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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翀

今年 2 月 2 日是第 27 个世界湿地日，今

年的主题是“湿地修复”。湖北省武汉市常住

人口达 1300 余万，是全球 43 个“国际湿地城

市”中仅有的千万人口城市。该市境内有

165 条河流、166 个湖泊、5 个湿地自然保护

区、10 个湿地公园，湿地面积为 16.25 万公

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18.9%。

在武汉，湿地是穿城而过的长江和汉江，

是星罗棋布的湖泊，是珍稀濒危水鸟的栖息

地和越冬地。在春天百花争艳的城市公园，

在夏日荷叶田田的湖岸荷塘，在秋天悠悠扬

扬的江畔芦苇荡，在冬日候鸟纷飞的江边洲

滩，人与湿地共处一城。截至 2021 年底，武

汉市栖息着野生动物 432 种，其中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96种，生长着维管束高等植物

408种。

近年来，武汉完善湿地保护地方立法，持

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全力将城市湿地

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由此

贡献了湿地保护“武汉经验”。

城市绿肺畅顺“慢生活”

如果请一个武汉人推荐当地的游玩“圣

地”，东湖会位列其中，其是我国最大的城中

湖，设有东湖国家湿地公园。多年来，对其生

态保护和修复从未停止。

从建设全国最长的城市湖底隧道东湖隧

道开始，武汉市就一面清淤，一面分流，让车

行湖底，人行湖畔。随即，国内首条城区内

5A 级旅游景区绿道——总长 101.98 公里东

湖绿道闪亮登场，让游人和市民可便捷地漫

步湖边、泛舟水上……

据悉，东湖绿道从前期踏勘、方案设计到

具体建设，始终避免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护

东湖之美。以特有的水杉树为例，东湖绿道

郊野道有一处约 1000株的水杉林，施工方案

几经修改，最终受影响的树木不到 10 棵，成

功将其打造成了水杉景观带。

在清理了东湖 50万立方米淤泥后，武汉

通过运用海绵城市理念，在东湖绿道的 5 条

线性海绵带，通过采用透水人行道、下沉式绿

地分隔带、两侧生态缓坡等举措，让雨水经过

滤净化后入湖，既减少污染入湖，又增强了东

湖调蓄功能。

绿道施工的每一处细节都极为严苛。湖

中道两边青石板的缝隙间距均为 2 厘米；步

道上的小料石铺设，先用电脑模拟排版再施

工，确保勾缝整齐划一；亲水栈道上铺设的印

尼菠萝格木材，表面的钉眼都用小圆木块塞

住，看上去浑然天成。

2016 年，东湖绿道入围联合国人居署

“改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示范项目”。如今，

百余公里的东湖绿道，仿佛一条“超级项链”，

将散落在东湖 33 平方公里的各类“珠贝”一

一串起。春夏秋冬，7 段主题景观道步移景

异，让市民尽享城市“慢生活”。

生态屏障奏响“蝶变曲”

新春佳节，漫步武汉园博园，绿意盎然。

2015年，第 10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

武汉开幕，这座由 117 个精品园林组成的园

博园，在 2006年还是一座大型生活垃圾填埋

场。据了解，园博园靠近府河湿地——这里

是数量曾一度降到只有 400余只的全球极度

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在

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也是很多其他珍稀鸟

类的“产房”和“天堂”。

为此，武汉先后规划建成园博园、张公堤

城市森林公园等“府河绿楔”，成为保护府河

湿地的前沿生态屏障。

在园博园建设中，建设者采用全球最先

进的“好氧修复+封场治理”综合处理技术，

让北部园区面积达 40.86 公顷的曾经亚洲单

体最大垃圾填埋场内，靠自然降解至少需要

20 年，才能“消化”完的 502.46 立方米垃圾

堆，仅用 2 年即实现了土地生态修复及综合

开发利用。

除此之外，建设者还创新性采用海绵园

区建造技术，首次实现了在生态修复场地上

建造海绵园区的生态水系统构建，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内部水循环与净化系统，建成了全

国最大的海绵园博园，并率先提出城市生态

织补理念，建成国内最大生态织补桥。

据测算，园博园每年可吸收烟尘 6.35 万

吨，释放氧气 5.45 万吨。2015 年，它获评联

合国气候大会颁发的 C40城市气候领袖奖之

“最佳固体废物治理奖”。

同样的生态“蝶变曲”，也发生在汤逊湖

生态治理工程上。

建设者在湖面建起面积达 5000 平方米

的人工浮动湿地，湖底种植矮型苦草等净化

效率较高、修复性的沉水植物，还抛养特殊的

虫子，专门用来吃掉湖中的藻类植物，以增加

水面的透明度。

目前，这座亚洲最大的城中湖的生态修

复和水质净化初成成效，又见鱼翔浅底，再现

岸芷汀兰。

治水打造“新名片”

武汉始终坚持系统治水，打造了一个个

活水“新名片”。2022年 9月，武汉黄孝河、机

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 PPP 项目投入使

用，该项目投入使用后将整体提高大汉口地

区水安全保障能力，惠及人口超 300万人，有

效促进“长江大保护”工作，工程重点子项铁

路桥地下净化水厂已进入运营。

在这个华中地区第一座全地下花园式

净 水 厂 ，地 上 是 公 园 ，采 用 国 际 先 进 的

MBR 膜过滤处理工艺，过滤孔径相当于头

发丝的千分之一，设计处理规模 10 万吨/

天。净化水厂旁，一道闸门将黄孝河暗涵

与明渠隔开，水厂通过吸纳来自暗涵污水，

经深度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地表准Ⅳ类，从

而把黄孝河水体变得更加具有活性，实现

持续达标排放。

同时，机场河截污箱涵“打通经络”形成

超大污水处理与循环系统，是华中地区第一

条浅层污水传输隧道，搭建适用于高密度建

成区的“源—网—厂—站—河”优化调度模

型，预测河道水量、水位、水质时空变化，实现

全流域联动联调智能动态管理。

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是武汉

打造活水“新名片”的一个缩影。

在武汉汤逊湖生态治理工程，长达 122.8

公里湖岸线上，建设众多“智慧”分流井——

分流井建在排水口的上游，井中安装视频监

控、水质检测、雨量监测、管道水位监测设备

和堰门等诸多设备。它们对水质进行“人脸

识别”的系统，当水质污染值超标时，排湖阀

门自动关闭，污水分流到污水管网进入污水

净化厂。而符合排放标准的雨水则由分流井

自动识别，给予放行。57 个分流井成功阻止

了污水进入汤逊湖。

今年，武汉将再建设 10 处小微湿地，让

湿地融入市民生活。截至目前，武汉已建成

32处小微湿地，总面积约 4800亩。

武 汉 市 园 林 和 林 业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小微湿地建设主要包括通过水体治理

和生态修复等措施，建设一批具有湿地景

观特色和生态功能的城市湿地公园和湖泊

公园。

全市面积 18.9%为湿地的湖北省武汉市，在全球 43 个“国际湿地城市”中人口最多

千万人口的湿地之城贡献“武汉经验”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周怿 本报通讯员 庞世乾 颜曾

山东省东营市观鸟协会提供的数据显

示，自 2019 年以来，在胜利油田所属的电力

杆塔上，东方白鹳的筑巢数量从 80多巢增加

到 200多巢，东方白鹳数量也从 200多只增加

到 2000多只。

电力分公司电网运行技术专家刘建国对

记者表示，东方白鹳数量的增加，得益于胜利

油田电力分公司坚持生态优先、爱线护鸟，持

续加大保护力度，给东方白鹳筑巢留足了“宅

基地”。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体型巨

大，成鸟站立高度超过 1米，翅膀完全张开达

到 2米。黄河三角洲地区是东方白鹳迁徙和

繁衍的重要中转站，日益优化的环境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驻留，逐步开始在此筑

巢繁衍。

胜利油田主力油区地处黄河三角洲地

区，所属的自建电网遍布整个油区，1.3 万公

里电力线路，其中 28 条主干线路鸟类活动

频繁。

东方白鹳喜欢“攀高枝”，习惯在高耸的

电力杆塔上筑巢。2003 年，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首次出现东方白鹳，就在胜

利油田所属的 110kV 滩海线杆塔筑巢，到

2005 年两巢成功繁殖出 7 只幼鸟，随后逐年

增加。

由于东方白鹳的生活习性，极易造成电

力线路发生跳闸事故，威胁可靠供电，也威胁

东方白鹳的生命安全。为了让东方白鹳安全

筑巢、安心生活，电力分公司主动把 110kV滩

海线降压为 35kV，缩小了线路放电距离，确

保东方白鹳在电杆上有足够的起飞、哺育以

及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电力分公司还对保护区内的

高压线路全部采用地下电缆，留出杆塔让东

方白鹳筑巢。新建地下电缆线路作为备用线

路，在东方白鹳的孵化和育雏期内，或者发现

东方白鹳活动频繁，有触电风险时，立即使用

备用线路，停用风险线路，确保东方白鹳有的

安全活动空间。

截至 2022年，保护区内繁殖成功的 96个

鸟巢中，除了保护区自建的 32个人工鸟巢以

外，其余 64巢都在胜利油田电力分公司所属

的高压输电杆塔上。

随着东方白鹳种群的不断增加，其活动

范围也不断扩大，开始在保护区外围筑巢繁

衍，带来电力线路跳闸事故频发，这对电网和

东方白鹳都是一种威胁。鸟害事故一直是输

电线路的“大敌”，它们在线路上空的排泄物

或者筑巢时掉落的铁丝都极易导致线路短路

事故。

如何在保护东方白鹳与保障线路安全

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电力分公司主动联

系当地鸟类保护组织，形成长期沟通和信息

共享机制。全员研究鸟类生态习性和筑巢

繁殖特点，不断尝试保电护鸟的有关措施，

集中攻关涉鸟事故治理、线路巡视等 9 大类

42项课题。

他们绘制的《胜利油田东方白鹳分布

图》，通过杆塔结构计算机建模，以及对筑巢、

排便习惯的研究，分析东方白鹳的活动范围

及放电极限距离，划出东方白鹳活动安全区

与风险区。刘建国介绍说，风险区内安装鸟

刺，让东方白鹳在安全区内筑巢。

对位于易发生触电风险的高风险区，则

对鸟巢进行迁移。电力工人在塔顶安全区安

装人工鸟巢，单独设置伸出塔架的招引平台

和巢架，将鸟巢平稳移至安全区，为鸟类筑巢

提供新的安全空间。

春季电网检修一直是电力分公司一年

一度的固定动作，但近年来因为东方白鹳

而发生了改变。

每年 3 至 6 月为东方白鹳繁殖季，电力

分公司在这一时段停止人力维护、线路检

修工作及大型机具的振动噪声影响，保证

东方白鹳的正常作息时间。他们待东方白

鹳雏鸟完成繁育后，再开展相关检修和消

缺工作。

岁末年初，电力分公司胜东供电管理区

输电运维站班长李明和同事们正在电力杆塔

高压段导线加装绝缘护套，通过改变电场分

布和提高绝缘特性，防止发生线路跳闸和东

方白鹳触电伤害事故。

加装这样的绝缘护套，一套就需要 1 万

多元钱，目前已经在发现东方白鹳筑巢和频

繁停留的杆塔完成了 260多处。电力分公司

党委书记张洪伟认为，一直以来对东方白鹳

的保护，实现人、线路和鸟和谐共生，既是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生动实

践，也为正在建设的黄河口国家公园添上浓

墨重彩的一笔。

在胜利油田的电力杆塔上，东方白鹳从 200 多只增加到 2000 多只

东方白鹳“攀高枝”的范围越来越大

李丰

务工人员能否如期返岗，既事关群众就业增收，更

关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据相关媒体报道，连日来，贵

州多个火车站开出了返岗务工高铁专列，免费搭载黔

籍务工人员返岗就业。贵州是劳务输出大省，截至去

年 10 月 底 ，该 省 脱 贫 人 口 中 外 出 务 工 的 人 员 超 过

341.57 万人。而列车上的务工者不少曾是贫困户，保障

他们顺利返岗务工，也是贵州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

期较重的任务举措。

春节假期刚过，沿海各地的“抢人大战”就忙不迭开

始上演。为了招引更多外地务工人员返岗，不少地方使

出浑身解数。

在节后招工难的当下，如何让贵州、云南及四川等

地务工人员及时返岗，已成为多个城市的工作重点。

而对于浙江、广东等劳动力集中的企业来说，如何组织

外来务工人员有序安全返岗成了一道关键的必答题。

各地推行“专列”“专车”，实行“点对点、门对门、一站

式”直达运输服务，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解除外出

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让务工人员“走出家门”就“跨进

厂门”。

一 趟 趟“ 务 工 专 列 ”发 出 ，给 用 工 企 业 送 来 了

“及时雨”，解除了用工企业节后“招工难”“用工荒”

的难题。 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保障农民工

顺 利 出 行 ，不 能 仅 停 留 于 年 节 之 际 ，更 须 将 工 作 做

在平时。

无论是招工企业还是求职的农民工，纾解其难仅

凭一两次的服务远远不够，而“常态化”作为需要提前

思考提前布局。 20 世纪 90 年代初，贵州籍大量农民

工前往东部沿海城市务工经商，对加速城镇化建设、

促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20 多年的时光流

逝，伴随着贵州农民工素质观念、迁徙路线等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关部门更需要把服务保障农民

工工作做得更加精准，“抢人大战”更要看谁能“把人

留住”。

近些年，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回乡创

业”正成为西部省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种潮流，对于

一些务工人员来说，“家门口就业”成了性价比更高

的选项，外出务工积极性减弱。以贵州为例，该省在

不少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内开办了“社区工厂”、“扶贫

车间”，不少群众下楼就能实现灵活就业，这些都是

一些积极的举措。同时，对于庞大的我国新生代农民

工群体来说，时间自由、收入也并不低的灵活就业对

他们更有吸引力，和他们的父辈不同，进工厂不再是

他们的首选，甚至出现了“进工厂”不如“送外卖”的

社会现象。

沿海省份企业频频喊出“用工难”，从短期来看，关

爱务工人员出行，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必须改善劳动

环境、加强劳动保障、提高劳动待遇，让劳动者愿意留

下。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着眼于加速破除阻碍人口流

动的壁垒，相关城市拿出更加精准的服务务工群体的城

市政策，策划出更有温度的关爱品牌和行动，这些都值

得我们从长计议。

让更多务工人员
“出家门”就“进厂门”

近年来，武汉完善湿地保护地方

立法，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全

力将城市湿地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绿色空间，由此贡献了湿地保护

“武汉经验”。

“诗意机长”马保利

精心准备迎萌娃
2月9日，福建武夷山百花幼儿园的老师们在为孩子

们准备兔年福袋。
开学前夕，在福建省武夷山市，老师们早早回到工

作岗位，打扫教室，布置校园，准备迎接孩子们返校。
新华社发（陈颖 摄）

就业服务暖民心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舟水桥街道为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等群体实现优质充

分就业，举办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有 30余家企业参加，为各

类有就业需求的居民群众提供就业机会。

近年来，该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基层组织力

为重点，持续探索“党建+就业”模式，通过“党组织搭台、网格

跟进、企业促进”的方式，不断摸清就业需求、搭建就业平台、

建立就业品牌，持续提升村（社区）就业创业水平，实现党建与

就业深度融合、多向联动。 （李翔）

梁开高速加速建设
本报讯 目前，中铁十五局五公司梁开高速正在紧张建

设，九台挖掘机正围着一个山头进行“攻坚战”，挖土、转运、破

碎、装车，配合流畅。路基填筑现场，多个区域推土机、装载

机、压路机分工协作，分层推平、碾压，忙得不亦乐乎。

据悉，梁开高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首批规划的

5 条高速公路之一，项目建成后，梁平到开江车程时间将由 2
个多小时缩短至约 40 多分钟，密切川渝毗邻地区联系，受益

群众 150 万人，形成重庆、四川开江、重庆开州之间的最快捷

对内对外通道。 （赵纯杰 熊建）

马保利在飞机上与乘客以“春”为题玩
“飞花令”（2月4日摄）。

《2023 中国诗词大会》冠军得主马保
利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诗意机长”。1988
年出生的他，从小受父亲熏陶，热爱中华
诗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他升任中
国南方航空大连分公司机长之后，梦想照
进现实。

马保利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
量，养成他“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等良好工
作和生活作风。2018年至今，他每年都关
注并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活动，不断取
得进步。在他看来，《中国诗词大会》拉近
了大众与诗词文化的距离，展现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新时代文化强国
的自信与精神。获得节目冠军，是他更好
传递传统文化的起点，但不是终点。

“社会每一天都在变，我们能把握的
就是不断学习，努力应对社会的变化。”马
保利说，在未来他会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在生活和工作中影响
更多的人，做一名有诗常在心中的“儒系
飞行员”。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