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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冬季，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走马镇的观光茶园却绿意盎然，线条分明。近年来，鹤峰县在发展壮

大茶产业的同时，积极探索茶旅融合发展之路，打造多片集采摘、观光于一体的万亩茶园，让茶农实现“茶旅双丰收”，助力

乡村振兴。图为12月6日，游客在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木耳山茶园观光。

看得见的红花绿植和环保设施，看

不见的绿色电力和智能化系统……初

冬时节，沿着美丽的北部湾海岸走访，

绿色、低碳的场景在各个港口随处可

见。近年来，广西北部湾港将绿色发展

理念贯穿到港口规划、建设、运营和临

港产业发展中，协同推进环境保护、节

能减排、智慧港口建设，为高质量发展

持续注入绿色动能。

系统谋划，健全绿色发展体系
沿着进港大道进入北海铁山港区，

两旁是十多米高的抑尘网，绿化带中朱

槿花、三角梅等簇拥绽放，封闭式运输车

辆来回穿梭，一派整洁有序的场景。

在铁山港东岸码头，工人们正为码

头投入运营做着各项准备工作，附近两

片海域，红海榄、白骨壤等各类新种的红

树林郁郁葱葱。码头负责人黄海祥介

绍，通过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广西红

树林研究中心等合作开展常态化监测与

修复工作，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逐步改善。

除了看得见的绿色，还有看不见的绿

色电力。近年来，北部湾港大力发展清洁

能源，启动港区风能、太阳能开发，加大充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在各个港口，很多叉

车、装载机都是更新换代后的新能源车

辆，门机等大型设施用上了绿电。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负责人

介绍，公司制定出台了北部湾港“十四

五”绿色港口发展规划和北部湾港零碳

港口建设行动方案等，系统谋划推进绿

色港口建设。

科技赋能，提升绿色发展效能
巨型货轮上方，呼啸往返的桥吊精

准抓取集装箱，放置在无人驾驶智能导

引车上……在钦州集装箱自动化装卸码

头，技术人员只需在控制室内轻点按键，

即可完成上万吨货物的装卸。

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流程策划部

副经理朱光远说，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网络等新一代创新技术，正加速提升港

口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赋能港口智慧绿

色转型升级。

在以集散大宗货物为主的防城港，

货车司机通过手机 APP 线上预约即可

自动确认进港作业，并与海关“智慧湾”

平台实现无缝对接，车辆集疏港通过时

间从原来的240秒减少到约30秒。

今年 8 月，北部湾港首个铁路智慧

调度中心在防城港码头投入使用。记者

在调度中心看到，电子大屏上共享集成

了众多自动化智能控制系统，工作人员

对每趟车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运行

区间等信息一目了然。“疏运智慧化，车

辆等待时间减少，效率得到提升，还能节

能减排。”码头铁路运输部经理助理莫宇

军说。

随着智慧绿色港口建设加快，码头

生产作业实现各环节信息化、智能化管

控，北部湾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

门户港的地位更加凸显。今年1至8月，

北部湾港（本港）货物吞吐量完成2.03亿

吨，同比增长11.35%。

循环利用，释放绿色发展红利
近年来，通过实施“港产园”联动发

展，北部湾临港化工、金属新材料、设备

制造等产业集群加快壮大。通过工艺与

技术创新，北部湾港不断提升固废综合

利用水平，构建起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

色循环工业链。

“吃”进废渣，“吐”出“金子”。在北

海鱼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更多的钢渣、

污泥等工业固废代替从矿山开采的石灰

石，作为企业生产原料，形成“固废—建

材制品—环保产品”产业链。公司党支

部副书记张帆介绍，固废综合利用不仅

有效缓解北部湾区域工业园冶炼废渣及

其他工业固废处置问题，还形成了企业

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每年北海鱼峰处理的大量固废

中，有近百吨来自于广西北港新材料有

限公司。记者在北港新材料生产废水

深度处理及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建设现

场看到，目前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公

司环保部负责人介绍，项目总投资超

9000 万元，一期预计处理 1.2 万立方米

污水、废水，反哺工业用水，真正实现水

资源循环使用。

在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同时，北部湾

港还对危废贮存场所全面提升改造，目

前北部湾港危废库面积达1660平方米，

实现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来源及去向

可追溯查询，切实消除环境风险隐患。

山连着山，峁挨着

峁。在平均海拔1500米

左右的庄子峁，20 余户

人家分散居住在面积

600多亩的山塬上、沟峁

中。庄子峁地处黄土高

原深处，是甘肃省庆阳

市环县洪德镇耿塬畔村

的一个村民小组。

过去，村里人守着梯

田过光景，或外出务工。

这几年，村里特色产业、

乡村旅游方兴未艾，不少

农民都说，以前的黄土

塬，而今成了“幸福湾”。

56岁的村民杨满银

介绍，过去他家种植 30
多亩玉米、小麦和荞麦

等农作物，“靠天吃饭，

收入不高”。

这两年，他家发展牛

羊养殖，目前存栏5头牛、

70多只羊。“今年养牛羊

的毛收入就超过 10 万

元。”他一边说，一边仔细

检查自己刚刚制好的箩筛。今年，他

通过制作箩筛，又增收两万多元。

杨满银白天养牛养羊，晚上闲

下来就做箩筛。“现在每天还有几

百个‘粉丝’，看我用手机直播做

活。”他说，重拾制箩筛的手艺，还

要感谢同村的杨清艳。

2019年，庄子峁在外经商的能

人杨清艳联合杨满银等 20 多户农

户，开始共同打造庄子峁生态农庄。

在杨清艳的带动下，农户们纷

纷亮出“十八般武艺”。村民刘海琴

重操酿制手工酱油的手艺，杨志平散

养土鸡并尝试酿制黄酒，杨满彦则利

用自家6亩土地办起共享菜园……

杨清艳等人依托网络直播、短

视频等方式，大力宣介庄子峁的农

家手工艺产品和各类土特产，不断

扩大农庄知名度。

“大伙儿抱团发展，只靠几样

农产品绝对不行。”杨清艳说，她自

筹资金，和村民一道建起乡愁博物

馆、儿童游乐园，大家一起栽植花

卉、树木，美化环境。

不久，庄子峁大变样。公路干

净整洁，路边树木成行，乡愁博物

馆馆藏丰富、陈列整齐，特色种植、

养殖规模初具，散养土鸡、石磨辣

椒面，以及手工酿造的酱油、香醋、

糜子黄酒等产品受到游客青睐。

杨清艳告诉记者，今年，庄子

峁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突破

1.6万元。庄子峁还带动了周边村

庄土特产的外销。仅今年暑假，庄

子峁就接待游客上万人次，直接经

济收入近百万元。

庄子峁生态农庄的发展之路也

是甘肃省农旅融合发展的缩影。据

甘肃省文旅厅介绍，今年 1 月至 9
月，甘肃共接待游客3.03亿人次，初

步测算实现旅游收入1910亿元，较

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61%和234.5%，

其中乡村游撑起了“半边天”。

“一户一品，人人参与。有了平

台和产品，不管是采风体验，还是乡

愁寻味，再偏远的小山村，都能引来

游客，并满足网友需求。”杨清艳说。

在 12 月 6 日于广州举行的

2023 年超算创新应用大会上，国

家超算广州中心发布新一代国产

超级计算系统“天河星逸”，在通用

CPU计算能力、网络能力、存储能

力以及应用服务能力等多方面较

“天河二号”实现倍增，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大模

型训练以及大数据分析等多种应

用场景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该中心

的多领域应用服务能力。

据国家超算广州中心主任卢

宇彤介绍，“天河星逸”以应用为

中心，采用国产先进计算架构、高

性能多核处理器、高速互连网络、

大规模存储等关键技术构建，将

为广州市、广东省和粤港澳大湾

区的前沿科技突破、战略工程建

设、产业升级转型提供强劲的高

端算力与平台支撑。

国家超算广州中心业务主机

“天河二号”研制工程总设计师廖

湘科表示，“天河二号”于 2013年

研制成功，并曾连续多次夺得

TOP500世界超算冠军，是我国超算系统研制进入

世界领先行列的重要标志，但国产超算应用一直是

我国超算发展面临的挑战。“在多方支持下，国家超

算广州中心组建一流人才团队，开发了一系列面向

领域的超算应用平台，支持各行各业取得了显著的

应用实效，有力拓展了国产超算应用生态。”

卢宇彤表示，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发展十年来，

打造面向领域的应用服务平台，用户数由最初的

300多个增长至30多万，“天河二号”超算应用入选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12月的东北，天气寒冷，但在黑龙江省大庆市

肇源县西海湿地公园，晨跑、锻炼的居民却不少。

占地数千亩的公园里，环湖路、健身大道、休闲广场

等一应俱全。

“这里过去是一片盐碱荒滩，垃圾堆积，环境破

坏严重。”肇源县居民吴建明亲身感受到生活环境

的变化。他说，政府把这里改造成湿地公园，冬天

可以赏雪，夏天可以垂钓，还能沿着玻璃栈道看满

池的荷花。

西海湿地公园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以生态保

护、休闲娱乐、旅游观光为主的开放式湿地公园，其

中水塘面积逾3000亩。

盐碱地“蝶变”湿地公园是肇源县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地处黑龙江省西南部的肇源县，县域内分布着

不少盐碱地。肇源县委书记迟维喜说，近年来，肇源

县聚力打造水清岸美、山水林田湖良性循环的生态之

城，狠抓生态建设，加快推进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

在肇源，曾经“只长碱蓬草，不长豆和粮”的盐

碱地，加快变身生态家园和鱼米之乡。

“以前刮风能扑人一脸‘碱面子’，别说种地养

鱼了，连鸟都不来。”在肇源县鲶鱼沟湿地，鲶鱼沟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蔡云楼说。公司引来嫩江

水，改造形成3万亩稳产田和12万亩人工湿地，生态

改善吸引了鸳鸯、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各种鸟类。

肇源县古恰镇古恰村村民韩丙东靠养鱼蟹和

种植水稻，每月有5000多元收入，还实现了在家门

口打工。

盐碱地还是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肇源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曹桂海说，通过多年探索，肇源县

形成了把水利工程改良、农业耕种改良、生物和化

学改良有机结合的盐碱地改造之路。目前，肇源县

已有50多万亩盐碱耕地变为亩产1000斤以上的稳

产田。“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不仅释放了后备耕地

潜力，还促进了生态改善、农民增收。”曹桂海说。

“悦动吉林·粉雪欢乐季”中小学生校外冰雪体

育课活动启动仪式暨吉林市“校园冰雪运动季”启

动仪式日前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举行。

在冰雪体育课现场，数百名来自吉林市第一实

验小学的学生们穿戴着专业滑雪用具，在滑雪场教

练的指导下练习平地滑行、侧方蹬坡和犁式刹车等

技术动作。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推进各类校园冰雪活动，

通过多种方式带动学生们参与冰雪运动、体验冰雪

快乐。在冰雪资源富集的吉林市，中小学生冬季体

育运动参与率不断提升，五年来累计参与冰雪活动

学生已达200万人次以上。

吉林市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处长林颖

告诉记者，今冬将依托吉林市“校园冰雪运动季”开

展系列校内外冰雪活动，带动3万余名中小学生参

与校外滑雪体育课。

据了解，2023年雪季，吉林省教育厅面向大中

小学生发放冰雪消费券 1000万元，预计将间接带

动20万人次青少年上冰雪。

课间练习“非遗”武术操、编写中小

学武术教材、体育老师变身“武术教

练”……湖南多地推进“武术进校园”，

深化体教融合，让学生锻炼强健体魄，

也让中小学校园充满生机活力。

“吼、哈！”初冬时节，走进湖南省新

化县思源实验学校，操场上的学生正列

队操练武术操。抱拳、运肘、仰劈，动作

行云流水、整齐划一，口号铿锵有力，场

面格外火热。

“这是学校精心编排的武术操，拳

法融入梅山武术套路，让孩子们在强身

健体、改善体态的同时，学习和传承传

统文化。”思源实验学校校长伍斌告诉

记者，学校把课间练习武术操作为“阳

光一小时”锻炼的主要项目，学生参与

积极性很高。

新化县是“全国武术之乡”，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山武术”的发源

地。近年来，当地依托武术文化底蕴，

积极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把梅

山武术融入校园教学之中。

“一方面，我们发挥好中小学教育

质量评价‘指挥棒’作用，将包括武术在

内的体育教学纳入学校绿色质量综合

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定期组织所有学

校体育教师进行集中培训，同时联合专

业机构编撰中小学武术教材，提高武术

课程的科学性、专业性。”新化县教育局

基教股股长周龙泽说。

新化县教育局局长欧德元介绍，目

前全县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推广武术

进校园，近 1000 名专、兼职体育老师变

成了“武术教练”，近20万名中小学生成

为“小武术师”，其中还有 6万多人考取

了武术段位证书。

“武术教育让孩子们练起来、动起

来，身体更加强壮，也更加阳光和自信，

精气神更足。”伍斌说，在落实“双减”政

策的背景下，学校将继续坚持推动武术

进校园，创新推出更多特色武术课程，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第三完

全小学，家长杨女士对学校开展武术教

育赞不绝口：“我家孩子上武术课‘成就

感’满满，几年下来，身体素质和武术技

能都得到了提升，还在学校的武术比赛

中获了奖。”

记者了解到，新晃县从2021年起启

动实施国学、国医、国术“三进校园”春

播行动，将传统武术作为校园体育特色

项目向全县各中小学校推广。为此，教

育部门制定了涵盖小、初、高中各学段

的武术课程分段教学规划，在体育课中

增加武术教学课时，还组织传统武术传

承人深入学校教授武术技能。各中小

学校组建武术队，开设武术社团，并将

五禽戏、太极拳、武术操等项目融入大

课间活动。

“三年来，全县开展各种形式的武

术进校园活动 130 余场次，累计培训中

小学生近7万人次。”新晃县教育局局长

刘绍忠说，通过持续开展武术进校园活

动，全县中小学校“习练武术、崇尚武

德”的氛围日渐浓厚，中小学生体质健

康合格率等指标明显提升。

“吱吱”“呱呱”“咕咕”……不同鸟

类通常具有不同的鸣叫声音。记者从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获悉，安装在该省

白马湖湿地内的鸟类声纹测试设备，近

两个月已捕捉到数千条有效鸟类鸣叫

数据，通过算法比对分析，成功识别出

鸟类54种，包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物种

4种，江苏省重点保护物种21种；强脚树

莺、黄眉柳莺等“不常被看见”的鸟类，

都留下了独特的声音“踪迹”。

“基于声纹的鸟类多样性智慧监测

应用取得良好效果。未来，有望为鸟类

监测提供重要补充，更好保护鸟类生物

多样性。”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生物部

负责人蔡琨介绍，目前多采用人工观

察、视频和红外相机技术监测鸟类，虽

然可以反映鸟类群落状况，但是极易忽

视喜在林间活动的鸟类，加上鸟类飞行

能力强，短暂停留的鸟更不易被看到。

记者了解到，该智慧监测项目由江

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江苏省生态环

境监测监控有限公司、江苏省淮安环境

监测中心共同实施。下一步，将加密安

装监测设备，结合人工调查和影像AI识
别装置，全面掌握热点区域鸟类生物多

样性状况，为守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准

确依据。

以绿色动能引领高质量发展
——广西北部湾港绿色港口建设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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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老师变身“武术教练”练出孩子精气神

江苏探索“闻音识鸟”守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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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启动新雪季
中小学生校外
冰雪体育课活动

盐碱地“变身”
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