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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 2023 年的第一场雪，山东
省夏津县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内，6000
多亩古桑树银装素裹，苍劲的古树枝丫
漫天伸展。

“这两年古桑树长得愈发好了。”即
便是冬季农闲时节，今年 68 岁的闫发
刚也会时不时给自家的桑树剪枝，并把
剪下来的桑树枝卖掉。

闫发刚是夏津县苏留庄镇西闫庙
村人，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内的
6000 余棵古桑树，大多由西闫庙村民
代代守护。“村里200多户，几乎家家有
古桑树。有几年，我以为这些古桑树守
不住了。”闫发刚说。

历史上多次改道的黄河给夏津留
下了大量沙丘地。当地居民戏称为：

“无风三尺土，有风沙满天，关门盖着
锅，土饭一起咽。”如今的“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
桑树群就是为了防风固沙而种。

每年五六月，是古桑树的收获期。
但因夏津桑椹的鲜果糖分高，即便用传
统冷链运输也极易变质，只能现场采摘
或售卖。过去，靠树吃树的果农们守着
古桑树和卖不出去的椹果愁眉不展。

2008 年，夏津县启动了古桑树保
护工作。西闫庙村的大部分古桑树归
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中，由村民继续管
理。“树木周边全部是透水砖，园内设施

‘见缝插针’，不能挡住树木采光，林间
道路也是按照村民行走习惯而建，方便
我们进园管理。”闫发刚细数园区规划。

古桑树有了集中管理、展示的园区，
特色旅游活动随之兴起。2008年，夏津
的果农们迎来了第一届椹果生态文化
节，并在每年的5月19日至6月20日持
续举办，全国各地游客被吸引而来。

“一季椹果能卖一万多元，这可是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夏津县苏留
庄镇前屯村村民乔丹说。

古树生金，村庄也跟着古桑树一起
“活”了起来。冬雪过后，一家有着红色
大门的“农家乐”正开门迎客，46 岁的
老板闫浩是闫发刚的儿子，准备接待来
体验乡村风情的城里人。若是在五六
月的椹果采收季，店里一天能接待二百
多名游客。

“我们一家人都是靠古桑树‘吃饭’
的，最受欢迎的菜品是‘炸桑叶’和‘桑
黄鸡’。”闫浩说。村里在外求学和工作
的人们，即使不回家过年，也要在五六
月回乡一趟，帮忙“抻包晃椹”的同时，
在树下吃一捧甘甜清香的椹果，“这算
是很多夏津游子回乡的‘仪式感’”。

不光是闫浩，“农闲不闲”已成为夏
津果农的常态。近来，夏津县传峰椹果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起人刘传峰也
忙个不停。自落霜之后，合作社的社员
们便开始忙着采摘霜后的桑叶制作霜
桑茶。

一片片打霜后的桑叶在经过切碎、
杀青、揉捻、烘干、提香等多个步骤后，
制作成具有保健养生功能的霜桑茶。

“我们对桑叶进行再加工，既有保健价
值，又有经济价值，不仅在本地有旺盛
的市场需求，在上海、浙江、四川、河南
等地也是供不应求。”刘传峰说。

春节将至，闫发刚等果农又在谋划
着来年开春之后的农活：给古桑树围上
防虫、抗病毒的土坯，新一季的椹果才
能长得更好。

古桑树带来的“致富梦”，正伴着每
一季香甜的椹果逐渐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电）

黄河故道采桑忙
古树新发“致富梦”

据新华社电 新年伊始，世界自
然基金会和深圳“一个地球”自然基
金会为生态管护员捐赠 40 套巡护监
测设备，再次助力三江源国家公园
建设发展。

浩瀚雪域、群山巍峨、鹰击长空、
豹跃雪山……作为中国首批、面积最
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
公园从 2016 年 3 月至今，经过了多年
的试点探索和建设实践，在坚持生态
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实现了三江源生
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三者的
有机统一。

不仅是三江源，在青海，国家公园
建设蹄疾步稳。2022 年，青海湖已获
准进入创建国家公园阶段，计划将于
2024 年完成各项创建任务，迈入国家
公园行列。祁连山国家公园已完成试
点任务，计划将于今年正式设园。另
外，青海还拟建昆仑山国家公园。

日前，《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
印发，共遴选出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
（含正式设立的 5 个国家公园），总面
积约 110 万平方公里。方案明确提
出，到 2035 年我国基本建成全世界最
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三江之源”：

为世界最大国家公园体系建设贡献“青海力量”

在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相关海域，潜水员在海底移植珊瑚（2022年11月
17日摄）。

在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相关海域，由海南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
织，并由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负责实施的珊瑚礁生态修复项目近期完成修复
工作。据了解，该项目采用投放人工生态礁及移植珊瑚种苗的方式完成生态修
复，预期珊瑚种苗半年存活率80%以上、一年存活率达70%以上。 新华社发

在唐山市丰南区大新庄镇大佟庄村田间，一家生物质发电企业的工人
将打好捆的稻草装车（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积极探索秸秆利用新途径，将稻草集中
收集用于生物质发电、牲畜饲料和有机肥生产，有效提高了秸秆综合利用
率，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使农民增收。 新华社发

图①：这是1月15日拍摄的江苏扬州瘦西湖雪景（无人机照片）。
近日，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多地迎来降雪天气。

图③：这是1月15日拍摄的江苏苏州山塘古街雪景。

图②：1月15日，一名小朋友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黄石寨赏雪游玩。
当日，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大雪纷飞，银装素裹，宛如画

卷，吸引不少游客。

图④：1月14日，市民在江苏省扬州市街头赏雪拍照。
当日，受寒潮影响，我国多地降雪。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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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多元耦合能源系统等10
余项创新技术，打造超低能耗建筑；
所有外层窗户将能根据室外气象条
件智能开启，每个房间可实时采集
室内二氧化碳、PM2.5等浓度；所有
能耗均来自可再生能源，每年可减
排二氧化碳约4000吨……

在 2022 年 12 月举行的第十
七 届 全 球 人 居 环 境 论 坛 年 会
(GFHS 2022)上，济南新旧动能
转换起步区零碳智慧创新运营中
心项目荣获“全球人居环境规划
设计奖”，引发业界关注。

据了解，全球人居环境论坛
（GFHS）是具有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特别咨商地位的国际非营利组
织，每年举行一次“可持续城市与
人居环境奖”颁奖，旨在表彰在可
持续城市和人居环境领域贡献突
出的优秀范例，分享和推广其创
新理念、技术和成功经验。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支持济南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起

步区”。2022年4月，国务院批复
同意《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
建设实施方案》。

“起步区蓝绿空间占比大于
70%，每一个项目都体现绿色理
念，每一栋建筑都是绿色建筑。”
济南起步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李
国祥说，起步区在生态优先方面
最大的亮点就是将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导向和目标要求纳入发展
规划，大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济南起步区零碳智慧创新运
营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2万平
方米，包括展厅、运营中心、市民办
事大厅等，总投资约12.8亿元，将
为周边6平方公里多的企业和群众
提供各类民生和政务服务。

济南先行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安丰梅说，该项目
定位绿色生态、健康舒适、节能低
碳、智慧感知与环境友好，致力打
造有“生命”的绿色生态仿生感知
建筑，努力实现运营阶段的零能
耗和零碳。

西班牙 OSA 欧萨规划建筑

设计公司中国区域设计总监江一
舟告诉记者，项目采用高性能钢
结构体系、可再生低碳建材，以及
多元耦合能源体系、健康室内环
境保障技术、地下空间采光改善
技术等，最大限度降低建筑能源
消耗和碳排放。

比如，建筑屋顶安装面积约
5200平方米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年可发电约 55万千瓦时，加上其
他太阳能能源站，所需电能全部
来源于可再生能源。项目还采用
地源热泵系统，从地下 120 米处
提取地热资源，导入空调循环系
统，实现夏天制冷、冬天采暖。

绿色运行是零碳智慧创新运
营中心的又一亮点。据介绍，项
目搭建智慧能源碳排放监控平
台，运营时将具备对气象参数、建
筑设备运行情况、能源消耗、碳排
放等的可感知、可视化、可监管。

江一舟说，通过安装在各个
区域和各类设备上的采集器，可
实现分区域、分时段采集建筑电
耗、水耗等数据；每个房间可实时

采集室内二氧化碳、PM2.5 等浓
度，一旦发现浓度超标，智慧控制
系统将开启新风系统通风换气，
保障室内空气质量。

项目还将采用机器人智能停
车系统、智慧办公系统、智慧照明
系统等，打造新一代“AI+绿色低
碳智慧建筑”。比如，机器人智能
停车系统可实现单位停车面积减
少40%，取车时长小于90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委
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黄河研究院
院长黄承梁认为，零碳智慧创新
运营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是济南
起步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缩影。济南起步区通过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生态圈
和低碳智能生产生活示范区，助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目前，济南起步区已累计签
约 141 个高端优质项目，总投资
3300多亿元，一批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在这里落地生根。

（据新华社电）

这个零碳智慧创新运营中心
缘何能获生态“全球人居环境规划设计奖”

寒冬腊月，一场大雪为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
旗的森林草原换上了银装。西乌
珠穆沁旗公安局古日格斯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迪彦派出所的民警
们冒着零下20℃的低温天气走入
林区，树林中厚厚的积雪一脚踩
下去便没过了脚踝，日常巡逻工
作就此开启。

“我们的主要职能就是野生
动物保护，另外还有防止盗伐林
木、春秋两季防火等日常工作。”
王东涛拿着望远镜走在巡逻队伍
最后面，不时观察着雪地上留下
的动物足迹和远处被雪覆盖的山
坡，“原来在林区都见不到野生动
物的身影，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

现在有很多不常见动物也开始出
现在我们面前了。”

今年是王东涛从警的第二十
个年头，作为西乌珠穆沁旗公安
局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迪彦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一年四
季从不间断的林区巡逻已变成他
生活的一部分。

“这片保护区的林地面积占
总土地面积的 60.7%，大约 600平
方公里，我们有时候好几天才能
全部巡逻一遍。”王东涛说，他和
队友互相搭着手走过一段积雪陡
坡，不一会儿，鼻子就被冻得通
红，呼出的热气在眉毛上凝结成
霜。“冬天是最困难的季节，大雪
封路的情况经常发生，我们只能

徒步上山，有目的地去巡逻点。
冬天白天也短，我们必须一大早
就出门，争取赶在天黑前回来。”

回到迪彦派出所后，王东涛
拜访了仅有一墙之隔的古日格斯
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
助站，同管理人员交流巡逻成果，
顺便到后院看望前不久救助的草
原雕。

“一位牧民在自家草场上发
现了受伤的鸟类，第一时间便通
过民警联系到我们自然保护区的
救助人员。”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
主任曹玉龙介绍说，当时草原雕
身上有多处划伤，因未进食导致
虚弱，已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救
助人员对其受伤部位进行处理

后，带回至救助站护养。如今这
只幸运的草原雕已基本康复，将
在今年春天放归大自然。

西乌珠穆沁旗古日格斯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南
部山地的北麓，该自然保护区自
成立以来，无重大火情、火灾、野
生动物疫情等发生，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野生
动物栖息地逐渐扩大，动植物种
类、数量不断增加，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保护成效显著。自然保护
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和迪彦派出
所的民警携手扎根林区，用默默
的坚守与付出，守护绿色安宁，周
边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森
林卫士”。

“我是土生土长的林场人，从
小就热爱这片森林。我热爱我的
工作，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守护
这片森林。”王东涛说。

（据新华社电）

森林卫士守护绿色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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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亚：修复蔚蓝

河北丰南：秸秆回收 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