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地 处 渝 东

北三峡库区的梁

平区双桂湖国家

湿地公园岸边，

一个戴着草帽的

人，卷 着 裤 腿 赤

着 脚，俯 下身 去

细 致 地 观 察 着

湿地植物的长势。当地群众对这个身影

并不陌生，他们亲切地称他为“田坎教

授”。他就是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

教授，也是全国知名的湿地专家——袁

兴中。

“应该了解自然怎么进行工作，然后

我们才做；如果不了解，宁可不做，或是

让以后的世代去执行。” 这句美国生态

学家霍华德·奥德姆的名言，被袁兴中奉

为圭臬，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中，他

忠实地践行着这一理念：了解自然，敬畏

自然，与自然为友，以自然为师。在他看

来，无论是做研究还是日常生活，自然都

是最好的指导者。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

谐联系，正是他致力追求的目标。

“越接近自然，就越觉得自身渺小”

求学期间，随着对自然的了解不断

深入，袁兴中对研究自然的兴趣也日益

坚定。早在1998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他就参与到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项目中，做长江河

口淤泥质潮滩的生态学研究。建设中的

浦东国际机场毗邻长江口九段沙，那儿

是候鸟迁徙的中转站，面对人类建设与

生态保护的矛盾，他开始思考：在人类活

动密集、对自然干扰较大的地方，如何

为生命世界和生物多样性营建更优的系

统？关于生态设计的想法在他头脑中渐

渐萌生。顺应当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他

决定回到熟悉的川渝，进行河流生态学

的研究。

袁兴中于2001年来到重庆大学，当

时的三峡工程正在建设中，尚未开始蓄

水，在致力于三峡库区水生态保护及河

流生态学的研究工作中，他关注到三峡

库区生态保护中的关键点——消落带，

并围绕水库消落带，开展了长达二十余

年的调查和研究。“为了给未来消落带

的治理找对照、找模板”，2003年春节期

间，袁兴中一行徒步穿越三峡，赶在三峡

工程第一次蓄水之前，对即将永久淹没

水下的河岸生态系统和景观进行考察。

以“三 峡 库 区消 落 区 生 态 治 理 项

目”课题研究为契机，2005年到2006年

间，袁兴中调查了浙江、江西等多个省份

的大型水库和南方的许多江河，它们都

成为他“取经”的对象。2007年，在推进

中国湿地保护的背景下，三峡库区消落

区面积最大的开县（现为开州区）谋划

建立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承担对澎

溪河的科学考察重担后，袁兴中对该流

域的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及湿地资源

等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为建立澎

溪河湿地科学实验站及开展三峡库区消

落区生态修复研究奠定了基础。

长 期 行 走 在自然 中，深 入 野 外 获

得的奇特体验，自然的伟大让他发出了

“越接近自然，就越觉得自身渺小”的感

叹，而大量的野外考察经历，“解锁自然

的力量”，为他后续开展长期持续研究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然考察对我从

事生态修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

我知道应该聚焦在哪里。”

 “自然是母，时间为父”

与其他消落区不同，三峡水库“蓄

清排浑”的运行方式，导致形成落差30

米、冬季6个月深水淹没的世界罕见消落

区，面临适生植物资源匮乏、生态修复

技术单一、水土不易保持等难题。

“什么样的植物能在淹没半年、最

大淹没深度30米的情况下存活？”这在

当时看来似乎是个无解的难题。在澎溪

河的支流白夹溪，袁兴中团队寻觅到一

片自然状况良好的“宝地”，筹备建立科

学实验站，决定长期探索：什么样的植

物能适应大幅度水位变动和冬季深水淹

没，脆弱的水土如何保持，面源污染物

如何治理，生物多样性如何提升等问题。

“对研究者而言，这些问题非常‘诱人’，

又极具挑战性。” 

2008年5月，在当地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和生态产业经营者的共同帮助下，三

峡库区澎溪河湿地科学实验站成立了。

实验站成立之初，以澎溪河支流白夹溪

旁一所废弃的移民小学作为用房，当时

定下了“长江上游河流生态学研究、大

型蓄水水库消落区治理与生态修复”等

一系列基础科学和实践应用的目标，“15

年后的现在看来，这些目标都实现了”，

袁兴中欣慰地笑了。

袁兴中团队借鉴珠江三角洲桑基鱼

塘的生态智慧，在三峡库区澎溪河消落

区开始了基塘系统的试验研究，这一模

式 在应对 水位 变化的消落区获得了成

功。澎溪河湿地科学实验站先后迎来了

不少“客人”，有研究生态保护的国内外

专家学者，也有当地依赖生态农业谋生

的农民，大家都想知道这座房子的周边

发生了什么，让水质变清，植被越来越

好。打造生态修复的样板，并与生态产业

的发展相结合，将消落区治理的挑战转

变为机遇，进一步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随着一系列高水平论文的发表，这一

借鉴传统农耕生态智慧的中国方案，越

来越受人关注。

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是袁兴中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

他始终秉持“自然是母，时间为父”的原

则：“自然是历经千百万年，由各种环境

因子长期适应和协调，协同进化后稳定

保存的结果，值得我们学习；而时间的尺

度波动和演替，又给我们呈现出自然的

精彩；因此在生态修复中一定要尊重自

然本身，还要考虑时间维度。”

“自然一定会给我们一份答案”

“ 对自然的 求 解是我一 辈子 的 热

爱，是我心中追求的永恒目标。”袁兴中

说，“自然也留给我们试错和纠错的机

会。”生态修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2008年在三峡库区的初步调查研究取

得进展后，袁兴中着手设计集“基塘、林

泽、鸟类生境和生态保育”四大工程为

一体的消落区综合修复方案。

经过前期筛选，袁兴中团队试验性

栽种了池杉、落羽杉等耐淹植物。随后

三峡库区迎来了2009年的高水位蓄水，

整个冬天，所有的树苗全都在淹没在水

下，部分树苗甚至整体没顶淹在水下，

“不知道来年会是怎样，因为从未有过

木本植物在水中没顶几个月而存活的例

子。”袁兴中心里很忐忑，但他依然相信：

“自然一定会给我们一份答案。”

令人惊喜的是，2010年春季水退下

去后，调查表明，植物萌发且成活率超

过95%！这为消落区林泽工程的推进作

出了良好的示范。在实验站附近，袁兴

中首次发现乌桕耐淹的特性——之前从

未人为在水中栽种。后续，他们还建立了

国内外迄今为止种类最多、生活型最全、

功能多样的大型蓄水水库消落区适生植

物资源库，并首次将乌桕、秋华柳等植

物运用于消落区生态修复。

2011年初，开州区的汉丰湖被批准

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试点，袁兴中团

队针对汉丰湖多重水位变化特点的消落

区，设计并建设了包括城市景观基塘系

统、林泽-基塘复合系统、多带多功能缓

冲系统、多维湿地工程、湿地五小工程

等在内的消落区生态系统修复成套技术

体系，这些创新性的生态修复工程，经

历了十余年的水位变化考验，在自然与

人的协同共生的努力下，如今依然保持

着美丽的景观形态，持续发挥着优良的

生态服务功能，并使开州成为全国湿地

保护修复的样板。

袁兴中说，他最满意的不是做出了

多少成果，而是将写在大地上的作品永

久性留下来。每当他站在汉丰湖边放眼

美景，心里特别高兴。如今的汉丰湖、澎

溪河一改此前的衰落景象，每年冬季都

迎来越冬水鸟驻足，其中不乏珍稀濒危

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中华秋沙鸭、青头

潜鸭等，冬季高水位时期，红黄绿相间

的池杉、落羽杉、乌桕等彩叶林在水中

迎风招展，和水鸟相映成趣，一派生机

盎然。

围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袁兴中的

研究转向更深入的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

创新模式，并开展更密切的国际交流合

作，随着大量国内外论文发表和专著出

版，团队的人才培养也初具规模。袁兴中

也凭借这些成果涌现，获得了2018年重

庆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励。

三峡库区澎溪河、汉丰湖的成功模

式被 推广到更 大范围内的消落带治理

中。在重庆主城九龙滩，市民能休闲娱

乐、户外运动，城市能展示文化、发展旅

游，这些综合功能的实现，得益于袁兴中

团队对九龙滩消落区治理并结合了立体

江岸生态建设。此外，在湖北赤龙湖、朱

湖国营农场、山东邹城采煤塌陷区、四

川营山县清水湖、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

园、海口五源河等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中，袁兴中团队的生态修复技术及模式

在二十多个省市的应用得到了良好的评

价。

在袁兴中的展望中，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动实践，正一步步在中华大地上

铺开优美的画卷。“能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为世界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

下去。”他笑着说。

（党委宣传部 李世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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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有位“田坎教授”重大有位“田坎教授”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本报讯 近日，重庆大学参加重庆市第七

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共计50项，获奖数

量创历届新高，重庆大学获市级优秀组织工作

奖。其中一等奖27项，二等奖14项，三等奖9项。

该活动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办，是目前全市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学生艺术

盛会，旨在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以美育人、以美

化人、以美培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据悉，艺术学院《龙之子》、学生艺术团《木

偶之梦·开天路》《布谷鸟儿咕咕叫》《风雨落

坡岭》等5个艺术展演类作品以及《文艺黔乡红

色筑梦》等1个艺术实践工作坊作品已被推报至

全国。

（校团委 夏汝立 曾海山）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微宣讲短视频

比赛获奖名单公布，重庆大学获4项

二等奖、1项三等奖。

本次大赛共评选出获奖作品

120项，其中学校选送作品《刻印

在山城的血色印记》《赓续红岩精

神， 凝聚青春力量——坚贞不屈的

浩然正气》《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及《青

春正逢盛世，奋斗恰如其时》获二等

奖，《赓续红岩精神——忆巾帼女

英雄江竹筠》获三等奖。

（党委宣传部 唐帆）

本报讯 近日，由教育部和国家

语委举办的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

大赛公布获奖名单，重庆大学师生

在大赛中斩获佳绩。

学 校 结 合实 际、精心 组 织实

施，经过初赛、决赛和复赛层层选

拔。在“诵读中国”经典诵读类，

《我和我的家乡》和《钗头凤》分

别获得大学生组一等奖和三等奖；

《我的南方和北方》《知礼》获得留

学生组二等奖和优秀奖；《1978年的

早冬》《荆轲刺秦王》获得教师组

优秀奖；张晓玲和肖明炎获得诵读

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在“诗教中

国”诗词讲解大赛类，《将近酒》和

《登岳阳楼》获得大学生组一等奖

和二等奖；《琵琶行》获得大学教师

组三等奖；张晓玲获得讲解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奖。此外，“笔墨中国”

汉字书写大赛类《满江红》获得了

硬笔类大学生组优秀奖。同时，学

校还获得“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

赛的优秀组织奖。

“书香新时代，‘典’亮 新征

程”，学校将以此大赛为契机，持续

扎实开展语言文字工作，传承中华

经典、弘扬时代精神、牢记根本使

命，为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打下坚实

的基础。

（本科生院 杨群华）

本报讯 近日，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

励广大干部群众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中共四川省委、四

川省人民政府、教育

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表

彰一批在成都大运会

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

体和个人。重庆大学

体育学院被授予“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先进集体”称

号，体育学院教师李

雪芮被授予“第31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先进个人”称号。

第31届世界大学

生夏季运动会是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我

国举办的首场国际体

育盛会，也是西部地区首次举办的大型综合

性国际赛事。体育学院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

导和大力支持下，动员全院力量积极参与大

运会，为火炬传递和赛事的举办做出了积极

贡献。  

学校承担了火炬传递重庆站主舞台节目

表演，组织体育学院师生以“双城故事”为

主题，编排演出《光荣与梦想》技巧啦啦操、

《梦想的冠军》体育舞蹈等节目，向全世界展

现了新时代中国大学生朝气蓬勃、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把火炬传递重庆站的气氛推向

高潮。

学校组织师生参与火炬传递。李雪芮承

担火炬传递重庆站的第1棒火炬手，并接受中

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播

出，让世界看到越来越好的中国。同时，组织

师生参加火炬传递加油站表演，为火炬手加

油鼓劲。

李雪芮以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羽毛球

队教练员的身份参加此次大运会，带领中国

羽毛球队取得了4金3银1铜的优异成绩。

（体育学院  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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