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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天津港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灯火通明、装运繁忙。岸桥边，港口工人赵建新现场指挥着拖车，并

对集装箱扭锁进行拆装。一晚上，他要为300多个集装箱拆装扭锁1000余个。

今年以来，天津港开通韩新海运欧洲线等4条新航线，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144条，高水平打响了“津港

效率”品牌，上半年前5个月16次打破作业效率纪录，中远海运、马士基、地中海等公司多条航线效率保持全

球领先。 本报记者 吴迪 摄影报道

越 越 彩—— 记者在现场系列摄影报道

记者的镜头既要摄录城市历

史的面貌，也要记录城市拼搏的进

程。灯火璀璨，夜色未央，24小时

的天津才足够精彩，24小时的光影

才足够真实。我们策划这组报道，

致敬夜晚的天津和天津的追梦人。

本报讯（记者 曲晴）昨日是首个全
国生态日，活动主题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我市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多
种形式开展了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倡导市民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增强生
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
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
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

为激发青少年自觉参与无废城市
建设的积极性，昨日，由京津冀生态文
明教育实践创新联盟发起，市生态环境
局会同天津商业大学青少年创客科普
基地和童心社青少年成长中心联合举
办“绿创夏令营”暑期活动，来自南开
中心小学和南开科技实验小学的师生
共同走进光大环保能源（天津）有限公
司参观，切身体验无废城市建设中的环
保前沿科技。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团队
还为同学们围绕无废城市建设开展了

一节科普微课堂，宣传无废城市概念和
垃圾分类知识，并向参观同学发出倡议，
积极参与无废细胞建设，带动更多人，将
生态文明理念牢记在心，做绿色低碳的
践行者。

由市生态环境局指导、市生态道德教
育促进会主办的“生态大讲堂”活动近日
在各区开展。课堂上，行业专家从生态文
明与绿色发展的内涵、动力、目标，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以及相关实践途径等方面进行讲解，授
课语言朴实生动，内容深入浅出，受到了
观众好评。

中新生态城生态环境局开展了系列
环保主题活动，推动绿色环保理念深入
社区和企业。邀请生态城海岸社区、滨
湖社区、惠风社区共80多位居民共度一
场充满智慧和奇妙的生态之旅，先后参
观智慧中心、智慧环保平台、生态城开

发建设十五周年成就展、汉北路空气监
测站等场景，跟随讲解员的介绍回顾生
态城开发建设历程，探秘环境监测管
理，探索“双碳”目标的发展脉动；工作
人员走进兰苑社区，围绕生态环保知识

和生态城“两山”实践基地进行专题讲
座，提升居民生态环境保护认同感、参
与感，还组织开展垃圾分类竞技赛等趣
味活动，让居民在欢乐中收获知识，树
立环保生活理念。

本报讯（记者 姜凝）8月15日是首
个全国生态日。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
环境科学学院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活动主题，开展“生态之美”摄
影活动，倡议学生们利用假期走出家
门，用镜头捕捉其家乡的生态之美，展
示各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生态特
色文化等，以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共同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金黄的稻田、清澈的河水、蓝色的
天空、丰富的植被……一幅幅优秀作品

中，同学们通过手机、相机等设备，用细
腻的镜头、独特的视角展现家乡的美丽
风景，图文并茂地带观者领略万里山河
的多姿多彩、感受生态文明建设新变
化。“全国生态日的设立，意味着一个新
的开始。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为美好
生态担一份责、尽一份力，脚踏实地、携
手共进，共做生态保护的倡导者、传播者
和践行者。”摄影活动策划人、天津师范
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学工办主任刘
琳说。

本报讯（记者 王音）昨日从北辰区获悉，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北辰区首个双
碳科普教育基地正式建成。该基地通过人工
智能、5G技术等生动形式开展双碳科普教
育，打造绿色低碳发展的信息交流高地。

据了解，该基地位于双口镇后堡村。
基地分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浙
江“千万工程”、双口镇“小五堡”打造美丽
乡村新样板、建设零碳小镇·发展绿色农
业·倡导低碳生活四大分区，全面展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小五堡”片区做

深做实绿色产业示范区的生动实践。
“我们重点运用科技手段，通过水晶沙

盘、人工智能、5G技术、智慧互动大屏、激光
投影、小型影厅、AR/VR等形式，实时更新
双碳动态，对‘双碳’政策理论、绿色能源替
代、改善全民生产生活方式等内容进行科
普。”双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悦介绍。

近年来，双口镇大力发展特色林下经
济，打造“小五堡”绿色产业示范区。在中央
彩票公益金扶持下，启动建设19个乡村振
兴项目，双碳科普教育基地就是其中之一。

首个全国生态日
我市开展多项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从夏令营到微课堂……“绿色之风”吹津门

■ 本报记者 王睿

蓝天为幕、绿地为席，一顶顶帐篷撑起“诗和远方”。
在中新天津生态城，有一处拍照“出片”、热度“出圈”的露营网红

打卡地，它就是南堤滨海步道公园。每逢周末，不少市民和游客都爱
来这里，亲海观海、露营野炊，远眺候鸟、近赏湿地……

然而几年前，这片临海区域却是另一番模样：滩涂淤积阻滞水
系、行洪不畅、湿地生态功能退化。

要收复生态“失地”，如何突破？昨天，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
际，记者采访了参与改造这一区域的项目负责人、生态城滨旅基建公
司项目经理孔繁林，听他讲述南堤滨海步道公园蜕变的故事。

2020年，“生态城永定新河入海口左岸滨海湿地修复”项目启
动，3条水渠扩挖疏通，水系循环打通；老堤外侧新建海堤，保留芦
苇、滩涂，于海河交接的半咸水沼泽环境中，“绘就”涨潮看海、落潮看
滩的亲海景观带。值得一提的是，湿地修复按照“自然恢复为主，人
工修复为辅”的方式，修复总面积达110万平方米。
“我们的初衷是恢复水动力、复育植被、修复原生态，让水‘活起

来’、滩涂‘绿起来’、生物‘多起来’。”孔繁林告诉记者，开工后，他们
把疏通水渠开挖的土方就地回填至滩涂中的坑洼地带，将滩涂中直
线及阻水直角岸线削直变弯，恢复自然形态；并且梳理带状滩涂，使
湿地的水交换速率转变为3天左右可完成湿地80%的水体交换。

记者了解到，这次湿地修复最大的特点是维持“原生态”，减少人
为干预，在原地复育滨海湿地植被，以疏浚、清淤等方式实现滩涂植
被的自然恢复。目前，滨海湿地植被种类和数量从15科30种增加至
24科51种。

修复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侧重恢复潮间带生物，优化鸟类栖息环
境。“最初方案设计建设木桩驳岸，但考虑到要给野生鸟类营造自然
的栖息环境，最终我们把木桩改成临堤缓坡，这样一来，可让潮汐自
然冲刷。”孔繁林说，经观测，如今，潮间带生物多样性指数由0.13提
升为1.13，飞临栖息在该区域及周边的鸟类已从修复前的1953只增
加到3094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种。

车马如龙 千灯如昼

在北辰区青（广）源街荣居园社区活动室，孩童们从小在社

工的带领下，与绿色美景来了一场“约绘”，感受生态之美。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师大地理学子为家乡拍摄生态“名片”

“金色、绿色、蓝色……”照片中的城市色

北辰区首个双碳科普教育基地建成

人工智能、5G技术……打造绿色科普实践站

▼赵建新现场指挥着拖车。

▲赵建新对集装箱扭锁进行拆装。

生态城南堤滨海步道公园：

从生态“失地”到露营“胜地”

（上接第1版）

杜乃合一家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搬
出了湿地核心区，他明白只有生态变好
了，养蟹产业才能持续发展下去。再次
创业，他承包了生态红线外的近百亩土
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巧妙利用
水稻和螃蟹之间的生态关系进行稻蟹
混养。
“从此，我们再也不用给水稻喷洒

农药了，因为田间的虫子正好成了螃蟹
的饵料，现在每亩地的收益能达到4000
多元。”杜乃合说。

有了老杜的带头效应，稻蟹混养很
快在七里海镇田间地头推广开来，大家

纷纷吃上了“生态饭”。宁河区农业农村
委主任任绍辉说：“稻蟹综合混养每亩平
均总收入与同等条件下水稻单作相比能
够提高1倍以上，大幅度提高了土地资源
和水利资源的利用率。今年全区稻蟹混
养面积达到20.87万亩，预计中秋节时能实
现稳粮增效、稻渔双赢。”

据了解，七里海河蟹是有名的清道
夫，它是杂食性动物，喜欢吃水中的浮萍、
杂草和浮游生物等，让水质更加清澈，而
且能够与鱼虾等物种和谐共生。去年，为

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水生态环境，宁河
区对河道水域人工增殖放流了大批蟹苗，
预计今年中秋节到来时，膏肥体壮的河蟹
会自动爬上岸，任由游客捕捉，为乡村旅
游增添新乐趣。

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田秀静介绍，为进一步巩固拓
展七里海湿地修复保护成果，今年以来，
宁河区创新制定并完善了七里海湿地保
护与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拟在七里海湿
地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建构形成

“4321”总体功能体系，即谋划实施四项生
态修复重点工程，三类重点生态产业项
目，两类生态线性工程项目和一个价值
转化研究院，进一步践行“两山论”，走深
走实“两化路”。

据介绍，宁河区今年着力推进全市
首个“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即“小七
里海”项目，在“能感受、不影响；能进
去、不破坏；能互动、不伤害”的“三能三
不”前提下，通过打造生态场景、生态产
品，让游客有更好的生态体验，带来更
多生态消费，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乡
村振兴，打通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
的路径。

七里海 端牢生态“铁饭碗”

天津港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夜景。▲�

开栏语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举

行“绿创夏令营”主题活

动，现场邀请来自我市的

30余名小学生和市生态

环境局青环团队志愿者，

走进光大环保能源（天津）

有限公司，参观生活垃圾

资源化、无害化处置过程，

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