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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些城市热衷挖湖造景，占用耕地、破坏生态、乱象丛生的问题，中央和有关部门去年以

来多次提出整改要求。“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实地走访陕西、河南、宁夏等地，对部分被自然资源部

点名督办要求整改的项目进行了探访。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整改取得了一定成效，挖湖造景歪风得以遏制。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在工

程收尾、土地复耕等方面依然有不少问题待破解。

2019年 8月 12日凌晨，89岁的卢永根院士因病辞世。按照
他和家属意见，不举行任何遗体告别仪式；遗体无偿捐献给医
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

这是他作为院士的“最后一次科普”；这是他作为唯物主义
者的“最后的一次贡献”。

卢永根去世后的第 4天，他的老伴、华南农大离休教授徐雪
宾将一个信封郑重交给华南农大原党委书记李大胜：“这是阿
卢的特殊党费，希望组织能够接受。”

住院的日子，卢永根夫妇坚持着每天清晨收听广播、每晚
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夫人每天为卢永根读报。

“2017年 4月 17日，卢永根希望学院把教育基金的管理实
施办法制定好”；

“2017年 9月 27日，组织支部学习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2017年 10月 20日。卢永根在病房全程观看了十九大开

幕直播，他表示，总书记的报告让他这位老党员热血沸腾，备受
鼓舞；”

……
这是卢永根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记录。
党的十九大召开当天，卢永根身体非常虚弱，躺在床上，插

着氧气管，仍然坚持全程听完十九大报告，并参与随后的学习、
讨论。

“卢永根诠释了党性的力量。”华南农大党委副书记钟仰进
说。

2017年 3月，卢永根以夫妻的名义将毕生积蓄 880万元人
民币捐赠给华南农大，成立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贫
困学生及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邀请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
家来校讲座。这是当时华南农大建校以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
款。

2014年，他还说服哥哥，将老家两间兄弟共有的祖屋，以他
们父母的名义捐给了广州花都区罗洞村的小学。

在卢永根夫妇慷慨捐赠的背后，是无法想象的节俭。
退休后，夫妻俩出行坐公交，吃饭在食堂。平日里，人们总

能见到这位老校长、老院士端着一个半旧饭盒，静静地与学生
们一起排队打饭。

院士家中的摆设，还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破旧的木沙
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
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
了又绑……

华南农大农学院原党委书记张展基一直记得，一次，他打
着雨伞走出校门，突然看到卢永根校长一手拎着包、一手提着
皮鞋冒雨往学校里跑。后来才知道，卢永根的皮鞋是出国或特
殊场合才穿的，那天他在省里开完会回校，正赶上下雨，他生怕
皮鞋沾水弄坏，于是有了拎着鞋赤脚奔跑的一幕。

有一年，农学院给参加运动会的教工发了一套运动服和运
动鞋，竟然成为卢永根日常生活的“标配”。那双运动鞋，他穿
到脱胶、掉线，去修鞋摊补了几回，继续穿，实在不能再穿了才
扔掉。他说：“没到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要尽其用。”

“公家的钱，能省就省。”华南农大农学院教授刘向东回忆，
卢永根特别严于律己。

2003年，卢永根参加在南昌举行的全国野生稻大会，会后
继续去沈阳出差。为了节省住宿费和时间，已是 70多岁的他选
择坐夜行火车到北京，再换乘飞机到沈阳……

卢永根还带着学生，悉心保护着 1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并
加以研究。如今，华南农业大学已成为我国稻种资源的宝库。

直到 70多岁，卢永根还带着学生翻山越岭，到处寻找野生
稻种。

有一张当年拍的现场照片，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着树，
在野生稻旁笑得格外灿烂。

近些年，卢永根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 33个，其中
水稻 25个，大豆 5个，甜玉米 3个；培育水稻不育系 3个。这些
品种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达 1000 万亩以上，新增产值 15
亿多元，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1994 年，卢永根在一封公开信中这样说。他指出，连为养育
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服务都不愿意，还奢谈什么为全人类服
务？

卢永根曾 3次赴美探亲访学，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
来，但被他坚决拒绝。

华南农大红满堂草坪，35年前的一个夜晚，卢永根曾在这
里作过“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主题演讲，让学生们终生
难忘。

“我的发言，如果能像一束小火花一样，点燃你们心中的爱
国主义火焰，迸发出热情，为振兴中华而奋斗，正是我所热切期
待的。”卢永根说。

（据新华社）

卢永根院士：
赤诚抒写“我和我的祖国”

歪风乱象有所遏制
遗留问题尚待破解

——部分地区整改“挖湖造景”追踪

今年1月，自然资源部通报2019年耕地
保护督察有关情况时指出：“2017年以来，有
1368个城市景观公园、沿河沿湖绿化带、湖
泊湿地公园、城市绿化隔离带等人造工程未
办理审批手续，涉及耕地18.67万亩，永久基
本农田5.79万亩。有的甚至破坏耕地挖田
造湖、挖田造河，凭空建设人工水景。”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少华湖水利风景
区项目，因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曾被自
然资源部通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该景区
指示牌、路标、项目介绍牌等已被拆除，部分
已被开挖的湖岸工程停工，水面中隐约可见
拆除后的水泥桥墩痕迹。

当地干部介绍，风景区项目被撤销后，

少华湖已回归蓄滞洪区功能，占用的139亩
基本农田全部复耕；加之原本用于扩展水面
和配套工程的耕地复耕，累计复耕700余亩。

除了少华湖，渭南市在“秦东水乡”整治
中，还对华阴市太华湖、富平县石川河、温泉
河等5个项目进行整改，拆除景观设施，恢复
蓄滞洪区功能，复耕复种，回填水面，恢复自
然河道。此外，一些项目被叫停。合阳县太
姒湖等项目以及白水县水系水景工程、卤阳
湖开发区天子湖等9个未实施项目，均被撤
销。

位于宁夏石嘴山市的星海湖，历史上是
自然形成的滞洪区和湿地。2003年，石嘴山
开始实施星海湖综合整治工程，常年性水面

达23平方公里；黄河水成为最主要的补水
源，年均需补充黄河水约2000万立方米。
今年6月11日，宁夏水利厅停止向星海湖补
黄河水，后续不再补黄河水。记者绕湖走访
时看到，星海湖水位已经下降，部分区域裸
露出一些小岛和滩涂。

一些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对项目进行分
类处理。河南省提出，对未纳入规划、手续
不齐全的已建成项目，确需保留的项目加快
完善相关手续，补齐项目建设要件；问题较
大的项目重新研究论证；对前期手续不齐全
的在建项目，一律暂停项目建设，待手续办
理齐全、整改完善后再予实施。

■ 多地积极整改：部分项目被叫停，部分项目复耕蓄洪

记者走访了解到，各地整改工作已
取得一定成效，但一些地方出现的“纠错
后遗症”需要高度关注。

——一些项目整改后全面停工，影
响民生功能发挥。记者在少华湖走访时
看到，整改后恢复蓄滞洪区功能的少华
湖，其环湖道路并未完成施工，且处于停
工状态。据了解，围绕少华湖的环湖道
路，是分洪蓄滞工程的一部分，需要完成
硬化才能保证少华湖的防汛功能。但附
近村民表示，少华湖环湖路只修到了一
半，现在还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
车辆行人很难通行。

当地干部介绍，由于被自然资源部
通报整改，少华湖整体规划需要重新制

定，其中涉环湖道路的规划设计也需要
重做，环湖道路的修建因此被叫停。

——部分土地复耕复绿难度大，出
现撂荒。渭南市大荔县南湖已形成大片
水面，湖面西侧一片目测有数十亩的土
地撂荒。南湖所在的石槽乡马二村村民
说，村里被征收土地百亩左右，原本用于
湖面扩大和地产开发；南湖项目被整改
前，这片地已处于撂荒状态，整改后仍没
有使用。

合阳县太姒湖项目被叫停后，原项
目用地已无法耕种。合阳县城关街道官
庄社区 6组村民表示，太姒湖项目征用 6
组 370 亩土地，目前全组仅剩 26 亩地。
湖虽然不建了，但熟土层被挖走，复耕难

度大，恢复需要时间。
——一些地方面临较大财政压力。

由于水流动性差、水质不稳定、湖水自净
功能不足，星海湖生态系统未形成良性
循环，更多依靠人工换水、补水、清淤等
方式，每年需投入大量资金；当地政府决
定，今后将中水作为主要补充水源，但中
水治理成本也不小。

记者了解到，从一些地方最初公布
的项目申报审批和招商信息看，许多项
目采取与社会资本联合开发形式进行，
期望以未来商业开发、土地出让等形式
完成项目回款。但部分项目整改后，后
续资金回笼存在一定困难。

■ 遗留问题：半拉子工程、土地复耕难、财政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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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支持把黄河水用在这些方
面，对此应当加强监管和规范。”针对近
年来部分地区出现引黄河水造人工湖、
人工湿地的情况，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
源管理与调度局水资源处处长薛建国表
示，黄河流域水资源贫乏，黄河水资源分
配，首先要保障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用水。

长安大学水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认为，一些缺水的
地方挖掘人工湖，背后是政绩冲动作祟。

今年 4 月，陕西省政府成立工作专
班，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脱离实际造
景造湖专项治理工作。渭南市委、市政

府已向陕西省委作出书面检查。19人被
追究责任，其中厅级干部 4人，处级干部
12人，科级及以下 3人。

11月 2日，陕西省发改委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
要求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规范政府
投资行为，严禁实施“挖湖造景”“移石造
景”“过度亮化”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石英认为，
“挖湖造景”整改，需要对现实情况具体
分析，科学研判。项目如果已经叫停了，
能不能恢复、怎么恢复都要做精细规划，
不能简单“一填了之”，要高度重视后续
遗留问题的解决。

一些专家也建议，在严格项目审批、
严控类似现象再度发生的同时，要进一
步加快未完成整改项目的督促落实，妥
善解决生态复绿、防洪工程完工等遗留
问题。

李佩成和石英建议，在“挖湖造景”
项目整体叫停后，应尽快对项目中的违
规部分、景观部分和民生需求部分进行
切割；如果地方有实际民生需求，例如水
利蓄洪需求，应尽快重新进行科学论证，
保障民生工程能真正为民所用。由于一
些土地已经撂荒数年，熟土层遭到破坏，
当地政府需要组织开展土地整理工作，
尽快恢复土壤营养。

■ 整改需加速深入推进，后续问题需妥善处理

卢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