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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阳光明媚，鸟语花香。5月29
日，由福新来到海州露天矿国家矿
山公园观景台前。眼前这座长 4
公里、宽 2 公里、垂深 350 米的巨
坑，是他抛洒青春与热血的地方。

2005年，海州矿破产闭坑后，
残煤自燃、滑坡、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频发，仍是阜新城区空气污染的头
号元凶。阜新市以壮士断腕之决
心，在北帮和南帮摆下战场，开展一
系列环境治理工程。由福新也由矿
工转型为环境治理工程师，与大家
一道削坡、平盘、灭火、植树……以
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在西南帮和东
南帮灭火、清理残渣，在西北帮栽
下旱快柳、垂柳、刺槐等 22 种乔
木，紫穗槐、地锦、白丁香、紫丁香
等 15 种灌木，让一抹抹绿色重现
海州矿，让画眉鸟在此安家。

然而，海州矿实在太大了，投
资规模大、周期长、见效慢，单靠地
方财政难以为继。废弃矿山综合
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迫切需要
系统观念、创新思维，探索矿山综
合治理与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近年来，阜新市积极创建全国
资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市、能源综合
创新示范市，坚持保护、治理、修复、
开发并重，把废弃矿山开发利用列
为全市盘活存量、扩充增量、做大总
量的“三大工程”，由市级领导牵头

推进。按照规划，将以海州露天矿8
平方公里矿坑为起步区，以光伏发
电和抽水蓄能电站为龙头，地质灾
害治理、生态环境修复、新能源产业
发展三箭齐发，按照产业园区的发
展思路，统筹推进周边52平方公里
土地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

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加快培育
赛事、玛瑙、无人机、温泉、造纸等
产业，以开发利用反哺综合治理，
形成治理、开发、利用的良性循环，
把百里矿区建成百里新区，实现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多赢，
打造废弃矿山综合治理与转型开
发利用的典范。

新邱，百里矿区最东端。2018
年，长达120余年的煤炭采掘史宣
告终结。新邱区利用废弃矿坑建
设赛道城，举办草莓音乐节，发展文
旅产业；利用煤矸石制砖、发电、造
纸，发展循环经济；利用丰富的风光
资源，发展新能源产业。今年4月20
日，辽宁（阜新）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园在新邱区开园。这是集风电
叶片塔筒、整机制造、智慧运维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为废弃矿山开发
利用提供了全新视野，广阔舞台。

当绿色屏障阻挡住了科尔沁
的风沙，当废弃矿山重焕生机与活
力，蓝天白云成为标配，碧水青山
成为常态。

综合治理的阜新样板

从“生态林”到“经济林”，从“增
绿量”到“增颜值”，从“防风沙”到

“增碳汇”，在人与环境关系的演变、
生态理念的升华中，完成了从“绿满
阜新”到“美丽阜新”的蜕变。

毗邻科尔沁沙地的地理环境，
注定阜新人要挺身向前，扛起沉甸
甸的生态责任。阜新人发扬彰武治
沙精神和三沟精神，缚黄龙、斗风
沙，在辽宁与内蒙古边界筑起一道
绿色长城。

阜新市持续优化绿色产业结
构，将生态公益林和景观经济林、果
品经济林有机结合，充分发掘国土
绿化试点项目的经济价值，用生态
撑起乡村的好日子。在三沟精神发
源地之一的阜新县七家子镇毛岭沟
村，今年的植树活动与往年有所不
同，杨柳等生态林退居其次，山杏、
扁杏等经济林唱起了主角。村党
支部书记李广明说，过去栽树是
为了挡风沙、固土壤，让土地多打
粮，现在不光讲究生态价值，更讲
究经济价值。经济林已占全村林
地总面积的 1/10，一亩扁杏收益
2000多元，是真正的绿色“摇钱树”，
生态“聚宝盆”。

绿色是阜新的底色和价值，生
态是阜新的责任和潜力。

位于我省与内蒙古交界的阜新
县于寺镇虎掌沟村，近年来大力发
展绿色产业，全村四成耕地种的是
绿色食品，8个产品获得农业农村部
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村党
支部书记姚凤刚说：“村里有一块有
机田，种子不能用包衣剂，而且要单
独存放；农机具要擦拭一新，彻底覆
盖普通农田使用痕迹后才能进田犁

地；全部选用农家肥和有机肥，驱虫
要用物理方法，化学药剂一丁点儿
也不能用，是村里绿色发展的‘宝贝
疙瘩地’。”

村民赵凤山当初强烈反对姚凤
刚搞绿色食品，认为“不打粮，瞎耽
误时间”。现在赵凤山彻底服了：

“有机比绿色贵，绿色又比普通贵。
同样一块地，效益差好几倍！”

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让虎掌沟村摇身一变，由贫困村变
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柳河，彰武的母亲河，辽河右岸
一级支流，从科尔沁沙地一路蜿蜒
穿行，是辽河中下游主要的泥沙来
源，被称为“北方小黄河”。数里宽
的河道还是风沙的策源地，经年累
月，两岸形成大面积的次生沙地，成

为不打粮的“破烂地”。
阜新市与辽宁省水资源管理集

团合作，引柳河之水，在沙坨上浇灌
出万亩水田。短短一年，把沙窝子
变成“风吹稻花香两岸”的鱼米之
乡、鱼跃鸟翔的生态湿地、潜力巨大
的碳汇宝库，探索出企业投资、政府
助力、多方受益的柳河全流域生态
综合治理新模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在德力格尔草原，人们将镜头对准
湛蓝的天空、变幻的白云，“阜新
蓝”惊艳了每一个人的双眼。在细
河岸边，但见碧水绕城成诗画，“阜
新绿”沉醉了每个人的心田。阜新
人正豪情满怀，在“绿满辽宁”工程
中打头阵，在绿色转型的道路上铿
锵前行。

好生态是“摇钱树”“聚宝盆”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杨柳依
依、荷叶田田、水鸟嬉戏、鱼翔浅底……
进入 5 月，阜新市细河两岸风景美如
画。2018年以来，细河水质从劣五类实
现稳定四类，再现碧水清流新颜。

细河是阜新的“母亲河”，发源于阜
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骆驼山，流经阜
新市主城区和阜新县城区，全长 113 公
里。过去，细河是一条煤泥河、臭水
河。为了让“母亲河”再现秀丽风光，
阜新市先后印发细河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细河水质提升工作方案等，从干流
到支流、从城市到农村、从地表到地下，
整合各方资源，综合施治，力促水环境质
量持续提升。

2021年，阜新市在全省首个启动流
域水质考核补偿机制，设置 29 个河流
断面对县区进行考核，倒逼县区采取
有力措施保障水质达标。扩建细河智
慧化管理系统，开发手机 APP 软件，实
现对流域污染源和水环境质量实时动
态监控、监管，全面提升了水环境治理
现代化水平。

阜新地处辽西地区，常年干旱少雨，
上游常年断流，细河生态补水匮乏，水体
自净能力差。为了改善这一现象，阜新
市增加两岸涵养林面积，关闭细河沿岸
建设的浅层地下水源，通过一加一减，双
管齐下，细河上游水体逐步恢复“有河有
水”。取缔沿岸排污口，多方筹措资金建
设城镇污水处理厂，对城市生产、生活污
染集中处理。在伊玛图河与细河交汇处
建设1500亩人工湿地，引来游人在此欣
赏荷花盛开、蒲草翠绿、白鹤盘旋、野鸭
戏水、鸟语蛙鸣的自然美景，体验“人水
鱼草鸟”和谐互动的动人场景。

2021年，阜新市水环境质量在2020
年历史最优的基础上再创佳绩，8 处国
考断面全面达标，优良水体比例达75%，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细
河治理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候选名
单，柳河协同治理保护与发展入选全国
第二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
展试点流域名单。

细河入选国家
“美丽河湖”候选名单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今年一
季度，阜新市空气质量改善成果显著，综
合指数为 3.76，同比改善 23%。优良天
数达到82天，同比增加14天，同比改善
15.6%，再创新高，“阜新蓝”频频刷屏微
信朋友圈。

阜新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队持续开展执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
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使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
升。深入开展蓝天保卫战，强力推进燃
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散煤替代、严控扬
尘、秸秆禁烧、淘汰高污染车辆等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工业企业管控，
建立每日一巡查机制，对辖区内重点区
域开展督导巡查。联合阜新市农业农村
局组成秸秆禁烧管控巡查工作专班，对
各县区秸秆禁烧管控工作进行专项巡查
督办。更新秸秆禁烧网格化管控责任人
清单，涉及663个村（社区）、820个责任
人。新建24个微型监测站，对环境空气
质量进行实时监控、预警研判。利用遥
感监测系统监督抽测车辆，以技术赋能
强化移动源管理。

去年，阜新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 311 天，同比增加 15 天，达标率为
85.2%，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5.5%，
创历史最好水平。今年一季度空气质量
达标率在去年基础上再创新高。

一季度优良天数
同比增加14天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一座座
矸子山，一条条煤泥河，曾是阜新百里矿
区的显著标志。如今，这座曾经的“煤电
之城”开启绿色转型之旅，积极创建“无
废城市”“海绵城市”，让矸子山变成聚宝
盆，黑水河变身景观河，让城市既有“面
子”，更有“里子”。

阜新市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
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途径，以规模化消
纳和高值化利用为核心，以百年煤炭
开采遗留下来的煤矸石等工业固体废
物为重点，推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
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全面提升固体
废 物 综 合 利 用 水 平 。 按 照 规 划 ，到
2025 年底，通过规模化消纳和高值化
利用，显著降低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延伸综合利用产业链条，实现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和全量无害化处置。提升
危险废弃物处置利用能力，完善农林废
弃物收运利用体系。完善固体废物监管
制度建设，实现固体废物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阜新市积极推进全域“海绵城市”建
设，“留住天上水、用好地表水、利用地下
水”，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全面调节水资
源均衡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水网体系，
持续推动绿色建筑建设，低碳城市发展，
智慧城市打造。

创建“无废城市”“海
绵城市”

近年来，阜新市坚持打生态牌、走绿色路，扎实
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积极建设宜居宜业美
丽阜新，在山水之间挥毫泼墨，让蓝天白云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动人底色，让碧水青山成为美好生活的新

常态，阜新交上了一份亮眼的“绿色成绩单”。

阜新时讯SHIXUN

齐护生态绿 共建幸福家
——阜新市推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纪实

本报记者 侯悦林

在我国防风固沙版图上，阜新
占据特殊位置：新中国科学治沙开
始的地方，“三北”防护林重点建设
区域，辽宁中部城市群和京津冀的

“挡沙墙”“碳汇库”。
在“绿美辽宁”“辽西北防风治

沙固土三年攻坚行动”中，阜新担
纲重要角色：阻止科尔沁沙地南
侵，修复百里矿区，再现辽河流域
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

当记者与彰武县章古台镇党
委书记吴涛握手时，能明显感到他
掌心的粗糙，“这阵子栽了不少树，
手上起了茧子，脸也被晒爆皮了。”

阜新地处全国最大的沙地——
科尔沁沙地南缘，章古台镇则如同
一只拳头，直插大漠腹地。这里是我
国第一个固沙造林研究所所在地，
镇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新中
国科学治沙开始的地方”。

植树造林的基因，深深印刻在
章古台人的骨子里。年年栽树，今
年却另有一番激动人心的愿景。

4月9日，阜新市国土绿化试点
示范项目正式启动，一场轰轰烈烈的
植树造林活动拉开帷幕。阜新是全
省唯一获得该项目的城市，也是全国
获得该项目的20个城市之一。项目
总投资3.3亿元，总规模28.28万亩，
能提高全市森林覆盖率0.6个百分

点，年新增固碳3万吨，对改善辽西
北生态环境，阻止科尔沁沙地南侵，
构筑京津冀和辽宁中部城市群生态
屏障，探索我国北方半干旱地区国土
绿化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堵风口、建屏障、全域治理”，
阜新以“国字号”项目为契机，精心
打造“一带两区”，即防风生态屏障
带和治沙综合示范区、固土生态治
理区，在沙海边筑起一座生态长
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数十
个乡镇投入到“一带两区”建设中
来。吴涛说：“章古台镇的植树任务
是4890亩，各个村不用动员全都动
了起来，仅用半个多月就栽完了。”

阜新市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大力倡导爱绿植绿护绿的
文明风尚，引导人们争做生态文明
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共建清洁
美丽家园。碳汇林、辽宁工会林、
国资国企林、劳模示范林……在社
会各界共同参与下，元宝枫、金叶
菊、京桃、紫叶稠李在长条山、大黑
山上绽放新绿，一株株白蜡树苗扮
靓了百年国际赛道城的 3 号矸石
山和2号矿坑。

“我要用双手为家乡添一抹新
绿，把家乡建成看得见山，望得见
绿，记得住乡愁的金山银山。”阜新
市人大代表寇志勇说。

沙海边的生态长城

与往年不同，在阜新人绿化山
河的叙事语境里，新增了两个字：碳
汇。这给年过七旬的治沙英雄侯贵
带来新的憧憬。

扶正树苗、挥锹培土、踩实浇
水……一株株树苗在明媚的阳光里
挺直了腰身。2001 年，彰武县四合
城镇刘家村村民侯贵和老伴儿上了
山，在沙坨子上造林2400余亩，栽下
26万株树苗。

“只要有点钱，我一不修房子，
二不买新衣服，全换成了树苗。粗
略算了一下，花了好几十万元。”

这几年，侯贵遇到一件烦心事：
没有钱栽不成树，要想有钱就得砍
树。侯贵说：“树砍光了，风沙来了
咋办？思来想去，还是没舍得砍。”

侯贵和老伴儿甘守清贫，执着

地守护着这片绿洲。有人赞叹，有
人不解，侯贵也不争辩，育苗、挖坑、
种树、挑水、巡山……在日复一日的
劳作中，树越长越高，林子越来越大。

今年，阜新市抢抓“双碳”机遇，
以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为突破
口，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提高森林覆盖率，优化森林草
原生态系统功能，积蓄碳汇潜力，提
升碳汇能力，发展碳汇经济，把生态
容量变成绿色银行。

“碳汇交易可太好了，树不用砍
也能有收入，两全其美。”侯贵乐呵
呵地说。

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侯
贵坦言不想当孤胆英雄：“我浑身是
铁能捻几颗钉？有了碳汇收益，就
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伙一

起动手，大漠才能变林海。”
“大垄双行，秸秆覆盖还田，靠

这两项新技术，咱这地越种越肥，你
看土质都由褐变黑了。”阜新县阜新
镇桃李村村民马树海蹲在地头，端
详着手里攥着的那把土，言语中满
是自豪。

如今，科学种田不光让老马多
打粮，未来还能有一笔不菲的碳汇
收益。“许多人都知道森林草原能吸
收温室气体，可是保护性耕作、秸秆
还田、施用有机肥等，也能大幅增加
土壤的固碳能力，这是个大聚宝盆
啊！”说起碳汇，马树海头头是道。

一棵棵树，一片片林，一块块沃
土，不仅是水库、粮库、钱库，更是潜
力无限的碳库，为高质量发展再添
生态底气。

碳汇经济方兴未艾

绿色矿山

绿色希望

绿意盎然、环境优美的阜新城。 本版图片由阜新市委宣传部提供

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河清岸绿，风车转动，彰武县巨龙湖畔景色宜人。

水鸟在细河筑巢安家。

绿色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