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25日讯 近年来， 由于环境变
化、航运频繁、水质恶化、食饵减少等因素叠
加影响， 洞庭湖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呈明显
下降趋势。今年9月27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洞庭湖江豚保护工作。

目前， 相关各级各部门正按照通知要
求， 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推进保护工作，
创造条件将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升格
为省级，并将探索开展江豚迁地保护作为下
阶段重点来抓。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武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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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洞庭再现碧水
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 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提出了更多要求。
2007年，洞庭湖区造纸污染整治大

幕拉开，一举依法关停234家造纸企业。
洞庭湖从劣五类水质变成了三类水质，
多年不见的江豚又出没在湖中。

2008年6月，湘江污染整治“三年行
动计划”开始实施，全力打造“东方莱茵
河”；2011年8月，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
理首个项目在株洲清水塘启动。如今，纳
入湘江流域污染综合整治的1377家企业
已关停1017家。

千里湘江再现碧水。2011年，湘江40
个省控水质监测断面中， 一至三类水质
断面占87.5%，比2007年提高5个百分点。

2011年，全省14个市州所在地城市
均实现空气质量达标。

重金属废水也能养鱼？
走进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厂的环保车间里， 数十条金鱼在水
池中欢快地游动，令人称奇的是，池中用
来养鱼的是该公司净化处理后的重金
属废水。

重金属废水可养鱼， 是湖南企业近

年来大力发展清洁生产、 从源头上减少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一个直观体现。
一些大型钢铁企业如湘钢、衡钢等，也发
生着深刻的变化，工厂里鸟语花香，空气
清新，一改传统钢铁企业“傻大黑粗”形
象，变身为花园式工厂。

节能、节水、节土等节约和高效的模
式也在经济生活中不断涌现。

三湘大地， 绿色崛起正抢占新一轮
发展制高点。

绿色文化深入人心
2009年3月1日起， 长沙市所有宾

馆、酒店、招待所及相关单位停止主动提
供一次性牙具、拖鞋、梳子等“七小件”。
据测算， 此项改革每年可减少一次性日
用品消耗240万套件以上。

2011年5月，株洲市正式启动公共
自行车租赁服务， 成为我省首个推行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
目”的城市。如今，租赁公共自行车，已
成为株洲人最推崇的低碳出行方式。

今年8月投入使用的长沙梅溪湖小学，
通过使用屋顶绿化、太阳能、雨水收集系统
等绿色技术， 可比普通学校节省60%的综
合能耗。

“绿色湖南”的建设，正在不断改变
着人们生活的环境， 也改变人们的消费
方式、出行方式、居住方式，甚至思维方
式。绿色，已成为一种自觉。

今年4月，《绿色湖南建设纲要》出
台，成为绿色湖南建设行动纲领。

铁腕治污带来江湖巨变
湖南人均享8.47平方米公共绿地 大型野生动物多了近两成

华夏腹地，长江中游，洞庭以南，有一片被浓浓绿色覆盖着的21万平方公里土地。这里就是湖南。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在这片土地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绿色实践———
栽树植绿、铁腕治污，赢得山清林秀、江湖安澜，城乡生态环境大幅改善；两型社会建设纵深推进，百姓生活绿意盈盈……

“绿色湖南”，已成为一张最亮丽的名片。

●至2011年底， 全省林业用地面积
从2007年的1.92亿亩增至1.94亿亩，森林
覆盖率从55.9%增至57.13%， 森林蓄积
量从4.02亿立方米增至4.16亿立方米；

●2011年， 全省大型植食性野生动
物数量较10年前增长了20%-30%；大型
食肉兽类如云豹、豹猫、黑熊等野生动物
增长了15%-20%； 森林鸟类数量增长
30%-40%；

●近五年来，湖南城市绿化覆盖率从
32.8%增至36.5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7.3
平方米增至8.47平方米。

2011年5月3日，公共自行车亮相株洲。如今，骑车出行已成为株洲人最推崇的
低碳生活方式。 记者 李丹 摄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周彰军 申福春

东洞庭江豚保护区有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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