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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甘肃中东部地区绿色宜居的生态环境探析
贾红霞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天水 741020）

摘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社会论，结合笔者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环境情况，探

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工作的进展，天水地区城市、城郊生态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绿色宜居的城郊

用地逐渐减少，清澈水资源变得比较稀缺，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带给环境承重的负荷，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温室效应的加剧，都是

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在升级，人类如何生产生活才能不破坏自然？怎样维护生态平衡？科技的进步与环境的改善能否并驾齐驱？本文

探索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科学有序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途径，以促使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

实现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探索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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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位于中国的西部地区，东面与陕西接壤，南面相邻四

川、青海，西面通往辽阔的新疆，北接宁夏、内蒙古，西北端与

蒙古国接壤，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甘肃省在地理位置上有得天

独厚的战略意义，也是历代君王将相必争之地；纵观千载文明的

发展历程，可见甘肃省是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在中国式现代

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欧亚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必经之地，新一代党

的领导人将其列为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地，在生态文 明中更是扮演

着重要的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之角色，甘肃省境内为黄

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气候类型

多样，严酷的自然条件，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

是实现我省山川秀美、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伟大梦想

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关键，自南向北包括了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山高原气候等四大气候类型。

本文基于甘肃中东部地区环境现状探析该地区绿色宜居的生态环

境模式。

一、甘肃中东部地区绿色宜居的生态环境现状探析

（一）空气与水资源的污染

近年来，随着工业发展的加剧，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

全球环境承载负荷逐年加大，环境在承受人类过度采伐利用带来

的重创，极端天气的频率增加，全球温度的上升，各种自然灾害

的反常发生等现象是环境在警告人们：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甘肃中东部地区的气候情况亦不容乐观，夏天极端天气增加，高

温天气会比历史同期高出好几度；冬天雾霾笼罩，空气能见度明

显较低，而且呼入的空气可以感觉有很多微尘，秋冬季节呼吸道

疾病患病率暴增，这在天水这个工业欠发达的城市是少有的；到

春季大风天气也频频出现，尘土飞扬；秋季暴雨天气增加，近 5

年来，由于秋季暴雨引发的山提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接连不断，

如 2013 年天水市麦积区爆发特大泥石流，2020 年暴雨导致天水市

秦州区山体滑坡。

（二）空气质量状况的下降

相比 21 世纪之初，甘肃中东部地区空气质量状况整体是下滑

趋势，与当地的工业发展，农业化学药品的使用密不可分，大量

的废气废水排放量与空气质量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废气的产生主

要来自于工厂燃料的排放。而工厂要提高产能、发展经济，离开

燃料动力，很多设备都无法运转，这就产生了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矛盾。人类的发展与环境的污染之矛盾什么时候能够缓解 ? 如何

得以和谐共生？这是值得我们不断研究的问题，在发展方面，我

们国家提出许多强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护绿色环境的政策，

我国近 10 年对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居世界之首，就甘肃东部地区

而言，响应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工厂在竭力节能

减排，科学的排烟排气是为保护碧水蓝天而行之有效的手段，未

来很长时间，我们需要接续努力，研究更先进的工业废气处理技

术，开发更绿色的能源利用技术与设备，争取在低能耗、高效能、

无污染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三）保护可饮用水资源是当务之急

甘肃中东部地区秦岭西起甘肃南部，为黄河支流渭河与嘉陵

江、汉水的分水岭；有渭河流域、白龙江、白水江流域，岷山起

自甘肃迭部县南部，主脉沿迭部、舟曲两县南部边界深入到四川

盆地北部，可饮用水地下水资源比较充足，亦有较丰富的森林资源，

然而近年来，由于工农业污染的影响，可饮用水资源质量状况堪忧，

优质地下水资源变得枯竭，河流干涸，小溪已经见底，曾经的涓

涓细流当下已经不再常见，这是为什么 ? 天水市属于渭河流域，

渭河水系多年平均降雨量在 527.3mm，武山年平均降雨量 400mm

左右，属于典型的干旱缺水地区，农业用水几乎完全依靠自然降雨，

山区土地资源贫瘠，地下水资源储量不足，如果没有及时的降雨

补给，人畜饮用水也成问题。

二、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途径

（一）食品绿色安全

近年来，各种离奇疾病的频发告诫人们食品绿色与安全不容

忽视！农药残留、水质污染、各种功能的添加剂、防腐剂的使用

是食品致病的潜在因素，绿色无公害的食材少之又少，在农业科

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新技术新材料给农业带来增产增收的同时，

不可避免的带给农产品化工残留，人体长期摄入非必要的化学元

素是多么可怕！如何能将这些残留降至最低？有哪些手段可以促

使化学物品的残留尽快分解？分解后的残留物质排入环境是否依

然有害？人们每天都在食用含有种种化学试剂的食品，例如西红

柿中的崔红催熟剂，白菜中的杀虫剂等等，反季节蔬菜中的催化

成分更多，超市成列的食品有大量的防腐、着色剂等，这些成分

随着食品进入人体环境在循环，有些可以变为无害成分排出体外，

另一部分你则有可能滞留在体内为成为疾病的隐患。物质循环与

能量流动遵循能量守恒定律，虽然大自然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

可是人类在向环境大量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农作物的生产加工若能遵循自然规律，在短时间内环境能承受和

能修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农业科学技术手段捍卫食材食品安全！

同时避免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升级乃当务之急。 

（二）建筑绿色宜居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人们的无形压

力和奔跑的步伐也在加剧，田园式村庄越来越受到现代都市人的

向往，向往碧水蓝天，向往田野的气息，更向往鸡鸣深巷中，牧

童骑黄牛的烂漫，向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从容。完全田园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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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旧农村模式已经成为时代的符号，取而代之的是新时代现代

化的村庄，有的是整齐划一的村庄庭院，配套便利的基础教育资源，

有完善的市政管网系统，有小桥流水人家，村庄交通便利，没有

高楼大厦，没有工厂车间机械的嘶鸣，很少有高笋的烟囱浓烟滚滚，

空气干净如洗，四周青山环绕，生活在这里，可以有效缓解现代

人的精神压力。以下为甘肃省天水地区部分村庄截图。

      

             

图 1 天水市秦州区村庄

图 2 天水市武山县村庄

图 3 天水市武山县山丹镇村庄

1. 建筑料绿色宜居

绿色的建筑材料打造绿色宜居的村庄，砖瓦灰砂石等基本的

建筑材料都是公害无污染的，可是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则是人

工合成材料。尤其是装饰材料，为了满足各种功能，例如添入许

多胶结、速凝、着色剂等等，满足了色彩斑斓就满足不了无害污

染，出于健康和环保的需求，绿色宜居的村庄还是提倡返璞归真，

打造木制、竹制宜居建筑，中式田园风格的建筑近年来颇受冷落，

殊不知其蕴含的朴素与典雅之美。

2. 农村生活垃圾的排放处理

新时代的新农村不论从整体布局还是庭院风格，均远远胜出

老旧时期的散落式简易民房，我们国家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上下

了大力气，投入大量的资金与配套政策，旧的农村住房多为土木

结构，既经不起风吹雨淋，还不保暖，最主要的是安全性能较差，

抗震设防几乎很难达标，新农村的规划与布局上很好地避免了这

些不足，使农村居住条件得以极大的改善，可是近几年，农村垃

圾处理和堆放又成了新的问题，农村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与处理，四处污水、蚊蝇、塑料。新农村该展示新风尚，不仅仅

样貌新，更需要展现新时代农村或城郊人群的高素质，高素质不

一定是高学历，而是行为习惯的点滴所展示出来综合素养，如有

很强的环保意识，互助互帮意识，弘扬正气的意识等，用科学有

效的新手段处理生活垃圾，各类垃圾能够分类堆放，新环境来之

不易，需要共同维护，珍惜今天，造福明天，共同创造绿水青山。

（三）节能减排的生活方式

农村新环境的生活方式另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节能减排

问题，现代化农村已经普及各种类型的车辆设备，在农村的街头

巷尾，随可以看到车辆随意停放，在影响村容村貌的同时，这些

车辆尾气的排放也是令人堪忧，农用机械有些是柴油车，噪音污

染和浓烟污染是在所难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取暖问题，

由于条件的限制，天水地区山区农村村庄可以整齐划一，可是由

于没有天然气官网和自来水管网引入村庄，取暖依然需要煤炭，

在新农村里，村民需要烧煤炉解决取暖和吃饭问题，千家万户都

燃起煤炉，浓烟缭绕就是乡村冬天的常态，原本绿色宜居的环境，

节能减排问题十分严重，如果能在源头解决问题，迫在眉睫的就

是燃料的问题，如果在未来的时间里，大片区居住的村庄取暖和

饮水问题得以改善，那么对环境污染的状况也将好转。煤炭、石

油、天然气等再生周期很长的自然资源有效节约，不可过度利用。

另外，农村塑料使用量十分庞大，不论是作物铺膜还是生活塑料，

大量地出现在农村垃圾和田间地头，塑料类降解时间特别长，自

然降解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普通塑料 200-400 年，有些达 500 年

以上，如果焚烧降解，则产生有害气体二氧化碳一氧化氮等，它

们会加速温室效应，所以，塑料制品的使用应该加以节制有效控制，

节能减排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需要为绿色宜居地球环境而努力

的义务。当下的农村环境，白色污染触目惊喜，在人们便捷生活

的同时，环境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如果不加以控制，则给子孙

后代的生存家园留下极大的隐患。

三、绿色宜居的生态环境创造任重道远

历史的车轮是前进的，时至今日，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取

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一代代领导人高瞻远瞩的谋略，

今天的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由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穷二

白发展到今天，工业发展世界第一、经济世界第二，体育世界第二，

军事世界第三，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雄踞，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将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同中国具体时间线结合的伟大胜利，新一

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世界局势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在复杂的

国际环境下，突破重重困难与压力，为中国人谋福利，领导中国

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率先保护地球环

境，在防沙治沙、湿地保护、新能源开发与利用、减少白色污染、

植树造林等方面贡献突出。“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完成防沙

治沙任务 1097.8 万公顷，全国新增湿地面积 20.26 万公顷，中国

在新能源发展上居于世界首位中国塑料制品回收率约为 30%，高

于不少发达国家，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2%

提高到目前的 23.04%，森林蓄积量提高到 175.6 亿立方米，人工

林面积位居全球第一，为全球气候变暖的种种问题采取积极行动，

保护大气、河流、海洋、森林、陆地环境，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

来约束人们合理利用环境，科学治理、保护环境，营造绿色宜居

的生态大环境，地球是人们共同的家园，良好的环境需要世界各

国共同努力。绿色宜居的生态环境需要大家携手创造，并且需要

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安全发展等重大战略蹄疾步稳，高效推开，

为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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