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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莫亚红

“实时监测”给空气质量做“CT”的大

气走航监测车、“眼观六路”航拍整体区域

环境污染源的无人机、让废水偷排“无所遁

形”的暗管探测仪……如今，炫酷的科技装

备在金昌生态环境执法中频频亮相，使金

昌环保部门实现科技执法、智慧执法。

近年来，金昌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探索新

手段、新模式，不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在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上综合施策，持

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2023

年，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2天，全市地表

水、地下水水质优良比率达 100%，县级及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达到或优

于Ⅲ类）比例为 100%，建成区考核断面水环

境质量全国排名靠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用

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4%以上。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金昌环保坚持科

技赋能，加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一

走进金昌市生态环境局一楼环保大

厅，生态环境网格化监测高清大屏幕上，

有 46 个绿色空气监测点位。

“在这 46 个点位上有 116 套在线监控

设备，这些设备对全市 40家重点工业企业、

77个排放口实行 24小时实时监测，对全市

重点排污企业的水、气等主要污染因子排放

实施全过程监管。”金昌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安文辉介绍，“这些智能化的‘监管助手’可

以帮助我们快速发现问题，提升执法能力。”

有群众举报小区附近有异味，环保执

法人员即刻手持多参数气体检测仪、带着

执法无人机赶到举报现场，发现问题后立

即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加强整改。

据了解，环保执法人员通过移动执法

终端、现场执法记录仪、多参数水质测定仪

等 30 多种先进装备参与执法，运用大数

据、错峰执法巡查、夜间驻场检查、污染源

分析等手段，大大提升了环保执法能力。

二

近日，在永昌县河西堡工业园区内，

一架无人机正在园区上空进行无人执法

检查工作；地面上，暗管探测仪也开始进

行排查探测。与此同时，金昌市生态环

境局的执法人员通过显示屏直接察看无

人机和暗管探测仪传回的实时画面和数

据，天上地下全方位无死角监控让环保

违法行为无所遁形。

“以前排查工业废水偷排主要依靠人

工，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有了暗管探测

仪，通过交流电在空间产生变化的磁场就

能找到偷排的排口、管道，让排查工作变

得更加快捷、全面、高效。”执法人员介绍。

来 到 金 川 集 团 公 司 二 厂 区 内 ，走 航

监测车正在实时监控空气质量。“过去空

气监测使用色谱仪，一小时出一次数据，

现在使用走航监测车，一秒钟出一次数

据，真正实现了实时监测。”金昌市生态

环境局大气科工作人员李月鹏介绍，在

走航车监测时，不同点位的空气质量数

值以不同的颜色呈现，若测出污染物高

值，可借助车上配备的风速仪，实时掌握

治污设施运行情况和各涉气排放口浓度

变化情况，及时督促企业整改。

金昌市生态环境局还探索在永昌县河

西堡化工循环经济园区开展有毒有害气体

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建设试点项目，对采集到

的特征预警因子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实现对

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的预警。

同时，不断探索智慧型执法模式，以

大数据分析、无人机、便携式监测仪、视频

监控等监管手段，采取随机检查、夜间驻

厂检查等方式，建立环境立体网格化监测

平台，初步实现了由“人防”向“人防+技

防”的转变，推动实现网格化精准监控。

三

位于金昌经开区的恒信高分子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高分子材料的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氯化高聚物废水资源化

回收生产工艺技术”，这家民营企业成为

全国氯化聚乙烯行业唯一一家能做到废

水“零排放”的企业。

围 绕 资 源 开 发 与 综 合 利 用 ，金 昌 市

持 续 开 展 20 年 的 跨 系 统 、跨 行 业 、多 层

次、多学科环保科技联合攻关，解决了一

大批制约全市生态环境发展的关键性技

术难题。

为减少空气污染，2023 年，金川集团

镍冶炼厂投资近 1 亿元实施制酸、环集系

统收尘设施优化提升改造项目。

“我们在原来这个烟囱的位置，新建

一台处理气量每小时 50 万立方米的电除

雾器，建成以后整个尾气外观将得到较大

改善，同时尾气的颗粒物指标也将达到 10

毫克的标准。”在金川集团公司镍冶炼厂

亚钠车间，车间副主任邵志超详细介绍改

造后的项目环境达标情况。

多 年 来 ，金 川 集 团 投 资 20 多 亿 元 ，

实施工业废气环保治理项目，为守护金

昌 碧 水 蓝 天 作 出 了 积 极 的 努 力 。 2013

年，金川集团 110 万吨/年铜炉渣选矿项

目竣工投产，解决了冶炼废渣长期露天

堆 放 带 来 的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2015 年 ，金

川集团热电公司节能减排项目全面竣工

投产，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2600

吨 ；2023 年 ，金 川 集 团 铜 合 成 炉 环 集 烟

气 脱 硫 系 统 扩 能 改 造 项 目 建 成 投 入 运

行 ，有 效 改 善 了 区 域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金

川集团“亚洲第一炉”的镍闪速炉，通过

科技创新改造，年处理硫化镍精矿 85 万

吨 ，实 现 了 尾 气 无 硫 无 碳 排 放 ，用 实 际

行动践行生态绿色发展理念。上半年，

金 川 集 团 公 司 累 计 完 成 营 业 收 入 2064

亿元，同比增加 226 亿元。

—金昌市科技赋能生态环保工作综述

环 保 科 技 守 护 碧 水 蓝 天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煜宇

斜雨脉脉，层林翠郁，云雾在重重山

头缭绕……仲夏的雨说来就来。

行进在柏油道路上，在重重叠叠的绿

意中穿梭，倏尔，一座座色彩明媚的建筑

挨个“探出”身影，一个色彩缤纷的“多巴

胺”小镇出现在大家眼前——武都区五马

童话小镇到了。

五马童话小镇是武都区打造裕河大

景区的重要节点，亦是甘川陕毗邻地区协

同发展文旅康养产业的“代表作”之一。

自去年甘川陕文旅环线战略联盟成

立后，武都区紧紧锚定大景区建设目标，

深入挖掘并整合区域文旅资源，全力推进

裕河景区环线建设。

五马镇作为裕河景区的景点之一，为

形成差异化发展，武都区按照“童话世界，

色彩冲击”和“重装饰，轻装修”的建设思

路，将五马镇打造成了一个梦幻新奇有趣

的乡村版迪士尼。

五马镇周围，山林郁郁葱葱，全镇森

林覆盖率达 90%以上，负氧离子含量高达

每立方厘米 3.6 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

氧吧。置身其中，宛若环游童话世界，这

个原本现代整洁的小村落“换装”为童话

城堡，墙体彩绘的国内外动画经典场景充

满童趣，一屋一景，蓝精灵、后羿射日、飞

屋环游记……亲切的动画人物，唤醒游客

的童真回忆。

小镇到底像不像童话世界，儿童最有

发言权。“小镇不仅周围风景好，而且每一

个房子都五颜六色，还会有像城堡一样的

建筑，就像真的住在童话里一样。”五马镇

九年制学校五年级学生宋礼辉兴致勃勃

地说，自己最喜欢《大圣归来》动画片中的

孙悟空的彩绘，他希望以后做一名宇航

员，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一飞冲天。

童话小镇街区分为东、南、北三条主

街道，北街和东街保留了当地居民原有的

商业业态，新增了童话民宿，南街是文化

步行街，也是游览主要路线。每条街道的

设置都精妙新奇，保障前来游玩的客人能

体会到不同趣味。

——小人王国中 6 间丘比特小屋毗

邻交错，每一间小屋都被赋予了别致的故

事，充满着浪漫和神秘的气息，是打卡拍

照的绝佳取景地。

——崖壁影院依托百米护坡，利用先

进的激光投影和幻影成像技术，讲述了五

马的传奇故事，播映之际，光影交错，耳目

震撼，让人如梦如幻。

——总建筑面积为 800 余平方米的

魔法城堡，共分为 9D 影院、天地幻境、密

室逃脱、玩偶迷宫四层，为游客提供了沉

浸式探寻神秘的魔幻空间。

……

童话小镇日渐繁华，也让当地居民的

生产生活遇见繁花。

坐落于童话小镇南街的村级经济合作

社把群众闲置的房屋整合，改造成了 20 间

商铺，并交由镇上的 13 个村来经营。既增

加了原屋主人的经济收入，又壮大了村级集

体经济，解决了当地部分群众的就业问题。

童话小镇用斑斓色彩和童年回忆治

愈着来到这里的游客，也静静滋润着小镇

的住户。

三年前，五马镇九年制学校语文老师

宗铃波来到小镇任教。亲眼见证了小镇

的变化以及小镇发展对孩子们的影响。

“小镇游客多了，孩子们接触到的人也

多了，都变得善于和人打交道。”宗铃波说，

童话小镇建好后，学校经常组织开展户外研

学实践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生活。

更让宗铃波高兴的是，小镇发展旅游

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此前在外务

工的部分学生家长决定留下来在家门口

就业，班级里的留守儿童变少了。“小镇蓬

勃发展既留住了孩子的父母，也留住了孩

子健康完整的童年。”宗铃波说。

而今，五马童话小镇在群山环抱中格

外绚丽，武都区文旅产业的发展欣欣向

荣。这里的居民已做好准备，去迎接更加

美好的明天。

在 天 然 氧 吧 邂 逅 童 话 小 镇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胡继万

时下的静宁，山峦叠翠，绿意盎然。

近年来，静宁县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人人争当绿

色使者、生态先锋，积极参与植树造林，为建设美丽家园增绿添彩。

今日，绿色已成为静宁县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

干群齐心 共建绿色家园

今春，静宁县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志愿者、群众 2000 余人在灵芝

乡车李村开展义务植树造林，栽植云杉、油松等常青树种 5 万株，完成

人工造林 1000 余亩。

在植树造林现场，工作人员操控无人机，向山上运输苗木。

“无人机运苗木相较人工搬运，费用低效率高，而且苗木土球保存

完整。”静宁县造林绿化司桥乡示范点负责人介绍。

每年春天，静宁县处处都是植树播绿的繁忙景象，广大干部群众用

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山川绿起来、生活环境

美起来。“我们齐心合力种下一棵棵树苗，为大地披上‘绿装’。”静宁县

林草局干部苏佩说。

今年以来，静宁县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在灵芝、新店、

古城、细巷等乡镇实施造林绿化1.18万亩，生态保护退化林修复8807亩。

多措并举 筑牢生态屏障

在静宁县城川镇退化林修复示范点，新植的云杉和原有的杏树、刺

槐等错落有致。

静宁县按照针阔混交、高低搭配、立体栽植的模式，使退化林内树种分

布均匀。“不同树种搭配栽植，可以提高林地质量，增加生物多样性，增强森

林生态功能，促进生态状况持续好转。”静宁县林草局林业站站长赵茂易说。

为确保造林质量，静宁县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合

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四项制度”，严把整地、苗木、栽植和浇水“四道

关口”，推广土球浸泡、下陷式栽植和注入式浇水“三项技术措施”。

“我们实行专业技术人员、监理工程师跟班作业和事前指导、事中

检查、事后验收的全过程质量监管措施，确保工程质量。”负责技术监督

指导的县林草局副局长李五四说。

静宁县今年加快推进城乡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提升城乡景观绿化

品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以高速公路、312 线静宁段、静庄公路、静秦

公路、八原公路等交通主干线和乡村道路为重点，目前完成道路绿化

300 公里，栽植云杉、海棠、直柳等绿化苗木 15 万株。

绿色打底 绘就幸福画卷

“这个公园就像一座天然‘氧吧’，在园林工人的呵护下变得越来越

好。”家住南河公园附近的居民郭明霞，每天早晚都来南河公园散步。

2021 年建成的南河公园，是静宁县城区绿化管护对象。经过几年

的精心管理，其林下休闲空间、森林小径满足了居民休闲游憩、亲子互

动等多元化需求。

静宁县在城区补植苗木 20.52 万株，其中补植当地较为稀缺的七叶

树、法桐等行道树 950株。同时安排人员对城区崇德路南河景观带、教育

园区广场等绿地进行灌溉，灌溉面积10万平方米，提升城区“颜值”。

在做好绿化美化的同时，静宁县对城区公园、广场的部分国槐、美

人梅、七叶树等 50 余种树木悬挂标识牌 300 余块，标注植物的学名、别

名、科属等信息。

“游客只需用手机扫描标识牌二维码，即可了解该植物的原产地、

生长习性、花期果期等内容，还有与其相关的诗词歌赋、人文典故等信

息。这样既传播了城市园林绿化科普知识，又增加了群众游园观赏的

趣味性。”静宁县园林绿化所所长崔锦锋说。

逐绿而行，久久为功。近年来静宁县共完成人工造林 31.88 万亩，

建设绿色通道 2221 公里，新增城市绿地 10 万平方米，林业助建新农村

151 个，建成文屏山和烽台山 2 个生态公园、悬镜湖湿地等一批重点林

业民生项目，截至 2023 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32.85%。

全民植树增绿
共建美丽家园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刘树军

每天清晨，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榆河村护林员王义

带上小喇叭、铁锹、扫把等简易装备，骑上摩托车开启一

天的巡林生活，巡查是否有林区放牧、破坏林木等情况，

及时清理道路两侧及护林点周围的垃圾。

这是安定区以“林长制”促进“林长治”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安定区坚持“三绿”并举，做深做实林长制工作，

形成了横向协同、纵向贯通、合力推进的治理新格局，林

长制工作连续两年获国家林长制激励通报表扬。

自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安定区制定出台林长会议、

信息公开、部门协作、工作督查、司法协作、考核评价等六

项制度，落实“四单一函”工作机制，构建“林长+警长+检

察长+义务监督员”林草执法体系，建成“林长+数智管

理”信息平台，常态化开展打击毁林毁草及入林放牧专项

行动，开展有害生物防治、森林植物检疫、外来入侵物种

普查等活动。

目前，全区共设立区级总林长 2 名，林长 15 名，乡村

两级林长 1183 名，选聘护林员 2372 名，划定“区、乡、村、

护林员”四级责任区域 2275 个，形成“山有人管、树有人

护、责有人担”的工作格局。

夏日的安定，山梁沟峁间绿树成荫，郁郁葱葱，林长

制的实施开启了当地圆梦绿色新征程。

安定区抢抓东西部协作机遇，衔接落实资金 8680 万

元，完成造林 2.1万亩，打造了“福州林”“青岛林”等一批精

品示范工程，“福州林”入选“联合国全球最佳减贫案例”；

将城区面山划定包干到 306 个驻地单位，打造 7.3 万

亩城区面山生态功能区，提升城市颜值；

每年组织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四旁”义务植树

230 万株以上，形成了全员参与的造林绿化新格局；

“十四五”期间，实施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项目，

累计投资 2.79 亿元，造林 29.08 万亩，打造了凤翔镇丰

禾、巉口镇观音咀等 8 个万亩以上整流域生态林。

在“林长制”的驱动下，安定区向绿而行，形成以林

药、林禽、林蜂、森林康养等为基础的多元林业产业，实

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在安定区青岚山乡上坪村，近年新打造的集旅游观

光、休闲林业、研学教育为一体的青岚田园综合体，已成

为市民假日旅游休闲打卡地。

这里由海旺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共流转林地 3000 亩，栽植各类

苗木 20 余万株，带动当地 20 余户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户均年收入 2

万元左右。

截至目前，安定区通过“党建引领+主体带动+群众参与”模式，培

育林业专业合作社 144 家，累计流转林地 3.8 万亩，实现林权流转金额

380 万元，极大地提升了林业产业组织化程度。

安定区正以全面推行林长制为契机，强化林草资源管护，开启林

业建设新征程，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安定，构筑陇中地区黄土高原生

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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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省首个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博物馆——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博物馆开馆。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 将

金昌紫金苑景区碧水蓝天。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陈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