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本报通讯员 王沅霞

“ 自 7 月 29 日 光 影 艺 术 公 园 迎

客 以 来 ，每 晚 接 待 游 客 6000 人 左

右。”当涂县安徽大青山野生动物世

界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玉展告

诉记者。

光影艺术公园以当涂大青山野

生动物世界内的矿坑乐园为核心，分

为湖光十色、灯光情景秀、篝火狂欢

晚会、萤火虫灯海、迷雾森林等多个

主题板块。

“头顶上是明亮的‘星球’，搭配

神秘的‘极光’，融合光束灯、烟雾及

音效营造星空氛围。游客们边走边

看，伸手即可触碰星空与未来。”陈玉

展告诉记者，现在这里白天是矿坑

乐园，晚上是光影艺术公园。

在矿坑乐园内，除了光影艺术

公园，还有玻璃漂流、玻璃栈道、

空中滑索等多个娱乐项目，引得

不少勇敢者前来尝试，也使得矿

坑乐园在当地小有名气。

然而，矿坑乐园曾是一处“千疮

百孔”的废弃矿坑。

改变始于 4 年前。当时，当涂县

招商引资，引入安徽大青山野生动物

世界管理有限公司，以市场化方式对

矿坑进行修复治理。

“最初只是洽谈动物园建设，由

于废弃矿坑的位置紧挨着动物园，

影响到游客体验，也担心对动物园

生态造成影响，才改变计划，把矿山

也纳入进来一起开发。”安徽大青山

野生动物世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修金告诉记者。

由于 10 多年的开采，形成了落

差 100 多米的不规则多边形矿坑，修

复难度很大。

经过多次修改，最终修复方案定

稿。2018 年，总投资 1.8 亿元的修复

治理项目开工建设。

通 过 加 固 稳 定 山 体 、对 原 矿 坑

壁进行修坡治理、种植陡坡植被、搭

建游乐观光设施等举措，废弃矿坑

焕然一新。修复完成后的矿坑，与

野生动物世界有机结合，打造成集

休闲娱乐、运动体验、动物观赏等于

一 体 的 综 合 项 目 ，并 为 当 地 提 供

约 600 个就业岗位。

“现在高峰期日客流

量超过 1 万人。”林修

金说。

矿坑游乐园游人如织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近日，沿着弯曲的山路，记者来

到马鞍山市向山镇大王山丁山矿区，

站在高处向下看去，巨大的矿坑尽收

眼底。生态修复后的矿坑周边山坡

上绿草茵茵，新植的松树和枫香等苗

木长势良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丁山矿区在向山地区有着多年

的开采历史，但在贡献了大量铁矿

石、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

留下了一笔生态欠账。

该矿区地质灾害隐患较大、水土

流失严重，矿坑内还有大量酸水需要

治理。2012 年，因矿区北部边坡滑

塌，大王山丁山矿区内 3 家矿产企业

停产、停建。

2017 年，丁山矿区还曾因存在安

全和生态环境隐患，被列入中央环保

督察信访件。

作为突出环境问题整改项目之

一的丁山矿备受关注。为此，马鞍山

市探索“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合作

模式，由雨山区城投与中钢矿院合作

成立马鞍山市晟沃生态修复工程有

限公司作为丁山矿治理项目的实施

主体。

“我们采取边坡治理、台阶植树

复绿、水沟整治等措施，对丁山矿环

境进行生态修复，坑内积存的酸水经

过处理后，达到地表Ⅳ类水并正常排

出。”马鞍山市晟沃生态修复工程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雷告诉记者。

如今，站在丁山矿坡顶平台可以

看到，矿坑一侧的山体每十几米一个

台阶，共有 12 级台阶平台，均已覆土

绿化。不时有运输车辆缓缓驶至矿

坑底部，其满载的无害固废，将在这

里找到“归宿”。

丁 山 矿 区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坚 持

“先治理投入、后收益补偿”的运营思

路，经过生态修复后的废弃矿坑，建

成了市场化运作的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填埋场，既拓宽了矿山生态修复资

金渠道，也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统一。

丁山矿可安全环保处置一般工

业固废约 790 万立方米，预计服务年

限约 8 年，将来矿坑被填平后，还会

开展后续复垦复绿优化等工程。

固废填埋场绿草茵茵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秋高气爽时节，站在马鞍山向山地

区的凹山湖畔观景平台上俯视，翠绿色

的椭圆形湖面犹如一面“天镜”。

湖面往上，残存着阶梯状的边坡，

这是当年采矿留下的痕迹。凹山湖之

前是被誉为马钢“粮仓”的凹山矿。几

年前，凹山矿闭矿修复，摇身一变成为

一处景点。

凹山矿所在的向山地区是马鞍山

市铁矿资源集聚地，这里分布着大大小

小的采矿坑，其铁矿开采史已近百年。

然而，长期超强度、大规模的粗放式开

采，造成向山地区山体裸露、固废堆积、

空气扬尘污染和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

突出，曾经的“资源宝地”成为城市的

“生态伤疤”。

近年来，马鞍山市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将“向山地区生态修复与绿

色转型”作为创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

型示范区的“一号工程”，全力修复“生

态伤疤”。

百年矿坑，“领航”生态修复

凹山湖观景平台一旁，矗立着一块

原生铁矿石，上面醒目地刻着大大的

“源”字。

“源”字寓意“城市之源”。马鞍山

因矿生钢，因钢立市，矿产主要分布在

向山地区，所以“钢城”的采矿史、钢铁

史、城市发展史均起源于向山。同时，

向山地区位于马鞍山东部，处于城市的

上风口，全市两条主要河流采石河、慈

湖河也发源于此。因此，向山之于马鞍

山无疑是风源、河源、城市源。

向山地区以凹山矿为代表，开矿史

可追溯百年。20 世纪 70 年代，马鞍山

市曾提出“全市人民齐动员，千军万马

战凹山”的口号，两次在向山地区发起

“凹山大会战”，凹山矿的生产规模和生

产能力大幅提升，凹山矿因此被誉为马

钢的“功勋采场”。

“凹山大会战”虽然已过去多年，但

其奋斗精神深深地刻印在城市的基因

里，被传承下来。

几 年 前 ，马 鞍 山 市 启 动 长 江 流 域

露天矿山和尾矿库治理修复工作，凹

山矿成为向山地区较早启动生态修复

的 矿 坑 。 2017 年 ，凹 山 矿 正 式 闭 矿 ，

曾 经 的 深 矿 坑“ 华 丽 转 身 ”为 巨 大 的

人工湖。

“没想到，这么深的矿坑现在成了大

湖，边坡也种了花花草草，真是沧海桑

田。”今年 80 岁的凹山矿退休老职工方

大权，站在凹山湖观景平台上感慨地说。

“向山是马鞍山的发源地、城市起

步区，历经百年开采，在作出巨大贡献

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环保欠账。什

么时候向山地区治理好了，马鞍山资源

型城市转型才算成功，才能走出高质量

发展之路。”马鞍山市委主要领导表示。

近年来，马鞍山市把加强重要生态

系统及生态脆弱地区保护与修复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并写入该市“十四五”规

划纲要。

去年 7 月 15 日，该市召开全市“向

山地区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动员

大会”，号召弘扬“凹山大会战”精神，举

全市之力打好新时代“向山大会战”。

“向山”再次成为了焦点。

马鞍山市成立了市、区两级工作专

班，编制《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建设规划》《向山地区生态修复与绿色

转型研究》《向山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等专项规划。按照规划，向山地区要打

造成全国矿区生态修复示范区、长江支

流源头水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区、全国

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绿色转型

示范区和践行“两山”理念的样板区。

矿山复绿，变身城市花园

曾经到过向山的人会有这样的印

象：尘土飞扬、道路颠簸，满眼荒秃裸露

的山体，还有数不清的矿坑。

“那都是我小时候向山的样子，现

在向山的变化翻天覆地，道路宽阔平

坦，处处是景点，处处有绿色，老百姓有

了游玩休闲的公园，这是近两年发生的

变化。”从小在向山长大的小伙子董健，

在凹山湖畔边散步边向记者介绍。

沿着凹山湖一侧的游步道漫步前

行，一路上绿树成荫、花草成趣，还有推

土机、运矿车、牙轮钻机、火车头等昔日

采矿场淘汰下来的机械设备，陈列在草

坪之中。

这些锈迹斑驳的设备，无声地向人

们诉说着那段火热年代的动人故事。

今 年 2 月 ，凹 山 地 质 文 化 公 园 开

园，该园以凹山湖为中心，占地 6 万多

平方米，由凹山坑观景平台、采矿设备

展示区和百年南山历史文化展示区三

部分组成。

近年来，马鞍山市以生态修复为主

线，深层次推进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大力实施矿区复绿改造，包括凹

山矿区在内，向山地区许多采矿区都在

经历绿色“蝶变”。其中，8 家采矿企业

和 23 家小选矿厂彻底关停，18 家“散乱

污”企业彻底拆除，8 个尾矿库顺利闭

库，12 个历史采矿宕口全部复绿复垦；

丁山矿等 6 个矿区生态修复通过省、市

验收。凹山湖“三棵树”、南山大道、铁

道文化游园等一系列地标性生态项目

为人们所熟知，向山地区生态环境迎来

崭新图景。

“ 整 治 提 升 后 的 向 山 地 区 满 目 绿

意，处处焕发生机。现在经常有人来逛

公 园 、观 湖 景 ，这 里 的 名 气 也 越 来 越

大。”董健说。

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也让

当地人居环境大为改观。在向山镇落

星村坝头坡顶，望着郁郁葱葱的小山

头，村民葛金保告诉记者：“这里原本不

是山，由于长年累月偷排乱倒固废、垃

圾，硬是拱起一座‘垃圾山’，散发出的

恶臭老远就能闻到。”

这一固废堆场被发现后，当地政府

迅速启动整治工作，聘请专业机构勘察

评审，“量身定制”了整治方案，进行覆

土复绿和无害化处置。

“经过几轮治理，固废堆场成了景

观带，现在大家早晚经常来这里休闲散

步。”葛金保说。

产业导入，赋能绿色转型

在凹山湖边坡向西侧山体绵延 200

多亩的范围，漫山遍野种植着大量树

木。这些树共有三种：元宝枫、山桐子、

杜仲。这片区域就是向山地区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以来，新晋网红地“三棵树”

景观区。

“三棵树”景观区是去年马鞍山市

通过招商引资，引入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在向山地区试点实施的“三棵树”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项目。

元宝枫、山桐子、杜仲在我省境内

十分稀少，分别从陕西、山西、湖北等地

引进。

选择这三种树木，因为它们都是附

加值极高的特种经济林树种，也是国家

木本油料储备树种。

“种植这些树木不仅能解决矿山生

态修复、环境整治等问题，同时也可以形

成经济价值，带动后续产业发展。”中国

化学工程集团向山“三棵树”项目负责人

魏泽伟告诉记者，项目在凹山湖附近区

域已种植 3400 多棵元宝枫、山桐

子、杜仲，同时发展林下经

济，周边栽种兰花、

三七等林下经济

作物，项目经

过 一 两 年

休眠期后，预计年亩产能达到 500 公斤

籽，产油可达到 200公斤。

经过对“三棵树”产业的探索实践

和特种经济林行业的研究，当地总结出

“矿山治理+特种经济林一、二、三产融

合”的产业发展模式。通过推行这样的

发展模式，探索向山地区生态价值转换

机制，实现生态价值、景观价值、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

向山地区产业一直相对单一，质量

不高。推动向山地区生态修复和绿色

转型发展实施的十大工程之中，产业体

系再造工程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

“向山地区综合整治遵循 EOD 路

径，践行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理

念，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真正实

现绿色转型。”向山镇所属辖区雨山区

副区长任勇告诉记者。

马鞍山市遵循“生态修复+”原则，

引进“艺术生态修复”“绿色自然修复”

“运动健康修复”等先进理念，在向山

EOD 项目中，计划建设约 1000 亩向山

绿色产业集聚区。

该 市 通 过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提 升 交

通、绿化、教育等要素资源，增强招商引

资吸引力，加快对接产业导入，推动节

能环保、智能制造、生态农业、文化旅

游、运动休闲等新型产业发展。

今年 4 月 19 日，马鞍山市政府举行

“云签约”仪式，正式与中铁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向山－濮塘一体

化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探索向山地区生态价值转换

机制。

““城市伤疤城市伤疤””的的““美颜美颜””之路之路

◀ 凹山地质文化凹山地质文化

公园公园。。 毕琛毕琛 摄摄

小南山矿酸水处理项目小南山矿酸水处理项目。。 毕琛毕琛 摄摄

整治后的向阳路整治后的向阳路。。 向萱向萱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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