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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渐近，桂香暗涌，之江大地迎
来亚运时间。

“丝路风光”点亮杭州、超过 1 亿人
次通过低碳行动贡献“绿色能量”……
杭州亚运会实现全部竞赛场馆常规电
力使用绿电。

浙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发源地，“绿色亚运”成为杭州亚
运会的鲜明标识。

在这里，新时代中国的绿色发展理
念深入人心，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徐徐铺展。

低碳办赛，践行“双碳”行动
新疆哈密，一阵风吹过，风机叶片

转动；甘肃嘉峪关，一束光洒下，电子在
光伏板中流动……当场馆电闸拨开，通
过特高压电网输送的丝绸之路沿线“风
光”瞬间点亮。

跨越山海，凸显绿色考量——
一块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的单晶双面光伏组件，日均发电量 2.2
度，可供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和游泳馆
的一盏节能灯亮足 220 小时；目前完成
的16场杭州亚运会绿电交易，累计电量
达6.21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7.6
万吨；今年3月至年底，杭州亚运会所有
56个竞赛场馆将持续使用绿电。

3年前，中国向世界作出郑重承诺：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
煤电；向全球提供50%的风电设备、80%
的光伏组件设备；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
续8年居全球第一……以“双碳”工作为
引领，我国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绿色低碳转型。

“双碳”行动下的低碳理念，贯穿杭
州亚运会筹备全过程。

“我们打破了以往观演模式，秉承
绿色办赛理念，全程没有碳排放，不燃
放烟花，主火炬采用绿色燃料。”杭州亚
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沙晓岚说。

精打细算，“挤”出减排空间，是杭
州亚组委聘请的“零碳工程师”每天都
在琢磨的工作。每一盏灯、每一台空
调、每一部电梯的能耗数据，都在他们
脑海里飞速运转。

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的 4 楼和 5
楼，许多角落安装了传感器。“零碳工程
师”来涵彬与同事将这两层楼分割成70
多个区域，通过安装传感器采集温度、
湿度、光照、人流密度等数据。

这些数据被实时回传到智慧运维
平台，计算出兼顾能耗与舒适度的最优
方案，动态管理每一个区域的能耗，实
现精准降碳。“当系统感知到光照够了，
灯就会少开几盏。”来涵彬说。

一点一滴，汇聚成光——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和游泳馆，智

能导光系统通过屋顶的 210 根导光管，
将室外自然光引入场内，每年可节约10
万度电；

2000 多辆亚运会、亚残运会官方服
务新能源车将在赛场、亚运村接驳等多
个场景穿梭，提供绿色智能的亚运出行
体验；

杭州亚运村的“全能”快充站，15分
钟最快可充电 60 度，满足车辆行驶 400
公里的用能需求……

从一会看一域。2022 年，浙江作为
全国首个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以占全
国 1%的土地、4%的人口、4%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创造了全国 6.26%的国内生
产总值。

杭州亚运会的低碳实践，将为浙江
乃至全国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新
的示范。

生态办赛，彰显“两山”理念
600 多年前，元代画家黄公望结庐

隐居富春江畔，在这片清逸绮丽的水岸
留下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时光流
转，山水图中渔夫摇橹垂钓的江面，即
将成为运动健儿奋力划桨的赛场。

漫步在富阳水上运动中心，满目皆
绿，心旷神怡。场馆顶楼，有一座与周
边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空中花园。这
里种植着欧石竹、百日草、月季等花木，
不仅让整个场馆绿化率达到 45%，还能
固碳释氧、隔热保温和减轻雨水径流。

正在为场馆内雨水回收系统“诊
脉”的国家电网杭州市富阳区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杨阳说：“来自屋顶的雨水经
过一系列净化处理后，通过管道分配利
用，用于浇灌绿地、中庭水景和公共卫
生冲洗等。”

杭州亚运会不仅有屋顶花园“小生
态”。起伏的山、流动的水、摇曳的树
……当地不断修复提升的生态系统，更
构筑起高水平的“大生态”。

从东海之滨到钱塘江畔，从杭嘉湖
平原到浙西南山区，之江大地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2022 年以来，浙江全域
推进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累计发现15
个新物种。

绿色是生态本色，是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

前不久，多位驻华使节在浙江参观
访问时，对绍兴柯桥羊山攀岩中心印象
深刻。这座形似蚕茧的半开放式场馆，
东西通透。向西面看去，羊山石城的景
色尽收眼底，人造岩壁赛道和羊山石城
的自然风光相映成趣。

现代建筑和自然环境有机融合的
背后，是废弃矿山经过建设开发，华丽
变身“岩壁芭蕾”国际赛场的动人故事。

离场馆不远的柯海公路上，满载布
料的来往货车川流不息：运进的是白色
坯布，运出的是五颜六色的纺织面料，
分散到产业链下游。曾经对生态环境
造成破坏的传统产业，如今实现绿色
转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浙江实践，在杭州亚运会上集中体现。

千岛碧水画中赛——杭州亚运会
的淳安赛区，也是一处景区。借筹备亚
运会之机，当地将下姜村、界首亚运小
镇、石林港湾运动小镇等美丽乡村提质
升级，把景区景点景观、田园果园茶园、
山村古村渔村“串珠成链”。

亚运分村所在的淳安县界首乡，水
域广阔，港湾曲折，沿线骑行、徒步的游
客络绎不绝。

人不负青山，绿水青山亦为亚运增
添光彩。

如今，绿水青山不仅是浙江 1.9 万
余个乡村的“金名片”，还成为可持续发
展的“聚宝盆”。随着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蓬勃发展，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2003年的5431元增长到2022年
的37565元。

和谐办赛，打造“共生”城市
金秋杭州，一抹鲜亮的“红色”在

流动。
越来越多的杭州市民和游客选择

骑上公共自行车，“小红车”穿梭在大
街小巷，车身上的亚运吉祥物琮琮、莲
莲、宸宸分外显眼，浓浓的亚运气息扑
面而来。

单车出行、线上支付……在杭州，
众多绿色生活方式可累积碳信用，用于
抵消亚运会产生的碳排放量，助力实现
亚运会碳中和。截至目前，“人人 1 千
克，助力亚运碳中和”活动已有超1亿人
次参与。

这座被绿水青山环抱的千万人口
超大城市，正在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之道。

杭州西北，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木
桨拨水、雨击湖面、风吹竹叶、鸟儿啁
啾。根据连续十多年生物多样性监测
记录，西溪湿地现有维管束植物 1040
种、昆虫 911 种、鸟类 203 种，其中包括
青头潜鸭、白尾海雕等多种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

“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的景象”“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
风光”……乘亚运东风，生态画卷一一
铺展。

花满杭城，香飘亚运。“我们对杭州
特色植物，比如桂花、荷花、月季等，进
行了花期调控，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全
力保障‘百花齐放’，把最好的状态呈
现给四海宾朋。”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园林绿化处处长程二苹看来，杭州在
提升绿化景观时，一方面要秉承自然，
另一方面要把山水园林城市的特色体
现出来。

迎亚运期间，杭州新建改造公园
120 余个，共计完成地铁复绿 260 余公
里，快速路绿化建设 50 余公里，新种植
行道树和道侧乔木超 3 万株。大幕将
启，钱塘江畔的亚洲花卉主题园正式开
园，超200种花卉竞相开放。

浙江多个亚运协办城市，展开环境
优化提升行动——

经常在金华婺州公园锻炼的市民
近来发现，树上多了一些精致的鸟巢。
这些顶部被设计成斜坡或圆形的鸟巢
形状各异，由天然材质打造。当地发起

“千座鸟巢迎亚运”行动以来，共布设
2000余座人工鸟巢和投食器；

在温州龙舟湖，温州大学藻类防控
专家团队将超声波技术与传统的除藻
技术结合，作用于河道内藻类水华，有
效提升了水域水质。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

从“绿色亚运”出发，沿着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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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湍流滚滚，落日照得水面闪着
金光。每到黄昏时分，众多市民赶往郑
州北部的马渡下延，纷纷掏出手机拍摄

“长河落日”大美景色。河堤南侧，三个世
代与黄河相伴的古老村庄，正悄然蝶变。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部的
马渡村、来童寨村、黄岗庙村，北邻黄
河，南向城区，三村总面积 15 平方公
里，常住村民约 6000 人，距郑州城区仅
20分钟车程，是目前金水区仅有的三个
村庄。如今，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和区位优势，这里已成为市民观赏黄河
生态之美、体验农耕乡愁、参与创新创
业的新目的地。

“作为黄河岸边少有的临城、涉农
村庄，虽然城区用地紧张，但我们要把
这三个村保留，因为它们是助力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宝贝。”郑州市委常委、金水
区委书记张红伟告诉记者，“近年，我们
通过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以保
留历史、留住乡愁为宗旨，以智慧创新
为发展主线，将三个村庄打造成‘三产
融合共生’的未来乡村聚落区，助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站在绿树成荫的黄河廊道南望，整

洁的街巷、红墙灰瓦的联排庭院、规整
的农田、特色的民宿集群……犹如一幅
美丽的乡村画卷，曾经被称为“北大荒”
的落后村庄，如今成了众多市民心中

“向往的生活”。
走进兴达路街道所辖的马渡村，村

民尹小玲正在自家的庭院内修剪葡萄
枝，院内种着青菜和各种颜色的花，葡
萄架下五只猫咪在慵懒地打着盹。尹
小玲告诉记者：“现在村里不仅环境变
好了，村民的收入也比以前多了，大家
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

“通过整合农村土地、房产等各类
资源，壮大集体经济，调动村民发展致
富的积极性、创造性。”所辖兴达路街道
负责人说，企业和村民合作，探索“庭院
经济”发展模式，目前村内入驻的科创、
文创、农创企业已有 60 多家，村民在家
门口就可以就业。

去年，马渡村村集体引进中园景观
工程（河南）有限公司，作为集亲子游、
乡村游、婚庆游、景观生态全产业链发
展的综合性服务企业，公司在这里打造
的多主题生态景观吸引市民前来体验，
公司创始人陈晓栋告诉记者：“我们看

中这里的生态优势，通过改造，让更多
市民来到这里，感受乡村的魅力。”

近年来，马渡村新增农家乐、民宿、
商店和小吃店等 40 多家，该村就业率
从两年前的不足 50%增至现在的 80%
以上，群众的收入这两年也翻了一番。

立秋后，黄河沿岸天空变得清澈明
朗，马渡村东侧的来童寨村、黄岗庙村
的“幸福湾”特色民宿、湿地公园、露营
农场等成了城区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幸福湾”民宿店长张斌说：“目前，
我们有 12 套不同主题的别墅套房，从
去年年底开始，订单一直不断，现在的
订单已经排到一个月之后了。”作为返
乡创业的“90后”，张斌告诉记者：“希望
有更多年轻人来村里创业，把村庄经营
得更加红火。”

未来，这三个村将依托辖区科教资
源优势，聚焦农企、农展、农创、农旅融
合，马渡村正在积极打造“科创、农创、
文创小镇”，来童寨村积极筹建“休闲康
养示范村”，黄岗庙村正推进“非遗文化
特色村”建设，三个村庄正从“美丽乡
村”向“未来乡村”迭代演进。

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

留住乡愁 城村共生
——黄河岸边古村庄的蝶变

新华社记者 林嵬 吴刚

滔滔黄河水，在山西蜿蜒前行近千
公里，穿行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既形
成了气象万千的绝美景致，也伴生着治
理难题。近年来，山西坚决落实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入打
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一
泓清水入黄河”的美好愿景正日渐变为
现实。

从荒山土岭到绿色长廊
初秋时节，走进吕梁山南麓、黄河

东岸畔的永和梯田，数万亩高粱丰收在
望。种植户白红生望着长势良好的农
田说：“现在的收成比以前增长两成，过
去是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现在
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增收田’。”

近年来，临汾市永和县实施坡耕地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把贫瘠的山坡
地变成高产田。经过改造的丘陵梯田
的田坎上还种上了连翘、酸枣，既保持
水土，还美化了景观。

这是山西沿黄增绿增收的一个生
动写照。从晋北干旱少雨的风沙地带，
到水土流失严重的吕梁山区，近年来山
西沿黄市县坚持不懈推动黄河沿岸造
林绿化，让昔日的荒山荒坡逐渐披上

“绿装”。
偏关县是黄河入晋第一县，风大多

沙，十年九旱。从1974年到2022年，当
地干部群众接力义务植树，使这座晋北
小县的绿化率达到 40%。临县所在的
吕梁山区，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临县林业局林业工作站
技术员张绳顺说，为了能让石头山上也
种上树，人们在石头上凿坑填土。经过
多年努力，现在黄河沿岸的山体像是盖
上绿绒毯。

如今，黄河两岸植被覆盖率逐渐提

高，一条纵贯山西南北的“绿色走廊”日渐
清晰。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山西将力
争实现黄河流域宜林荒山基本绿化。

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柳林县兴无煤矿矿井水深度处理车

间里，黑乎乎的矿井废水，经过沉淀、过
滤、消毒等环节，变得清澈透明。煤矿环
保科科长卫世荣说，经过处理的矿井水
可以部分用于井下生产、防尘洒水，其余
的再经过三重过滤处理后达标排放。

走近紧邻煤矿的一条河沟，记者未
闻到河水有异味。距离河沟大约500米
就是黄河的一级支流三川河。当地居民
张华华说，过去这条河沟沿线有 6 家煤
矿，河水又黑又臭，现在环境变好了。

山西境内黄河支流众多，每条支
流、每个沿河村庄和企业都关系到黄河
的整体治理成效。多年来，山西对黄河
支流沿岸进行生态修复治理，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打造生态廊道，黄河流域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有着“三晋母亲河”之称的汾河，是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为了使汾河逐步
实现“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
起来”的目标，山西省打响汾河生态保
护与修复治理攻坚战，努力让汾河成为
滋养沿线群众的幸福河。

汾河万荣段是汾河汇入黄河的最
后一道关口。如今，这里碧波荡漾，一
派大河风光。运城市生态环境局万荣
分局工作人员吴效奎说，汾河入黄段湿
地面积有 2000 多亩，通过打造生态湿
地，降解水中有害元素，可以让入黄水
更干净。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保护
监察专员王义成说，截至9月14日，“一
泓清水入黄河”工程今年累计开工项目

158 个，已完工 35 个，为确保 2025 年黄
河流域国考断面稳定达到三类及以上
水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河两岸渐成“生活秀带”
近些年，山西打造了全长 1238 公

里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风景，
聚集了人气，还带活了产业。

临县碛口镇，是著名的黄河古码
头。随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建成，碛口
古镇旅游人数明显增多，周边的村民也
吃上“旅游饭”。“五一假期，大型实景剧

《如梦碛口》场场爆满。”经营着一家客
栈的孙文连说，今年暑假，这里的客房
供不应求。

近年来，山西沿黄地区还以水土保
持项目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忻州市河曲县榆岭窊村，在龙头企
业的带动下，发展高端生态有机果蔬产
业、海红果种植示范基地、有机蛋鸡养
殖等项目，2022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9.8 万元，比十几年前增长近 30 倍。
过去的偏僻小村庄，成了宜居宜业宜游
的现代化新农村。

运城市芮城县依托水土流失治理
工程，加快建设花椒基地。眼下正是花
椒采摘的季节，走进黄河岸边的风陵渡
镇，随处可见晾晒的花椒，空气中弥漫
着一股浓郁的香气。“风陵渡镇是芮城
县花椒核心产区，种植面积6.7万亩，占
到全县一半以上。”芮城县林业局技术
推广站站长肖国辉说，全县花椒年产干
椒 6800 多吨，产值约 3.74 亿元，正在成
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行走黄河岸边，苹果、核桃、海红果、
花椒等一批特色产业已初具规模，一幅
幅特色产业发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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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山 绿 水 入 画 来
——山西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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