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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绘就“大美开州”

金秋时节，美丽的汉丰湖倒映着蓝天白云，微风吹拂湖面形成波光粼粼的旖旎
景色，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在此驻足享受亲近自然的乐趣。夜晚明月悬于湖上，五
彩缤纷的城市夜景近在眼前，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同频共振绘就一片秀丽夜景。

近年来，开州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大对汉丰湖、澎溪河（开
州段）、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州区域等河湖湿地、森林山川的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

修复力度，持续打造“幸福河湖”样本，不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为建设“一极
两大三区”——渝东北川东北重要增长极，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大节点、区域性城镇
组群大城市，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市重要绿色工业集聚区、大三峡大秦巴结
合部国际旅游度假区的现代化开州筑牢绿色本底，“大美开州”逐渐呈现一片河畅、水
清、景美、岸绿、人和的美好生态。

湖在城中 生态和人文在汉丰湖协同共生
汉丰湖是开州区的一颗明珠，它因三峡工程而生，

是三峡库区唯一的人工湖泊。
据介绍，三峡工程在夏季低水位运行145米，冬季

高水位运行175米，在145米-175米高程的库区两岸，
形成与天然河流涨落季节相反的水库消落带。消落带

“夏陆冬水”的特点，导致了该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敏感性、易污染性以及易破坏性，造成了环境污染加
重、水土流失加大、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破坏等
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而在三峡库区所有区县中，开
州区消落带面积最大，达到42.78平方公里，占重庆市
消落带面积的13.9%。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流经开州区城区的澎溪河
下游4.5公里处建了一座拦水大坝——水位调节坝，在
调节坝的上游形成一个常年水位为170米-175米、水
域面积为14.8平方公里的湖，汉丰湖由此而来。

通过水位调节，将汉丰湖最低水位控制在170.28
米，极大地缓解了消落带对湖岸生态的负面影响，自此
开州区呈现出“湖在城中、城在山中、人在山水中”诗情
画意的奇特景观。2011年，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准重庆
汉丰湖成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2014年通过国家湿地
公园试点验收。公园规划面积1303公顷，其中水域面
积1025.6公顷。

“10余年来，我们围绕汉丰湖探索实施适应反季节
性水位变化的系列创新性湿地生态工程，为三峡库区
治理、保护、利用消落区生态环境提供宝贵经验，推动
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开州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创新性湿地生态工程包括五大技术体系：基于消
落带景观格局恢复重建的城市景观基塘工程、适应水
位变动的消落带林泽工程、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消
落带鸟类生境工程、基于人居环境优化的湿地“小微湿
地”和基于水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的多带多功能生态
缓冲系统工程。

今年8月，2022年亚太地区景观设计奖评选结果
揭晓，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乌杨坝消落带生态修复项
目荣获雨洪管理类卓越奖和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生
境改善或创造类卓越奖。该项目通过种源筛选、原位
试种，构建了适应消落带水位变化的适生植物资源库，
并设计了多种消落带近自然植物群落配置模式，在乌
杨坝建立了目前适生植物种类最全、生活型最全、植物
功能多样、季相丰富的消落带韧性景观。在此基础之
上，通过高程、地形、底质与植物的耦合设计，形成了稳
定而富有生机的消落带生境，使乌杨坝成为生命喧嚣
的“鸟类天堂”。

随着生态工程的成效日渐显现，汉丰湖生物多样
性逐渐丰富起来。目前，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已有国
家Ⅰ级保护动物1种，即中华秋沙鸭；国家Ⅱ级保护动
物19种，每年冬季到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越冬的雁鸭
类候鸟达20余种2万余只。

为了更好地宣传汉丰湖生态建设成果，提升公众
对生态建设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公园建立了宣教中心、
自然教室、观鸟台、湿地科学研究基地等宣教科研设
施，开展了大量的科普宣教活动和科学研究工作。

河岸同治 澎溪河整治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澎溪河流经的大浪坝，成片的桑树茂密生长，约

10米高的中山杉上站落着一群群白鹭。
“每年的10月至来年的2月，三峡水库蓄满水后消

落带进入水位最高的时候，这里的中山杉将大部分被
淹没。”开州区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寻找耐淹植物，管理中心花费近7年时间筛选了
上百种乔木，最终形成了适应水位变动和冬季深水淹
没的消落带适生植物资源库。目前这些筛选并定植的
树木已逐步适应了消落带反季节水位变化的环境条
件，如中山杉已经结出果实，落羽杉已长出了“膝状
根”，这些都是树木驯化引种成功、能够适应自然环境
的表现。

前些年，受经济社会发展等影响，澎溪河湿地市级
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曾经面临巨大挑战。为了推动问
题整治和生态修复，针对保护区存在的砂石、码头、堆
场、商砼等突出问题，开州区成立4个专项整治工作组，
对违法违规和破坏生态行为依法严厉打击。

据统计，保护区通过河岸同治、综合施策等举措，关
停并拆除非法采挖砂企业1家（采砂船舶6艘）、码头9
个、砂石堆场20个、商品混凝土公司5家、造纸企业1
家，共计拆除建筑物53169平方米，破除砂场硬化面
240995平方米，按照不漏一船、不漏一户的原则，退捕
渔船72艘，退捕率100%。

为了推动保护区保护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开州区积
极探索由原来的单纯生态治理转变为生态治理与合理
利用相结合，治理工作由原来的只注重生态效益转变为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在消落带治理过程中筛选经
济价值较高的适生植物，研发推广相关技术体系，补充
完善相关设施设备，充分实现消落带土地合理利用和生

态保护的双重目标。
截至目前，保护区内开展违建拆除迹地覆土28.1万

平方米，实施生态修复40.5万平方米，其中栽植沃柑等
经济树种135亩，覆土复耕60亩，栽植红叶石楠、枫香、
香樟等树种130亩，覆土种植草本植物36亩。澎溪河
的山青了、水绿了，“皮肤病”治好了。

通过多年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保护区内生态系
统趋于稳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提高，自然生态资

源得到恢复、生物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逐步提升。维管
植物‘高等植物’增加了29种，共计986种；鸟类增加了
34种，共计202种。

“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和完善产业
结构，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更有利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开州区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后将继续围绕生态保护与资源友好利用这一课题不
断探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设目标。”

今年2月，在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州区域违建整改
拆除区域，开展了一场集中植树暨铁峰山生态修复提升
活动。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横跨万州和开州，其中，开州
区域总面积9925亩，园内森林茂密，动植物资源丰富，人
文景观厚重，气候凉爽宜人。自2011年以来，公园内发
生违规占地、占林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现象。2019年7
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2021年2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共
反馈开州区域内10个违建项目，涉及房屋86栋3722套、
28.2万平方米。

“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是三峡库区重要生态屏障，全
区上下齐心把违建整改和生态修复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开州区铁峰山整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基础上，开州区举一反三、深入摸底，清查
出其它违建项目及附属设施22处31栋724套、面积7.1
万平方米并纳入整改，共涉及违建房屋117栋4446套、
面积35.3万平方米。

为了将违建全面处置到位，自2019年8月5日起，铁
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州区域所有建设项目的审批、建设全
面停止，所有房屋销售、转让、租赁和装修停止。2021年
10月启动攻坚以来，按照《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州区域
生态环境整改优化调整方案》，违建整改加快推进，取得显
著成效。截至目前，累计清退签约4366套、腾退4367套、
拆除31.9万平方米，完成生态修复面积约4.9万平方米，清
退签约、房屋腾退、拆除面积分别占总量的98.2%。

同时，落实生态修复综合提升专项资金4000余万
元，实施生态修复面积4.9万平方米，完成主干道道路绿
化美化12公里，种植各类苗木9800余株，培植各类地被
植物4.6万平方米。新建污水处理一体化设施1处，修建
排水沟1175米，新设排污管道4795米，生活污水治理能
力显著提升。

“如今森林公园面貌大幅改善，绿水青山持续恢复，
得到生态环境部西南督察局肯定和群众好评。”开州区铁
峰山整改办相关负责人说。

还林于山
铁峰山森林公园拆违建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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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幸福河湖”样本 加快生态治理和修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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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州故园小火车，带你游览汉丰湖

开展精准治污保护碧水长流
近年来，开州区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大力开展城镇

生活污水治理。
城区拓展建设实现排水管网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

用，城区新建雨污管网135.89公里，投资约3.31亿元；投
资 15.17 亿元对全区乡镇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新建
乡镇雨污管网约1070公里，基本实现全区乡镇街道管网
全覆盖。

同时，投资5149万元对29个镇乡街道生活污水处理
厂开展提标升级改造工作，投资2.28亿元对城区污水处
理厂进行扩建，全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均能达到一级排放
标准。其中，城市、水源地污水处理厂全部达到一级A排
放标准，乡镇污水处理厂全部达到一级B排放标准。

截至目前，通过综合治理，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达65%，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6.1%，城区无黑臭水体；
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85.2%；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
93.47%；辖区流域水质整体达到或优于Ⅲ类，出境断面Ⅱ
类水质占比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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