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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郝天娇）头发干
练地梳在脑后，总是发出爽朗的笑声，
11月27日，记者见到武汉市江汉区社
会福利院院长连丹丹时，她刚开完晨会
下楼，很多老人不叫她院长，亲切地叫
她“丹丹”，她也开心地应着，拉着老人
的手嘘寒问暖。

记者注意到，开会出来时，连丹丹
总无意识地扶着腰，她解释道，4年前，
自己下楼查房时，从45度的斜坡摔了
下去，造成尾椎骨骨裂。

“我比较大大咧咧，当时一心想着
工作忙，就没有及时去治，稍微好些了，

就开始做事。落下了病根。”连丹丹说，
现在变天的时候，站或坐的时间过长，
都会感到疼痛和不舒服。

她就是这样一位将老人的需求高
过自己需求的人。

1998年，当江汉区福利院招聘职
工时，连丹丹成为福利院的一名服务
员。

刚开始，老人们不信任这个初来乍
到的年轻女孩，时不时发点“小脾气”。
连丹丹只能用实际行动换取他们的相
信和认可。有婆婆说没水喝，她就给老
人再倒一杯，还面带笑容赔不是；有爷

爷埋怨地没清扫干净，她就拿起扫帚再
扫一遍。

时间长了，老人们被连丹丹的所作
所为感动，她也慢慢成了不少老人的

“精神拐杖”。福利院里700多位老人
的性格爱好、大病小疼、家庭情况，连丹
丹全都如数家珍。

去年12月底，她从副院长升为院
长，正式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家
长”。连丹丹说：“肩上的担子越来越
重，老人们对我的信任也是鞭策我前进
的动力。”

上个月，该福利院被授予“全国民

政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是此次武汉市
唯一一家获得表彰的单位。平均年龄
85.2岁的400多位老人居住在此，老年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有人认为，来养老院当护理员，会
与老人一起慢慢老去。但我的感受是，
通过我们的优质服务，提高老人的生活
质量，他们觉得自己年轻了，我们也就
变得更年轻了。”连丹丹说，她会努力把
福利院越办越好，用爱心守护“夕阳
红”。

连丹丹：陪爷爷奶奶“越来越年轻”

武汉两座将军山长出“碳资产”

生态修复后的江夏区将军山，种下油菜孕育花海。新洲区将军山林场一片郁郁葱葱。 刘帅 摄

武汉有两座将军山，分别位于新洲
和江夏，一东一南。

11月 26日，记者从市区驱车约
100公里，前往武汉东部最高峰的新洲
区将军山。沿着新修的步道信步登顶，
爬上瞭望台远眺，群山叠嶂、满眼苍绿、
植被茂盛，自然村落与山水田园融为一
体，颇有桃花源的盎然古意。

这两年，新洲区徐古街道工作人员
程事平持续关注着山上一片特殊的林
子——将军山碳中和林。

这片林子位于山间的将军山村、柳
河村、琵琶垴村等区域，原是一小片“林
隙地”。2022年12月，新洲区与东风
本田公司达成协议，合力打造一片面积
为1153亩的碳中和林。

新洲区负责种植和养护，东风本田
出资540余万元，提前“买断”这片林地
未来30年的碳汇收益权。一场山体补
绿行动，提前获得了“碳收益”。

与单纯的植树造林不同，种植碳中
和林需要兼顾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既要能适应当地的水土，又要固碳能

力强、生态功能好。”程事平坦言，选种
就是一道难题。

经过多番比选，这片碳中和林最终
选定了油茶、木荷、枫香、麻栎等乡土树
种。其中，大部分面积用来种植油茶，
其余部分种植木荷、枫香、麻栎、紫穗槐
等。当地村民通过参与植树、养护获得
一定收益，还有望分享油茶进入采收期
后所产生的“红利”。

“再过20年，这些山间林地将‘生
长’出大约1.04万吨碳汇。”程事平称，
这将是一笔可观的“碳资产”，既可用于
抵消企业的碳排放，也可上市交易。

江夏区的将军山又是一番景象。
一泓湛蓝的湖水吸引记者不由自主加
快步伐前往观看。

生态修复项目经理王潮正在查看
油菜的出苗情况。脚边的土地上，撒种
不久的油菜苗正在破土而生，裸露的黄
土地似乎孕育和萌生着无限的希望。

2021年，将军山启动生态修复，现
已复垦新增耕地314亩，林地98亩、其
他农用地72亩。与新洲将军山不同，

江夏将军山的逐绿脚步稍显曲折——
先要“复绿”，对荒山进行改造使其“增
肥”后，才能变成花海良田。

土地复垦过程中，修复人员撒种了
一批黄豆，利用黄豆的固氮功能改善土
质。“土里有肥了，我们现在种下的油菜
才能长得更好。”王潮满眼期待。

经过治理的山岗上，一片生态修复
林已经种下。王潮指着远处隐约可见
的山岗说：“灵山就是这一生态修复模
式的先行者。”

灵山，一座废弃矿山，通过山体修
复穿上“绿衣”，走上了文旅融合的绿色
发展之路。如今，灵山生态产品总值
（GEP）达到2.58亿元。

在这场生态变革中，周边18个自
然村湾从中受益。村湾环境变得更美，
农户也主动种起了黄桃、李子、杨梅、猕
猴桃、葡萄等果树，整理好鱼塘，修缮了
自家房屋，办起了农家乐。

游客越来越多，56岁的村民商俊杰
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我现在是景区里
的保安，每个月有一笔固定收入，还能兼

顾家里，种些玉米，养养鸡。”商俊杰开心
地说，现在的生活比几年前好多了。林
港村的陈师傅计划把在外打工的孩子叫
回家，扩大自家农家乐的规模。

武汉矿苑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张纯洁说：“这连片的山头就是一座座

‘金山银山’。”
“新洲将军山坐拥碳中和林场，通

过自然山体的‘加绿’累积碳汇值，走上
碳中和的道路；江夏将军山走的是修复
破损山体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提升生态
产品价值（GEP）的生态之路。二者虽
路径不同，但都朝着固碳、减碳和增绿
的方向努力。”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博导、武汉双碳产业研究院秘书长
齐睿说，也许不久的将来，两座山还会
互相学习，新洲将军山进一步深入发展
文旅产业，江夏将军山则拿出更多土地
培育更多的碳中和林。

以江夏将军山复垦林地计算，年均
碳汇量约380吨。再过30年，江夏将
军山也能产生大约1.1万吨的碳汇量。

记者金涛 金文兵（参与采写：潘璐）

武汉晚报讯（记者金涛 宋磊 通讯
员代毅婷）11月27日，北湖污水处理厂
出厂的再生水通过管道，来到武汉绿色
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
动力”）生产车间，用作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并产生电能。从生产材料到生产流
程再到产品，这个链条含绿量十足。

“绿色动力”安环部负责人张辞迎
介绍，企业是一家主营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的环保企业，日处理垃圾2200余
吨、发电90万度。作为用水大户，“绿

色动力”每天要在锅炉加热、冷却降温
等环节消耗大量的水。这些水分别取
自长江和北湖。“如今用上再生水，相当
于每天可少从长江取水约1000吨。”张
辞迎与同事曾做过测算。

在该企业厂区，记者目睹了再生水
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净化装置的场景。
经过净化处理的水，一部分用于循环冷
却塔，为蒸汽水提供冷却；另一部分则
经进一步净化后进入余热锅炉产生蒸
汽，供汽轮机发电使用。

站在离“绿色动力”仅有500米的
北湖污水处理厂内，厂长杜旻感到欣
慰：“宝贵的水资源终于不再白流。”他
说，北湖污水处理厂排放的尾水，水质
优于国家一级A标准，可作为再生水回
用。可过去，这些水除了少量供厂内自
用外，大部分排入了长江。去年8月，
启动建设的青山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
工程（一期）为这些再生水找到新的出
路，通过新建提升泵站和地下压力管
道，将水输送给周边企业。

“绿色动力”第一个用上了再生
水。“我们先期预留了接口，管子一接，
再生水就‘流’到了生产线上。”张辞迎
回忆起月初再生水通到厂区的情景，感
慨不已。他说，虽然再生水也需要用一
定的费用购买，但污水处理厂产出再生
水不再浪费、环保企业将再生水用于生
产并产生电能回补电网——这是一笔
很划算的“生态账”。更为关键的是，整
个过程减少了从长江的取水量。

今年，武汉入选全国第二批再生水
循环利用试点城市。青山北湖流域再
生水利用工程（一期）是武汉探索再生
水循环利用的重点项目。今后，随着地
下管网的逐步延伸与完善，北湖污水处
理厂出厂的再生水将送进更多企业。

（参与采写：杨丝涵）

北湖污水处理厂送来再生水

环保企业每天少从长江取水100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