量有
望突破100只。”王华强说。

铜川是秦岭以北首个朱鹮
野化放飞地。秦岭以南是朱鹮
的主要栖息地。

我国秦岭以北累计繁育
朱鹮超85只

新华社石家庄4月 20日
电（记者齐雷杰）河北省滦平县
潮河湿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成
员近日在金山岭长城望京楼和
仙女楼一带，发现有4只“鸟中
大熊猫”黑鹳频繁出现。

滦平县金山岭长城与北京
密云司马台长城相邻，这一带
山区植被较为茂盛，生态环境
良好，长期以来一直是京津冀
区域旅游胜地。

滦平县潮河湿地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分析认为，成年黑鹳
繁殖期在这一带频繁出现，有
可能是黑鹳在附近悬崖营巢孵

卵。这里山高林密、地势偏僻，
人类干扰较小，邻近的潮河及
支流水质优良，水生动植物物
种丰富，适合黑鹳生息繁衍。

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已被列为濒危物种，被誉为“鸟
中大熊猫”。黑鹳体型优美，嘴、
腿、眼斑都呈鲜红色，黑亮羽翼
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铜绿色光泽。

黑鹳给古老沧桑的金山岭
长城增添了一道优美风景线。
滦平县潮河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提醒游客，要为其创造良好生
存繁衍环境，避免近距离接触
惊扰。

河北金山岭长城一带
发现4只珍稀黑鹳

新华社南昌4月 19日电
（记者陈毓珊）南昌五星白鹤保
护小区负责人周海燕用手机拍
下工人从货车上卸下藕种的照
片，这些藕种将被加紧种植，为
今年冬天白鹤返回鄱阳湖区越
冬提供食物保障。

“去年冬天飞来五星越冬
的白鹤，最后一批已于 3 月 17
日左右北迁。”才分开没多久，
周海燕就十分思念这些“小家
伙”们，时常翻阅此前拍摄的照
片和视频，在朋友圈分享它们
曼妙的身姿。

位于江西南昌高新区的五
星白鹤保护小区被誉为“人类
距离白鹤最近的地方”，高峰期
聚集上千只白鹤，最近观测距
离仅几十米。而这片被白鹤眷
恋的藕田，则是被周海燕和众
多鸟类爱好者众筹资金“救”回
来的。

近年来，随着鄱阳湖湖内
鹤类传统食物沉水植物冬芽种
群数量减少，大量白鹤及其他
越冬候鸟迁往湖外农田觅食。
2012年，白鹤首次出现在与鄱
阳湖一坝之隔的南昌高新区五

星垦殖场的藕田觅食。从那以
后，这里每年都能见到白鹤的
身影。

2017年，在当地藕农面临
“人鸟争食”的窘境，不得不选
择改种水稻时，周海燕发动百
余名爱鸟人士租下 498 亩藕
田，购置藕种、整理农田、修建
道路、建立水位调控系统，建起
五星白鹤保护小区。

“我们今年从湖北和安徽
采购了优质藕种，吃起来是脆
甜的口感。”周海燕介绍，今年
五星白鹤保护小区预计将投放
藕种70万斤，为了解决白鹤生
存空间问题，计划将现有藕田
扩大到约1050亩。

江西省林业局湿地和草地
管理处处长程淳姬说，江西省
林业局也将继续投入中央财政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用于支
持五星白鹤保护小区开展候鸟
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修复。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抓紧种植藕种。”周海燕说，“我
们把白鹤当成自己的孩子，希
望这些‘孩子’能如期归来。”

江西：70万斤藕种开始投放
只等白鹤归来

新华社济南4月 19日电
（记者杨文 邵鲁文）为推进内
河航运绿色发展，提升船舶防
污染水平，山东省日前提出，从
4 月中旬起到年底，开展长江
经济带内河船舶和港口污染突
出问题整治工作。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
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 4 部门印发《山
东省长江经济带内河船舶和港
口污染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方
案》，提出在2020年，分部署和
摸排、集中整治、总结提升三个
阶段，在济南、枣庄、济宁、泰
安、菏泽 5 个内河沿线城市开
展集中整治。

针对全省内河船舶生活污
水收集装置未有效安装或不能
实现达标排放，岸基污染物接
收转运处置能力薄弱和未实现

链条式管理等问题，山东省将
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巩固
400总吨以上船舶生活污水收
集或处理装置有效运行；二是
推进完成 100 总吨至 400 总吨
船舶加装生活污水收集装置工
作；三是推进岸基污染物接收、
转运和处置衔接顺畅，实现链
条式管理和动态监管。

在监督检查方面，山东省
将对船检机构依法开展船舶检
验，收回不符合规定船舶的证
书；加强船舶防污染设备配备、
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依规
处理未按规定配备防污染装置
或未保持正常使用船舶；对不符
合规定的船舶不核发船舶营运
证书或通过年度审核；建立船舶
污染物船岸交接和联合检查制
度，对违反规定排污的船舶和港
口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山东开展内河船舶和港口
防污染整治工作

4 月 20 日，船舶行驶在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三峡翻
坝物流园一带水域（无人机
照片）。

近几年来，长江三峡各
地采取封山育林、库岸治理、
岸线复绿、岸电接船、码头整
治、水上清漂、船舶污油和垃
圾回收无害化处置等综合措
施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构筑
起一道美丽的生态屏障，“护
航”一江清水向东流。

新华社发 王罡 摄

生态屏障
“护航”三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