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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企企老老板板十十年年投投两两亿亿治治山山护护河河
颜景江让邹平黛溪河源头有了活水

山里有了湖、河里有了水，颜
景江又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如今
3600亩的荒山林草覆盖率达95%

以上，每年可拦蓄土壤流失量
7400吨，水土保持良好。越来越多
的鸟也在这里安了家，昔日垃圾
成堆的荒山变成了如今的绿水青
山，还吸引了不少人来此游玩。

如今颜景江已经是一位67岁
的老人，十年来，为了治山治水，
他把大量精力花在了这里。颜景
江说，治理这片山水还有一个目
的就是传播爱护“碧水蓝天”的正
能量，关注污染、关注生态、唤起
民众对于环保的重视。“也许是因
为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原因，看到
被破坏的山、被污染的水就会心
疼。一个企业家挣的钱来自于社
会，就应该回报社会，我从小在山
里长大，治理这片山水其实就是
一种回报社会、善待自然的方
式。”

每天颜景江都会到山上转一
圈，看看绿树，看看花鸟，看看这
个十年来用心呵护成长起来的孩
子。“看到这里山变绿了、水变清
了，有人劝我在山上建别墅搞开
发，肯定能大赚一笔，我马上就打
断了他们，因为搞开发会破坏现
在的生态环境，我治理这片山水
不是为了圈钱，而且我告诉他们：
你们不爱这里。”颜景江告诉记
者，他一直有一个绿色环保梦，希
望自己能起到一个示范作用，有
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环境的队伍
中来。 本报记者 李运恒

颜景江：

在山上建别墅
说明你不爱她

本报德州6月5日讯 (记者
王明婧 刘振 ) 因缺乏完善的
污水处理系统，昔日清澈见底的
沙王河变成了城区排污河道，导
致沿河近千棵树苗死亡，让沿河
居民很受伤。本报5月28日对此事
进行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
注。近日，德州市环保局对沙王河
进行了应急治理，落闸堵住沙王
河与减河的流通，让沙王河的水
只进不出。与此同时，使用水泵将
污水抽到新建的南部生态片区污
水处理厂。

据德州市环保局回复，工作
人员到现场勘查后，发现沿河各
排污口流出的都是生活污水，未
发现偷排企业。据悉，岔河以东、
减河以西、东风路以南片区因没
有污水处理厂，加之配套管网不
完善，导致沙王河污水横流。

对此，德州市环保局将沙王
河南端汇入减河处的涵闸落下，
堵住污水流入减河，让沙王河的
水只进不出。为了防止沙王河污
水越积越多，环保局用水泵抽水，
输送至南部生态片区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

“新污水处理厂已经建成，虽
然没投用，但有一定污水处理能
力。”德州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说，投入使用后污水将通过管网
直接送至处理厂，不再排到沙王
河里了。未来沙王河只用作防汛
或景观河，相信沙王河会有变清
的一天。

德州环保局：

落闸抽污水
治理沙王河

十年前，一位淄博的
民营企业家偶遇邹平一
片荒山，心疼至极。十年
来，他投资近2亿元，筑湖
蓄水、植树造林，让黛溪
河源头有了活水，让雪花
山植被茂盛起来了。这位
民营企业家叫颜景江，山
东嘉业日用制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邹平县嘉业生
态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5月13日，颜景江获
得第八届中华环境奖生
态保护类优秀奖，也是我
省唯一个人获奖者。

发源于滨州邹平县南部山
区的黛溪河有这样一个美丽的
传说，王母娘娘在天上发现此
处山中有一天然水池，便来此
洗袍，袍子将整个泉池染成墨
绿色，并溢了出来，顺山势流
下，就形成了今天的黛溪河。早
年的黛溪河和传说一样，翠绿
秀美、清澈见底，多年来也一直
是附近居民饮水之地。

然而，近年来由于人们在
山脚下开挖沙石，形成了许多
沙坑，岩石裸露，林木稀少，水
土流失严重，加之各类垃圾堆
积，秀美的黛溪河源头也变得
脏乱不堪。“那时这里满目苍
凉、河水干枯、到处是布满垃圾
的沙坑。”回忆起2003年初到邹
平雪花山时的情景，颜景江至
今记忆犹新。

颜景江介绍，他不是邹平
人，也不在邹平做生意，更不了
解邹平雪花山及黛溪河，仅是
偶尔看到了这样的场景，让从
小在山里长大的他心疼不已。
接下来，颜景江做了一个大胆
的决定，把这里承包下来，改变
这里的山和水，建造一个生态
园。十年来，颜景江把自己和这
里的山水紧紧拴在了一起。

秀美黛溪河曾经源头没有活水来

2004年，颜景江正式开始
治理这片快被人遗忘的地方，

“当时的雪花山植被很少，平时
几乎见不到有山泉流下来，黛
溪河几近干涸，而到了雨季，雨
水混杂着泥土从山上一涌而下
形成了山洪，水土流失严重。”
颜景江意识到，治山首先要治
水，而山上、河里没有水，不是
因为没有水源，而是得不到科

学合理的利用。
于是，颜景江开始了一项

艰巨的工程，从山间挖河，在山
中筑湖。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
一条长300多米、底宽10米、上
宽30米、深26米的明渠硬是成
功地挖了出来，而利用挖渠的
土，在山中的沙坑筑坝成湖，省
时省力还不浪费资源。颜景江
介绍：“黛溪河一度成为季节性

河流，甚至一年有300多天是干
枯的，只有在雨季山洪爆发时
才能见到水。而我们在河上修
了个小水闸，一到山洪爆发时，
就把一部分河水引到湖里，两
三年的时间，中心湖的水面就
达到了300亩，这样雨季把水蓄
到湖中就不会有山洪了，而湖
中的水在非雨季的时候又可以
补给到河中。”

山间挖河山中筑湖，留住雨季洪水

利用水闸和中心湖把水控
制了，颜景江又开始着手增强
山体的蓄水能力，如何把原来
存不住水的荒山变成富含水的

“海绵山”，保持水土的“鱼鳞
坑”成为了他的首选。颜景江在
山上遍挖“鱼鳞坑”，然后种上
树，让雨水往山体里渗，并在山
上挖掘了多条水渠，总长度达

到了3000多米，专门用来收集
雨水。“鱼鳞坑”和无数沟渠，成
为山体蓄水源源不断的阀门。

颜景江先后在山中挖了5
座湖，总水面达到400亩，而且
湖湖相连，水大了，上湖的水就
会流进下湖，实现了水量的自
我调节，并挖掘了50多万个“鱼
鳞坑”保护了山体的蓄水量。而

这样一来，不仅黛溪河源头的
水有了保障，而且当地的地下
水位有了明显回升，曾经附近
百姓要打20米的深井浇灌耕
地，而如今打四五米的井就能
见到水。正因为此，2011年3月，
这里被水利部评定并命名为

“全国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区”。

50万个“鱼鳞坑”唤醒涓涓山流

本报烟台6月5日讯 (记者
尹海涛) 5日，本报A11版刊

发了白洋河遭农用反光膜污
染、采沙导致河床变低的报道，
立即引起了许多读者关注。一
些在白洋河边长大的读者说，
他们从小生活在白洋河边，看
着白洋河正在遭受破坏，心里
很难受，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救
救白洋河。

“我们都称白洋河是母亲

河，下河洗澡捉鱼，河边粘知了
掏鸟窝，小时候的白洋河让我
的童年充满了乐趣。”从小在白
洋河边长大的张先生说，小时
候河两边的树看不到尽头，野
果子很多，他和伙伴们常去采
着吃，每次回想起来都是甜甜
的回忆。可是现在白洋河已经
变得千疮百孔，让他非常痛心。

由于白洋河最终汇入门楼
水库，看到河里随意丢弃的农

用反光膜，许多市民也担心反
光膜会污染烟台水源地。“发光
膜这个东西我可了解，有铝粉
和镍粉，100年都分解不了，对
水有很大的危害，门楼水库是
烟台的水源地，我现在更担心
这个。”市民宋先生说。

还有不少市民打来电话呼
吁，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联合整
治，救救白洋河，更要保护烟台
的水源地。“这不是一个部门能

解决的，不光是环保的问题，现
在一直有人采沙，希望多部门
联合起来，彻底治理白洋河，尽
可能恢复原来的模样。”

烟台市栖霞市环保局对此
回复说，反光膜问题已经跟上
级汇报了，去年曾经组织人员
捡过，但效果不太好，如今也一
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6日
上午，他们会安排工作人员到
现场查看，然后再商量对策。

白洋河遭垃圾围困追踪

救救救救白白洋洋河河，，保保护护我我们们的的水水源源地地
市民希望相关部门能联起手来把白洋河治理好

部门回应

人物心声

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96706，也可以关注齐鲁晚
报网、齐鲁晚报官方微博和来往
官方账号、天天正能量微博和来
往官方账号。

经过十年的治理，作为黛溪河源头的邹平嘉业生态园山青水秀，湖泊相连，成为全国水土保持示范园区。

十年前，作为黛溪河源头的邹平南部山区岩石裸露，林木稀少，脏乱不堪，黛溪河一年大部分时间干涸见底。

江河卫士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运恒

颜景江每天都绕湖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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