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08 2025年 1月 15日 星期三 责编：贾莹 美编：孟莉娜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
通讯员 封康康

寒冬时节，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1 月 12

日一大早，华池县南梁镇高台村林长李志源

吃过早饭，来到村里万亩苗林基地等重点区

域，开始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我每月至少巡林 15 天，看看林区有没有

火源和放牧的人，树木有没有发生病虫害，有

异常情况都会及时处理和上报。”李志源说，

“以前，这里大片的荒山黄土裸露，我们时常

遭受黄沙侵袭。现在的绿水青山来之不易，

必须用心护好每一抹绿色。”

一

南梁镇地处子午岭林区边缘。

从 2013 年开始，南梁镇依托“三北”防护

林、生态公益林、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累计

完成退耕还林 1.68 万余亩，实施造林工程 8 万

余亩，林草覆盖率提高到 84.6%，水清岸绿的

美 丽 小 镇 已 然 成 形 。 南 梁 镇 先 后 被 命 名 为

“国家级生态乡镇”“全国文明村镇”“全国第

四批美丽宜居小镇”和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为了带领村民富起来，南梁镇大力发展

“生态+红色旅游”“生态+现代农业”，苗木培

育、中药材种植、生态养殖等统筹发展，点燃了

红色旅游发展引擎，以红色旅游为主的第三产

业收入占全镇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77%。

“我们把‘两山’理念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以红色旅游、生态农业为载体，实现了‘绿水青

山’‘红色文化’与‘金山银山’的互促共进、融合发

展。”南梁镇党委书记张建政说。

二

南梁镇只是一个缩影。

在 华 池 ，昔 日 的 旱 塬 荒 山 如 今 满 眼 苍

翠 。 依 托 绿 水 青 山 ，当 地 协 同 推 进 降 碳、减

污、扩绿、增长，不断探索着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的契合点。

“我们深入推进陇东黄土高原区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累计完成退

耕 还 林 工 程 37.05 万 亩 ，荒 山 造 林 61.63 万

亩 ，退 化 林 修 复 8 万 亩 ，提 质 增 效 29.51 万

亩 ，人 工 种 草 6.5 万 亩 ，退 化 草 原 治 理 10.1

万 亩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2.97% 。”庆 阳

市生态环境局华池分局局长慕万玮介绍。

慕万玮介绍，华池县全面启动实施水生

态修复系列工程，建成 1 厂 18 站生活及工业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城 镇 生 活 污 水 收 集 率 达 到

94.57%。打破村与村、乡与乡界限，实行整

片区、整流域推进，治理万亩以上小流域 26

个，增加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70 万亩，土壤侵

蚀 模 数 由 8500 吨 每 平 方 公 里 减 少 到 7500

吨每平方公里，流域治理成效初显。

如今，爬上山头，举目眺望，每一座山、每

一条河、每一片林，处处都是绿色财富。甘草、

黄芪、沙棘、木耳、蘑菇……这些原生于深林之

中的植物，为当地人“掘金”提供了更多选择。

三

临近年关，华池县甘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沙棘饮料迎来销售旺季。企业生产车间

内，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全力赶订单、抓生

产，忙得热火朝天。

“去年华池沙棘迎来了大丰收，我们按照

每公斤 3.3 元的价格，在当地收购了 6000 多

吨沙棘作为原材料。”甘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黄九龙介绍，每年 6 月至 10 月，当地群众

通过户外采叶、择果，人均增收 2500 元以上。

沙棘在华池县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有防

沙固沙、水源涵养作用，是当地的乡土树种和

主要造林树种。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营造

沙棘林面积 45 万亩。

为 了 将 生 态 优 势 转 化 为 经 济 优 势 ，华

池 县 依 托 龙 头 企 业 甘 农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大 力 实 施 沙 棘 产 品 加 工 业 提 升 行 动 ，加

工 生 产 沙 棘 原 浆、沙 棘 籽 油、沙 棘 复 合 饮 料

等 20 余 类 产 品 ，带 动 加 工 业 产 值 1.2 亿 元

以上，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向 绿 而 行 ，向 新 发 展 。 华 池 县 优 先 发

展 绿 色 工 业 、现 代 农 业 、红 色 旅 游 等 产 业 ，

积 极 打 造 循 环 经 济 高 地 ，先 后 投 资 55.9 亿

元 ，实 施 50 万 千 瓦 新 能 源 等 项 目 16 个 ，延

伸 补 强 石 油 伴 生 气、固 废 资 源 循 环 利 用、石

墨 、风 电 光 伏 、再 生 资 源 等 工 业 产 业 ，推 动

工业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绿色发展。

同时，大力培育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积极

构 建 以 种 植 业、养 殖 业、菌 业 为 循 环 链 条 的

“三元双向”现代农业模式，加快推动农业大

县向农业强县转型。采取“红色文旅+康养”

“红色文旅+生态”等模式，开发“三元双向”循

环 科 普 基 地 研 学 游 等 旅 游 线 路 5 条 。 2024

年，全县旅游接待人数 320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13.8 亿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华池

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绿水青山的底色

更亮，金山银山的成色更足。

华池县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红 土 地 上 绘 就 绿 色 画 卷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薛砚 通讯员安琪）伴随着

近年来黄河兰州西固段沿线生态

环境的不断改善，兰州市西固区达

川镇三江口湿地已经成为大天鹅等

候鸟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2024

年以来，西固区强化生态保护，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文旅融合，推

动“天鹅经济”发展。

西 固 区 围 绕 打 造 天 鹅“ 生 态

园”，把加强黄河、湟水河生态环境

治理和保护作为全区重点工作，以

“提升水质、改善环境、防范污染”

为 主 线 ，常 态 化 开 展 沿 河 巡 查 。

2024 年 以 来 ，镇 级 河 长 巡 河 440

次，村级河长巡河 693 次，对巡河

发现的河道周边白色垃圾、生活垃

圾、尾菜等问题整改 56 处，通过持

续治理和保护黄河沿线生态环境，

为 白 天 鹅 栖 息 提 供 更 好 的 环 境 。

同时，细化清洁服务区域，每天对

景区道路沿线、2 号码头及防洪堤

坝等区域卫生进行集中清扫，对景

点河道及雨洪排口实行日清理制、

对河道周边垃圾及河道漂浮物实

行 周 清 理 制 。 聚 力 打 造“ 天 鹅 小

镇”，努力建设天蓝、水清、山绿、人

富的达川小镇。

西固区紧抓野生动物保护，常

态化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相

关法律和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宣传

等志愿服务活动。切实将巡护和

监测相结合，加大巡护力度，实行

24 小时值班、日报告制度，利用保

护区视频监控设备，实时掌握栖息

地以天鹅为主的野生鸟类动态情

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坚持做到

巡护到位、看守到岗，不留死角，防患于未然。通过开

展“守护生态，你我同行”生态文明宣传活动，切实提

高了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参与度。

西固区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认真谋划三江台

景区基础道路建设、星级旅游公厕、生态停车场等旅

游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将游玩、观赏等区域进行

合理划分，提升旅游综合接待能力。建成达家台观景

亭 3 座，旅游公厕 2 座，铺设三江口生态文化观光木栈

道 673 米，硬化环形道路 1.6 公里，设置生态廊道文化

标识及展示牌 20 个。同时积极打造新农人集市，统一

规范农产品展销和娱乐设施布局，建成小吃移动摊位

50 余个，加强酒枣、圣女果、妙香七号草莓等特色农

产品培育推广。打造集冰雪游乐、体育锻炼、休闲观

赏于一体的冰雪嘉年华，运营儿童滑雪车、冰车、雪

圈冲浪、卡丁车等项目，形成吃购玩赏于一体的旅游

产业链，借“天鹅之翼”品牌效应，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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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乔彩凤 殷源远

走进冬日的渭河源头，独具一格的自然风

光和巧夺天工的冰雕交相辉映，展现着渭河源

头独有的魅力。

渭源，以水而名，因水而兴。随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当地纵深

推进河湖长制，持续深化全域治水，打好碧水保

卫战。

如今的渭河源头，河畅景美，水城共融，人

水和谐。

健全机制 形成治水合力

全 面 推 行 河 湖 长 制 以 来 ，渭 源 县 立 足 建

设 美 丽 幸 福 河 湖 目 标 ，分 级 分 段 建 立 县 、乡 、

村 三 级 河 湖 长 体 系 ，统 筹 承 担“ 管 、治 、保 ”责

任，建立上下贯通、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

渭源县委、县政府高位推动河湖长制工作，

每年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召开河湖长制工作会

议、签发河湖长令，分析形势、明确任务，高站位

谋划部署，高标准推动落实，切实做到守水有

责、管水担责、护水尽责。

渭源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作为县级双总河

长带头巡河履职，11 名县级河长深入流域巡河

调研，以上率下，带动各级河长积极履行职责，

2024 年前三季度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达 2.8

万 多 人 次 ，协 调 解 决 河 湖 水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53

个。

同时，渭源县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建立了

“ 河 长 +警 长 ”“ 河 长 +检 察 长 ”“ 河 长 +雪 亮 工

程”“河长+巡河员”“河长+保洁员”等“河长+”

机制，健全河长会议、工作督查、验收考核、问

责与激励等系列制度，形成党政同责、上下联

动、齐抓共管的治水管水工作合力。

如 今 ，渭 源 县 重 要 水 功 能 区 水 质 达 标 率

100%，岸边水草丰茂，河中水鸟嬉戏，“母亲河”

焕发出新活力。

系统施治 共建生态绿廊

水生态环境的改变不仅需要精细化的管

理，还需要整流域协同治理。

渭源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结合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建

设，投资 1.67 亿元建设了黄河流域渭源县水生

态综合治理及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把渭河城区

段打造成集“亲水、休闲、运动、观赏”于一体的

生态绿廊。

同时，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优化水资

源配置，投资 2.45 亿元，实施了北部、东南部供

水水源置换工程及引洮一期定西市西南部农村

供水工程，让全县人民喝上了洮河水。

立足渭河源头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多

方筹措资金，加快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美

丽河湖串联起城镇、乡村、景区，成为保障沿河

生态、承载福祉、寄托乡愁的美丽风景线。

2023 年，渭河渭源段成功创建省级美丽幸

福河湖，成为定西市唯一一条入选省级美丽幸

福河湖的河流。

以水兴产 以水惠民

如今，从渭河源头顺流而下，渭河源 4A 级

景区、鹿鸣谷、路园镇高原夏菜产业园、清源镇

花卉产业基地……处处呈现出一派以水兴产、

以水惠民的景象。

渭源县做大水美经济，以水为媒撬动产业

发展。渭河渭源段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的成功创

建，串起了渭河沿岸的美丽乡村、特色产业、文

化旅游，绘就了一幅城乡共富的美丽画卷。

2024 年以来，全县共举办渭水文化旅游季

等系列活动赛事 69 项 192 场次；接待旅游人数

360 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 20 亿元，分别增长

57%、107%。

此外，渭源县大力发展“川河经济”，支持沿

岸群众大力发展高原夏菜、现代农业、花卉产业、

乡村旅游等。渭河沿岸累计建成观光旅游长廊

23 公里、文化展示节点 5 个、生态公园 4 处、产业

基地 11 处，形成“连乡成片”“跨乡成带”“集群成

链”的产业发展格局。

渭 源 ：河 畅 景 美 水 城 共 融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寒 冬 时 节 ，位 于 平

凉 市 崆 峒 区 白 水 镇 的

南 杨 涧 河 ，在 暖 阳 的 照

耀 下 波 光 潋 滟 。 堤 岸

上 ，休 憩 亭 、文 化 长 廊

错 落 有 致 ，优 美 的 生 态

画 卷 尽 收 眼 底 。

南 杨 涧 河 属 于 泾 河

一 级 支 流 ，流 经 白 水 镇

全 域 ，全 长 28 千 米 ，流

域 面 积 140 平 方 千 米 ，

承 担 着 农 田 灌 溉 、防 洪

排涝等重要功能。

2023 年 6 月，崆峒区

投资 1044 万元实施南杨

涧河防洪治理项目，治理

河 道 1.4 公 里 ，新 建 堤 防

1.56 公 里 、护 岸 工 程 0.7

公里，保护沿岸人口 0.57

万人，农田 0.36 万亩。

“通过对河道进行清

淤 疏 浚 、修 筑 堤 防 、护 岸

美化等综合治理，可有效

减少水土流失，改善河道

生 态 环 境 及 应 急 抢 险 能

力，保障区域防洪安全和

河 道 水 质 安 全 。”崆 峒 区

河道养护站站长张默说。

崆 峒 区 纵 深 推 进 黑

臭 水 体 整 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提 标 改 造 、雨 污 分

流 、畜 禽 粪 污 资 源 化 利

用、河湖清“四乱”等行动，敷设给水、雨水和

污水管网，实现雨水入河、污水入厂。同时，

提 升 改 造 南 杨 涧 河 沿 岸 行 车 道 、人 行 道 ，修

建排水渠，为附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

的 安 全 通 道 。 还 建 设 中 心 花 园 1 处 ，栽 植 樱

花 、法 国 梧 桐 等 各 类 植 物 20 余 种 ，流 域 沿 岸

绿化、美化率达到 95%以上。

南杨涧河的变化，是崆峒区落实河长制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

2024 年以来，崆峒区紧盯防洪保安全、优

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

化创建任务，全力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人和的健康美丽幸福河湖。

健全完善美丽幸福河湖创建工作机制，建

立覆盖全区 153 条河流、支沟的区、乡、村三级

河湖长工作体系，探索“河长+检察长+警长”联

合执法模式，常态化开展执法专项行动，实现

从“单兵突进”到“协调发力”的转变。

同时，不断完善管理考核制度，严格落实

一河（湖）一档资料动态更新，强化“河长制+

网格化管理”机制，通过智慧河长系统科学考

核，打通河湖管护“最后一公里”，形成了河长

领治、上下同治、部门联治、全民群治的“一盘

棋”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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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生态乡镇”——华池县南梁镇。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刘永刚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徐俊勇）近日，

甘肃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营保护站工作人员借

助森林视频监控系统，成功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岩羊群体活动的精彩画面。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拍摄里，约 30 只岩羊现身，它

们在高山草甸悠然觅食、吃雪解渴，吃饱后惬意躺卧休

憩，还有两只玩起“角斗”游戏，遇到异常情况便奔向裸

岩地带，动作敏捷轻盈。

岩羊作为中国特有哺乳动物，分布在我国西北及青藏

高原，栖息于海拔 2500至 5500米高原、丘原和高山裸岩

与山谷间的草地。岩羊视觉、听觉灵敏，善于登高走险。岩

羊以各种灌木的枝叶、青草、禾本科的植物、地衣为食，是《中

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岩羊在甘肃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较多，

自 2022 年起，保护区利用多种设备监测岩羊，其种群

数量增多、活动范围扩大，此次视频中幼、青、中年岩羊

占比大，尽显“羊丁兴旺”。

太子山保护区：

岩羊“家族”兴旺

▽隆冬时节，高台县境内黑河岸边树

木挂满霜花，几十只白天鹅在岸边栖息、

翩翩起舞。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陈礼

◁近日，一场降雪过后，酒泉市阿克

塞 哈 萨 克 族 自 治 县 哈 尔 腾 高 原 白 雪 皑

皑。巍峨的祁连山下，成群结队的野牦牛

漫步、觅食，为银装素裹的哈尔腾增添了

无限生机与活力。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高宏善

太子山自然保护区的岩羊。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柳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