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有一天地球上的土壤“入不敷出”，人
类会怎样？是挤在光秃秃的岩石上乞求上苍
再 借 500 年 ，还 是 为 不 失 去“ 一 寸 土 地 ”兵 戎
相见？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教
授戴维·R.蒙哥马利的眼里，这些设想并非杞人
忧天。曾创作《鱼王》《岩石不会说谎》《种植革
命》等多部科普作品的蒙哥马利，在《泥土：文明
的侵蚀》一书中，将辛辣的笔头再次对准人们司
空见惯、未觉得会有什么危机的土壤。

蒙哥马利通过调查发现，土壤被侵蚀的现
象远超乎我们的想象，“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
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土壤退化导致
农民弃耕的土地面积，已达到当时总耕地面积
的三分之一”。另据估算，“当今每年全球土壤
退化量超过土壤生成量约 230 亿吨，这相当于每
年全球耕地损失 1%的存量。以这个速度发展
下去，世界范围的表土层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
就将消耗殆尽。”

现实中，人们对于化石能源的枯竭往往更
能感同身受。然而，如果土壤退化速度得不到
根本性扭转，100 年后，人类靠什么生存呢？正
是因为土壤的流失，我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因泥
沙含量太大，而成为闻名全球的“悬河”。黄河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纵然与人类活动有一定关
联，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黄河流域大约 70%
的面积为黄土高原”，而黄土高原的黄土层厚度
往往从数十米至数百米，土壤的流失就像是在
不断地剥去地球的表皮。

毁掉土壤很容易，但要想恢复则难得让人
无法想象。“达尔文在英国基于对蚯蚓活动的观
察，认为一英寸的表土层需要一到两个世纪才
能生成”。另一个现实是，近年来虽然人类对沙
漠治理从未停歇，许多国家甚至出台极为优惠
的政策，有的还投入巨资改造沙漠，但相较于沙
漠对土壤的侵蚀速度，人类的改造努力仍然显
得杯水车薪。

人类影响土壤，土壤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类，
毕竟人类与土壤息息相关。中华文明早期文化
诞生于西北，后一路东迁。这里面有战争等因
素，同时也有西北干旱而东部雨水充沛土壤肥
沃的深层原因。

1941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斯·

珍妮教授指出，决定土壤形成的五个关键因素分
别是：母材（岩石）、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这意
味，土壤的退化也必然是围绕这五大因素，其中，
人类活动对气候、动植物、地形等的影响又占据着
极大权重。在楼兰古国消亡的原因分析中，当地
缺水少雨、人类活动频繁、土壤沙化速度加快以致
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结论，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相
较于自然的侵蚀，蒙哥马利亦坚定地认为，人类活
动的频繁，特别是毫无节制地挥霍当是加快土壤
退化速度的重要“病根”之一。

那么，在人类活动中，什么是造就土壤退化的
“罪魁祸首”呢？在人类发明犁具时，我们已经处
在了土壤峰值。自那以后，土壤生成开始走下坡
路。或者说，当人类沉浸于开疆拓土的巨大虚荣
心时，丝毫没有觉察到，脚下的土地正在暗自流
泪。蒙哥马利毫不客气地指出，“农业活动或许是
造成这一切（土壤流失）的真正罪魁祸首”，因为农
业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季节性，通过开荒扩大面
积以提高产量的传统模式，实际是加剧抑制其它
植物的生长，自然也会加速土壤的流失。

土壤不可能取之不竭。然而，置身日新月异的
科技时代，许多人根本没有这样的危机感。就此，
蒙哥马利指出，“现代社会造就了这样一种理念，
认为科技几乎可以为任何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
无论我们如何热切地相信科技能够改善我们的生
活，科技也无法应对资源消耗速度大于资源再生
速度的困境——这种资源终将在某一天被耗尽”。

土壤流失的“病因”找准了，那么改变便显得
刻不容缓了。就此，蒙哥马利认为，“我们需要一
个新的农业模型，和一种新的农业哲学。我们需
要一次新的农业革命”。无论是农业模型还是农
业哲学抑或农业革命，蒙哥马利实际上还是指农
业的生态化，即通过提高农业种植效率，从而抑
制人类过度使用土壤的欲望，同时加大退耕还林
力度。

提高单产，我国有过成功的尝试，比如袁隆平
主导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还有，我
国自 1999 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第一个十年
便退耕还林 4.03 亿亩。另一方面，过去因泥沙含
量过高的黄河，现天然来沙均值减少 83.6%（潼关
水文站 2000 年至 2015 年实测数据），退耕还林显
然功不可没。

只要努力，肯定会有收获。当然，人类眼下面
临的最急迫问题或是，在实现农业生态化、退耕还
林方面如何协力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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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绿色新征程 走好生态新步伐
——武汉市江汉区以高质量生态建设保障高质量发展

两江交汇的江汉区位于湖北省武
汉市汉口地区中部，是武汉市中心城区
名副其实的“改革高地、开放前沿”。“十
三五”以来，江汉区结合城区面积最小、
人口密度最大、经济体量庞大、服务产
业发达、城市基础建设较好等特点，落
实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践行“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积极打造国家现代服务业示范区，
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着力推进高
质量生态建设，获得生态文明建设与经
济发展齐头并进的喜人局面，逐步呈现
出“天蓝、地绿、水清、气爽”的新景象。

推进绿色CBD建设
打造生态文明“新引擎”

坐落在江汉区的武汉中央商务区
自建设以来，一直坚持以绿色 CBD 为
建设目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区
域规划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注重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初步
形成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有机统
一的结合体。

制定绿色生态规划。武汉 CBD 是
国内首个通过规划环评的 CBD，平均
容积率 2.58；城市绿地 281.86 公顷，绿
地率高达 38%，人均绿地面积 6 平方米；
区域内规划有 4 处市级绿化广场、8 个
主题公园、多处街头游园；7 条 10 米~25
米 宽 的 道 路 景 观 带 。 众 多 的 绿 地 和
1500 亩的公园组群成为了绿色 CBD 的
天然基因。

启动原生态环境保护。武汉 CBD
严格按照环境优先的原则，最大程度地
保护生态环境。原王家墩机场保留下
来的 255 亩 10 年以上原生水杉林，被建
成原生态森林公园，它是城市中心寸土
寸金地块上最珍贵的自然历史遗产。

实 施 大 规 模 开 发 利 用 地 下 空 间 。
为有效利用城市土地资源，CBD 大规
模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开发总量高达
262 万平方米，约相当于 8 个中山公园
面积。地下空间功能设置与地面使用
功能、布局呼应协调。全面实现基础设

施地下化，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地上、
地面、地下三位交通网络，提高商务区
生态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环保建筑建设。武汉中
央商务区积极会同开发建设单位、武汉
市建委、武汉市节能办、华中科技大学
组成课题组，启动了武汉中央商务区建
筑节能与环境保护课题研究工作，制定
了住宅项目和公建项目的建筑节能和
环境保护实施要点的完整指标体系。
据估算，绿色 CBD 全面建成后，每年可
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约 46 万吨，仅绿色
建筑一项，每年就可省电 4.66 亿度、节
水 663万立方米。

探索废弃混凝土再生利用。武汉
CBD 探索性地采用国际先进的废弃混
凝土再生利用技术，使原机场跑道废弃
的 约 10 万 立 方 米 混 凝 土 得 以 再 生 利
用，变废为宝，成为了“两型社会”建设
的典范。

安装风光互补路灯。武汉 CBD 内
共安装风光互补路灯正式 36 套，临时
24套，有效利用清洁能源，节省了电能。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立起生态文明“新支柱”

2017 年，江汉区成为武汉市首个经
济总量跨千亿的城区。江汉区用全市
3‰的土地，贡献了全市近 9%的 GDP。
江汉区并没有受限于面积狭小、人流密
集的制约，而是向内挖潜，在发展传统
商贸市场的同时，着力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推进产业转型，实现华丽转身。

推进产业转型。作为江汉经济开
发区的龙头企业，武汉爱帝高级服饰有
限公司积极响应迈向绿色新征程、走好
生态新步伐的倡导，主动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及时淘汰染整生产线，把劳动密
集 型 服 装 加 工 车 间 外 迁 。 公 司 投 资
3.2 亿元“腾笼换鸟”，将原有约 7 万平
方米老厂房进行改造，打造涵盖红 T 孵
化器、时尚秀场、产业办公、红 T 时尚创
意公寓、体验式商业配套、多功能活动
中心等多种业态与服务相结合的文创

产业集聚综合体，绿色经济初具雏形。
开展清洁生产。江汉区虽然工业

企业相对较少，但坚持企业开展清洁生
产的原则从未动摇。先后督促佐尔美
服饰、捷盛经贸有限公司、爱帝高级服
饰有限公司、新金首饰、荒井密封件等
单位开展清洁生产审核。通过清洁生
产审核，相关企业从源头上减少了原材
料和水电等资源消耗，强化过程控制，
降低末端排放。同时，江汉区还深入推
进建立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工作，对各类
燃煤锅炉整治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
批，通过近 5 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全
区所有燃煤锅炉的整治工作，协和医
院、新华医院、长江日报集团等单位已
改用天然气等清洁燃料。辖区各类型
锅炉大气污染物做到了全面达标排放，
锅炉烟尘、氮氧化物以及二氧化硫排放
量大幅度降低。

实施散煤整治。2017 年，江汉区积
极开展散煤整治工作，发放 1 万余份散
煤整治宣传单，引导、督促全区临街燃
煤餐饮门点改用燃气经营，散煤整治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由于多措并举、持续
整治，2013 年至 2017 年，江汉区 PM10年

均值下降 36.7%，2014 年至 2017 年 PM2.5

年均值下降 36.7%，江汉区每年均完成
了市政府下达的年度改善空气质量工
作目标。

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探索生态文明“新实践”

江汉区坚持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
机，以问题整改为抓手，聚焦大气、水环
境等短板弱项，紧盯关键难点，不断推
动全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履行主体责任。中央环保体制改
革“1+6”配套文件下发以后，江汉环保
工作迎来新纪元，2016 年江汉区出台了

《江汉区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工作
职 责》《江 汉 区 环 境 保 护 责 任 追 究 办
法》。区委区政府认真履行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层层落实责任，落实好“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形成了“环境保护人人
有责，落实督察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落实整改责任。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坚持责任、措施、时间、
人员“四落实”，扎实抓好反馈意见整
改。成立了区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江汉区贯
彻落实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
意见整改方案》，按照市指挥部印发的

《整改任务交账清单》，做到“一个问题、
一套方案、一名领导、一抓到底”，完成
一个验收一个，整改一个公开一个，办
结一个销号一个，确保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的 41 项整改任务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整改工作。

严格追究责任。坚持重拳出击，对
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问题线索和交办
信访问题，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
势。2017 年，全年立案查处 16 件环境
违法案件，罚款 60 余万元。针对车辆
未密闭、路面污染办理行政处罚案件近
30 件。查处问题工地 21 个，下达整改
通知书 18 份，对 4 个项目负责人进行了
约谈。对渣土车实行常态化管理与突
击整治相结合，先后查扣车辆数百台，
共处罚款近百万元。

全力抓好污染防治
构筑生态文明“新蓝图”

江汉区始终把强化污染治理、改善
环境质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
坚持从细化管理入手，综合施策，标本
兼治，确保防污治污措施落到实处。

抓住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综合治理。对全区印刷企
业开展专项整治，各印刷生产车间均按
要求实施密闭，在排气口加装了空气净
化装置。开展开启式洗衣机和黄标车
淘汰工作，散煤污染综合整治，在全市
率先购置油烟检测设备，全面淘汰餐饮
单位小煤炉，对餐饮单位小煤炉拉网式

排查，逐一登记建立管理清单台账。
抓住整治重点。全面落实“四全、

三提高”标准，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达标整治。全区所有建筑项目现场安
装了喷洒降尘设施，其中 26 个重点项
目安装了扬尘污染在线监控设施，施工
扬尘得到了有效治理。在全区主干道
设置多个渣土车整治检查点，加大违规
渣土运输的检查力度；加强道路清洗保
洁，提高了机械化作业水平。

推进“绿色”工程。实施“绿色路
网、文化建园、绿色板块”三大工程，新
建绿地 2.16 万平方米、园林小景两处，
改建公园 6 处。对西北湖进行整体改
造，建成了全市最大的城市中心绿化广
场。推行建养一体化，首创“绿色管家”
服务模式，选派“植物医生”开展志愿服
务。与联合国人居署合作开展“改善城
市公共空间”试点。

深化“四水”共治。以防洪水、排涝
水、治污水、保供水“四水共治”为突破
口，全面落实河（湖）长制，编制河湖保
护“一河（湖）一策”，加强水质监测，全
区河湖水质全部达标。深化湖泊保护
管理责任制，加大湖泊巡查力度，及时
发现、处置各类涉湖事件；启动湖泊治
理项目，重点对北湖水域纳污能力和生
态水位进行了科学计算和研究，推进科
学治湖；加强水面环境卫生管理，每天
组织人员清理影响水质的水草、垃圾及
大气降尘，对人工湿地中生长茂盛的部
分挺水、沉水植物进行间苗，有效保证
了湖水的正常循环运行。水环境质量
保持稳定，全区 6 个湖泊全部达到Ⅳ类
标准，长江达到Ⅲ类标准，汉江达到Ⅱ
类标准，水质达标率 100%。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江汉区
将围绕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
大武汉的宏伟目标，坚持环境功能与宜
居宜业相结合，提升城区品质，对标国
家中心城市与世界亮点城市，以举办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为契机，并以更大
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奋力
迈向绿色新征程，稳健走好生态新步
伐，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努
力奋斗。

江环宣

我深知我生命中有一种信息：对老树、古树的敬
畏，乃至恐惧，乃至神往，乃至永不改尊崇的初心。
我始终相信这世间万物有灵，尤其是那些经历了几
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老树。唯有它们风雨不朽的生命
能够阅尽人世沧桑，能够承受苦难，能够担当救赎，
能够洞穿善恶，能够安详灵魂。

我记忆着童年鄂西北乡下土房边那棵总有红蚂
蚁成队爬出爬进的女贞子树，记忆着往外婆家的路
上搭着数只鸟窝的金岗花栎树，记忆着我经过的神
农架路边睡卧着几百条蛇的梭罗树……我每每站在
这些动物、植物共栖的古树下，有瞬时的惊恐，也有
默默的祝福。

然而，那些老树现在只能活在我记忆的深处，因
为它们早就在那个全民“大炼钢铁”中被投进了熊熊
燃烧的土高炉……

2016 年 4 月 19 日上午，当我们一路吮吸着，柚
子花遍野的清香，来到黄门村时，我惊呆了！

眼前生命的奇古震撼心灵：两棵 400 年树龄的
黄桷树竟在半腰处紧紧相连，连体的下部树身组成
了一扇似“门”的空洞，连体上方的树身又截然分开，
各自凌空成荫。

这是一道大自然奇绝的风景，铜梁人称其为“黄
桷门”或“黄葛门”。

当我一眼看到这世间奇绝，当我在叫“门”的树
下站定，我都想流泪，我感觉着心在颤栗。是因了那
走过了朝代、走过了岁月的命运艰辛？还是因了那
数百年不朽的相依相拥？

黄门村的小女子在向我复述，眼前奇景被演义
的传说。半生不熟的演义竟然附会给了“山上修行
的小和尚和一位尘世女子的爱情”，我顿感欲言又最
终无语。佛门净土，最难忍破戒，小和尚尘缘未了，
面对一段真爱愿弃“法”相许。跪别师父，小和尚含
泪下山。然而，女子的家人断然拒绝了小和尚的求
亲，说：除非门前的百年黄桷树一夜合拢……

苍天佛祖怜悯众生，纵然破戒，也依然在一个雷
电交加的夜晚，让两个昂然生长的参天大树倾刻间
颓倒粘合，爱的贞烈在那一刻定格成绝世风景。

这 是 我 听 明 白 了 黄 门 村 小 女 子 复 述 后 的 再
复述。

听明白的那一刻，我有些忧郁，我们到底该怎样
陈述生命？怎样修善人生？

我们凡胎肉身，无数梦境原本都是虚空，生命之
花很快谢了，内心的荒草长满了身体。世世代代，人

们是否听到了小和尚远山的哭声……
几世轮回，几劫修心。今世的我们来到了树下，

看到数百年的泪水已在树根处凝固，一圈叠一圈，似
团团云图，亦卷亦舒；似蛙似乳，似蟒似骨。那是树
的筋脉。筋脉狰狞、巫形、暴突，皮肉绽裂、缠绕、攀
援。坚硬得不能再坚硬，凄楚得不能再凄楚。

我在黄桷树上系了一条红丝带。
我看到，在我之前，树枝上已系了许多红丝带。

吾丝带与他丝带各有各的寄望，我寄望什么呢？
是因了那远古的风流，还是因了心中神圣的

净土？
是对真爱的祝福还是寄望岁月冥冥的佑护？
我觉得我当时并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但我系

上了红丝带。
突然，一个古老神秘的声音从云中传来：“揭谛

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
抬头仰望古苍凌空的老树，我仿佛看到拄着黄

桷木杖、手持菩提念珠的“小和尚”，正立在云端，白
髯飘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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