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记者
贡宪云

3 月 24 日，在雄
安新区网信办主办的
植树活动中，300余名
志愿者在容城县种下
500 多棵油松，为“千
年秀林”再添新绿。

“连日来，这样的
植树活动不断在雄安
新区展开。”中国雄安
集团生态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生态事业部成
员杨尉栋说，前几天，
雄安新区气象台发布
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阵风达 6 至 7 级，他放
心不下，特意到苗木新
种地点进行了巡查。

千年大计，生态优
先。2017 年 9 月，带着
热情与期盼，杨尉栋来
到 了 雄 安 新 区 ，参 与

“千年秀林”项目的准
备工作，这是雄安新区
设立后实施的第一个
工程项目。

在杨尉栋印象中，
“千年秀林”造林区域
过去很多地方是庄稼
地。2017年11月13日，
在雄县县城西侧9号地
块，他们种下了“千年秀
林”第一棵树。自此，绿
意开始迅速在雄安新区
扩张。

仅仅去年一年仅仅去年一年，，雄雄
安新区重点建设了环安新区重点建设了环淀
绿化带、南拒马片林、安
新片林带、赵北口片林、
刘李庄片林、大清河两
侧廊道、唐河廊道等，完
成 10 万亩造林任务，栽植各类苗木 280 余万株。
目前，雄安新区造林面积已扩展至 41万亩，基本
形成了“三带、九片、多廊”的绿色空间骨架。

亲眼看着树木慢慢长高，就像看到孩子长大
一样，杨尉栋对“千年秀林”有着特殊的感情。

跟传统城市造林不同，“千年秀林”着眼长远，
探索在平原地区大面积建设异龄、复层、混交样式
的近自然林建设，这在我国尚属首例。

“近自然森林，就是顺应自然、尊重规律，在适
度人为干预下，实现森林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
我演替。”杨尉栋说，树苗年龄不一样，灌木、乔木
互相搭配，不同树种混合栽种，这样可以让苗木充
分竞争，优胜劣汰，留下优质、长寿树种，最终形成
近自然森林。

“千年秀林”处处体现着“雄安质量”。在选择
苗木的时候，一律选用原生冠苗，这种苗木后期可
以长得高大挺拔；坚持用苗圃苗，不从周边山林移
栽树木。

在容城县城附近的造林现场，每个树坑大小一
致，地垄规规矩矩，支架整整齐齐。“我们对苗木采
挖、运输、装卸制定了严格工序，每个环节精益求
精，就像在车间做商品一样。”杨尉栋说。

为避免一些新栽种的小树苗被风吹歪，他们会
栽一根竹竿支护，并用绳索将竹竿和树苗进行捆
绑。光是这小小的绑带，他们也花足了心思，一端
固定，一端留成活扣，盘成螺旋状。这样一来，随着
树苗成长，这些绑带会自动松扣，不至于出现勒树
情况，他们称之为“雄安森林扣”。

在测量工具、定位设备、栽植设备、支护劲带方
面，类似“雄安森林扣”这样的小发明并不少见，体
现了“千年秀林”建设者的智慧匠心。

“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标签。”杨
尉栋说，人们只要打开微信“雄安森林”小程序，扫
一扫苗木挂着的“二维码”卡片，就能迅速了解苗木
的来源、树种、规格情况。此外，“二维码”还会全流
程记录苗木栽培、检查、管护、修剪等信息。

这些树木生长信息，都汇集在雄安森林大数据
系统中，未来，将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森林自然演替规
律、林业技术研究提供详实的数据参考。

每逢周末，容城县平王乡仇小王村村民李安定
都会带着孙子来“千年秀林”玩耍。走进林区，满目
翠绿，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感到舒心
惬意。“以前没事儿只能在家看电视，现在好了，出了
家门就是森林，我们不仅有了休闲健身地，还能当上
护林员增加收入，一举两得。”李安定说。

“蓝绿交织是雄安新区的底色，而‘千年秀林’是绿
色的代表。”杨尉栋说，今年，他们将按照《雄安新区绿
色空间规划》要求，在巩固前期造林成果的基础上，积
极谋划好2021年植树造林项目，强化市场参与，创新
运营机制机制，，努力在合作养护努力在合作养护、、冠名林冠名林、、碳汇交易等方面碳汇交易等方面
取得实质性进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构建雄安新区加快构建雄安新区““蓝绿交织蓝绿交织、、清新清新
明亮明亮””的生态空间格局的生态空间格局。。

春季的白洋淀，碧水泱泱、芦苇泛
绿，清风拂面、水鸟飞翔，到处是生机勃
勃的景象。

“小时候的白洋淀回来了。”安新县
东淀头村党支部副书记任小峰今年 46
岁，是土生土长的淀区人。他发现，这
几年淀里的水越来越干净，不仅看到了
几十年不见的鳑鲏鱼，还吸引了天鹅、
野鸭、鸬鹚等水鸟栖息。他期盼着，白
洋淀能早日重现小时候“抓鱼摸虾”的
水乡情景。

白洋淀水质的变化，让雄安新区生
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程钢很有成就
感。四年来，为了治理好白洋淀，他们
实施了一大批治理项目。

唐河污水库库尾紧邻白洋淀，由于
“超期服役”近40年，污水横流、垃圾成
山，对白洋淀的水环境质量构成严重
威胁。

2017年，雄安新区委托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专家，深入调研污水库环境现
状，制定“先洗脸，再排毒”的治理方案，
一期清理处置唐河污水库表面堆积的
固废和存余污水，二期统筹治理北库土
壤、底泥和地下水。

如今，再次来到唐河污水库，放眼
望去，污水不见了，垃圾也清理了，成片
的矢车菊长满河道，堤岸上绿树成荫、
花草繁茂，不时还有路人驻足拍照。

“不断深入生态治理，将污水沟打

造成生态廊道。”程钢说，今年，在巩固
唐河污水库一期二期治理成果的基础
上，他们将规划建设唐河郊野公园，建
设南北两库堤顶路、堤防及堤坡等主要
节点景观，为新区及周边居民提供休闲
娱乐场所。

污水处理站建设是排污治理的重
中之重。2020年2月，省里提出小型污
水处理站 III 类水入淀的要求。而当
时，雄安新区小型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
技术只能达到Ⅳ类水标准。怎么办？

“别看只是从Ⅳ类提升到 III类，对
污水处理来说，却是过滤膜从微米级到
纳米级的区别，造价和难度完全不同。”
程钢说，就地改造显然不现实，整整一

个星期，他们都在找对策、想办法。
“污水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最终，

他们转变思路，找到“尾水回用”这一突
破口，实施了 57 个小型污水处理站尾
水资源化利用和导排工程，将尾水输送
到淀外正在陆续建设的 10座生态公园
进行资源化利用。如今，小型污水处理
站尾水导排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对生态
公园的树木、花草、道路等进行景观
建设。

为不让一滴污水进入白洋淀，雄安
新区不遗余力：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力
度，整治“散乱污”企业 13591 家；整治
完成606个有水纳污坑塘和5条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规范整治规模化以上畜
禽养殖场（小区）378家，其中取缔关停
342 家，现有 36 家建成粪污综合利用
设施。

水清苇绿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生态底色

366平方公里的白洋淀，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
生命线。

雄安新区设立之初，就突出了白洋淀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

按照“控源、截污、治河、补水、搬迁”思路，全省上下通过白洋淀上下游
协同治理，不断加强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白洋淀水质同比持续好
转，雄安新区的生态底色正越筑越牢。

数据显示，在2019年白洋淀水质由Ⅴ类好转至Ⅳ类的基础上，2020
年白洋淀水质持续好转，湖心区水质为Ⅳ类，其中采蒲台、烧车淀2个点位6
个月达到Ⅲ类，实现“全域Ⅳ类、局部Ⅲ类，消除Ⅴ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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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安新县白洋淀大淀头村是传统的渔乡村落，划着木船行
走在淀里是村民们每天的生活。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建设者说样本故事

□河北日报记者 贡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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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安新县同口镇的马棚淀入
口区域，成片的芦苇随风摆动,这是雄
安新区新建的孝义河入淀口人工湿地
项目。

“通过退耕还淀，这里变成水草丰
茂的湿地，起到了涵养水源和恢复淀泊
水面的作用。”安新县同口镇郝关村党
支部书记孙国壮说。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
泊，长期以来饱受缺水困扰。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
恢复淀泊水面，实施退耕还淀，淀区逐
步恢复至 360 平方公里左右。建立多
水源补水机制，合理调控淀泊生态水
文过程，使白洋淀正常水位保持在 6.5

米-7.0米。
府河、孝义河是白洋淀上游长年有

水入淀的主要河流。2019年，雄安新区
在府河、孝义河入淀口处启动人工湿地
建设，总面积达到6.3平方公里。去年，
湿地实现主体完工，为白洋淀恢复了超
过 600公顷的湿地面积，每天能净化入
淀水 45 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中等城
市一天的污水排放量。

这是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大
手笔。经过多名国内外顶级专家分析
论证，结合白洋淀流域特点和生态环境
现状，湿地建设创新采用了“前置沉淀
生态塘+潜流湿地+水生植物塘”的组
合式工艺，通过碎石、钢渣、沸石等基质

的科学配比，通过电化学效应以及微生
物和植物的共同作用，很好地发挥了去
除总磷、总氮效果。

生态补水，是白洋淀生态治理的重
要措施。

2019年，白洋淀引黄大树刘泵站主
体完工，这是雄安新区设立后首个永久
性水利工程。至此，白洋淀多水源补水
机制基本建成，引黄河水、引南水北调
中线长江水、引水库水、再生水等，成为
白洋淀生态补水重要且稳定的水源。

在省水利厅的支持下，雄安新区统
筹利用各类水源，积极向白洋淀进行生
态补水。2018 年实施生态补水 3.47 亿
立方米，2019年实施生态补水4亿立方

米，2020 年实施生态补水 5.4 亿立方
米，保障了“华北之肾”水量充盈。

“白洋淀水多了，水面变大了，具
备了长时间大规模向下游补水的条
件。”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2年白洋淀的最高水位达
7.4 米，是近 20 年少有的高水位状
态。去年 3 月-6 月，白洋淀通过枣
林庄枢纽和十二孔闸大规模向下游
生态补水，补水约 6000 万立方米，
有效缓解下游沿线各地缺水现象，
改善河道水生态环境。

要让淀水真正活起来，应放在
更大的格局考虑。未来，雄安新区
将突出互融互通理念，通过联络拒
马河等河流，东至渤海湾，西接太
行山脉，形成连山通海、南北交融
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沿着曲折的水道坐船十几分钟，就
来到安新县王家寨村。跟往年比，码头
广场多了一处喷泉小景观，清水喷涌而
出，与周边的小桥、绿植、广场、苇荡融
为一体。

“这可不仅仅是景观，还有生态治
理作用。”王家寨村村民张四喜说，喷泉
下方是一片 20 平方米的湿地，种植了
水葱、菖蒲、金鱼藻等水生植物，可吸附
水中污染物，起到进一步净化水质的
作用。

不仅如此，该村还建起了污水、
垃圾、厕所一体化综合治理设施，对

污水进行全收集全处理，垃圾日产日
清，污水、垃圾、粪污从此不再排入白
洋淀。

淀区村治理，一头关乎白洋淀污染
治理，一头连着村民居住环境。

为了保障治理效果，雄安新区创新
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引进专业化公
司，对 78 个淀中淀边村污水、垃圾、厕
所进行一体化综合治理。特许经营期
为 20 年，公司负责自主投资、设计、改
建、新建、运营，政府部门每年进行考
核 ，为 白 洋 淀 农 村 生 态 治 理 提 供 了
样本。

生态好了，安新县王家寨村村民辛
春花抓住商机，开了一家叫作“望月岛2
号院”的民宿。响板惊鱼、扣花罩、编苇
席……这些淀区民俗体验项目，让辛春
花家的民宿红红火火。

游客多了，村里开民宿的也多了起
来，从最初的6家发展到如今的30多家。
辛春花的儿子辞去北京的工作，回来帮
忙，母子齐心将民宿办得有声有色。

“鱼不让乱养了，看起来渔民损失
不小，其实得到的更多。”安新县邵庄子
村村民邵小贝年近五旬，是白洋淀土生
土长的渔民。随着白洋淀全部取缔淀

区网栏网箱养殖，邵小贝干起了
“农家乐”，吸引外地游客品尝水
乡 特 色 餐 饮 、体 验 捕 鱼 摸 虾
生活。

受疫情影响，游客来得少，
生意大不如前。邵小贝又玩起
了网络直播，将当地苇编、蒲扇
等水乡特色产品进行线上销
售。线上线下齐发力，提高了
他的收入。

以淀兴城、城淀共荣。在
绿色发展理念之下，白洋淀迎
来了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众 多 村 民 体 验 到 了 生 态
福利。

生态补水 “华北之肾”不断恢复

综合治理 村民享受生态福利

强化整治 淀区的水变清了

◀3月10日，无人机航拍正在升级改造中的白洋淀
码头。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