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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德华净活性炭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净公司）的产品
展示销售大厅，记者看到了许多制
作精美的活性炭工艺品，有美观大
方的炭雕、防霉除湿的床上用品、能
去除异味的汽车用品等。很难想
象这些美观又具有实用价值的物
品是以优质杏壳为原料。

据公司副总刘力介绍，华净公
司已和十几家旅行社建立了合作
关系，每年活性炭旅游纪念品收入
500万元左右，而这只是公司主营
业务的一小部分。在华净，一颗小
山杏实现了绝对的“吃干榨净”。

走进华净“炭电热肥联产”项
目车间，人们看到的是除了庞大
的制炭炉之外，还有一条条错综
复杂的管线。“可别小看这些管
路，活性炭生产中产生的各种废
物已经在里面实现了梯级闭路循
环利用。”刘力说，山杏壳在炭化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可燃气体和
木醋液，可燃气体用于发电，木醋

液可制成有机药肥，生产中产生
的大量热水直接供应城区宾馆浴
池。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企业收
益良多，仅炭电热肥生产线每年
就能创造纯利润 3000 万元，同时
每年可节约标煤 3.6 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 9.5万吨。

平泉市铁矿石资源丰富，在
铁矿采选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尾矿
砂因无法消解，一直以来都被当
作废弃物，既影响环境、又占用了
土地资源，还造成尾矿库安全隐
患。作为京津冀水源功能涵养
区，如何处理尾矿砂，成为平泉推
进绿色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

这几天，在平泉市天罡建材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罡公
司）的制砖车间，工人正加紧生产
卯榫砖。制作卯榫砖的原材料，
就是矿山上的废弃矿砂。

“公司每年可将 40 万吨的尾
矿 砂‘ 变 身 ’为 1 亿 块 环 保 砖 和
2000 万片彩瓦，全部定单生产，

产品供不应求。”天罡公司董事长
梁建华介绍，用尾矿砂制成的新
型砖瓦保温、隔热、隔音和承载性
能均高于传统黏土砖，产品已远
销辽宁、内蒙古、山西等地。

一度以铁矿业为经济支撑的
平泉，曾有几十家铁矿企业，高峰
时年排放尾矿砂4200万吨，生态环
境遭到威胁。天罡公司以矿砂为
原料，通过先进的搅拌、压制、成型、
拉花设备，可生产墙体、屋面、护坡、
装饰等四大类建筑材料计 10余种
产品，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成为引领废
物利用的先行者。

生态宜居村庄美，产业富民
生活美。一株株山杏，不仅给平
泉的沟沟坎坎增添了绿色，还让
农民脱下了贫困的帽子。未来，
平泉将围绕重大工程、循环产业
等打造一批样板，带动循环经济
再发展。相信平泉的明天会更
好。

河北平泉以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带动脱贫攻坚

中国山杏之乡的绿色脱贫路
◆本报见习记者孙浩

平泉 现 有 林 地 279.4 万 亩 ，
其 中 经 济 林 总 面 积 101.6 万 亩 ，
森 林 蓄 积 量 501 万 立 方 米 ，成
为华北地区最绿的县（市）份之
一 ，也 成 为 京 津 重 要 生 态 屏 障
区。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和燕山—太行山连片特殊困
难 地 区 扶 贫 县 ，平 泉 该 如 何 发
展？

平泉作为“中国山杏之乡”，
有优质山杏林 67 万亩，占森林资
源总量的近 1/4。但在过去许多
平泉人眼中，那些漫山遍野的山
杏，除了杏仁可以拿来食用外，基
本别无它用。如今，山杏变成了
平泉人的“招财树”，站在杏树下
用竿子敲打，捡到篮子里就能卖
钱。

平泉人喜欢山杏，首先是因
为它抗寒耐瘠，在别的树活不了
的地方它照样可以生根发芽。其
次，山杏根系发达具有良好的保
持水土、净化空气、固碳释氧等生
态功能。

“我们在水土流失较严重的
阳坡地段，营造 10 万亩山杏林，
每年可减少土壤流失 30 万吨，生
态效益显著。近几年特别是国家
启动治沙和退耕还林工程以来，
我们在浅山缓坡上新栽山杏 25.2
万 亩 ，占 退 耕 还 林 总 面 积 的

37%。”平泉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
说。

他说，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
“建设生态环 保 产 业 ，发 展 产 业
促生态”的理念，不断延长产业
链 条 ，初 步 形 成 了 以 杏 仁 加 工
和 杏 仁 饮 品 ，活 性 炭 加 工 等 为
主 的 产 业 链 条 。 同 时 ，将 山 杏
基 地 建 设 与 防 沙 治 沙 、退 耕 还
林 等 重 点 生 态 工 程 结 合 ，先 后
出 台《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快 林 业 发
展的意见》和《山杏产业发展规
划》等一系列详规，走出了一条

“ 既 要 生 态 效 益 、又 要 经 济 效
益”发展之路，优质山杏林基地
规模逐年扩大。

目前，平泉已建立起“山杏-
杏仁-杏仁露-杏仁粉-杏仁油”
和“ 杏 核 皮 -活 性 炭 -活 性 炭 工
艺 品（生 产 过 程 附 属 产 品）”两
大 循 环 经 济 链 条 ，并 建 起 国 内
最 大 的 杏 仁 集 散 地—— 北 五 十
家 子 交 易 市 场 ，全 市 发 展 活 性
炭 及 杏 仁 加 工 企 业 67 家 ，产 业
年产值达到 9.8 亿元，加工企业
直 接 带 动 贫 困 户 3275 户 脱 贫 ，
户 均 年 收 入 2.5 万 元 以 上 。 平
泉曾先后两次举办全国山杏现
场会，荣获“全国山杏产业示范
区 ”称 号 ，已 成 为 山 杏 产 业的领
跑者。

小小蘑菇毫不起眼，在平泉
却是撑起农民脱贫致富的“顶梁
柱”。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平
泉就利用境内农林牧“三废”物资
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食用菌产
业。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目前平
泉的食用菌产业已经形成科技研
发、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市场
物流、品牌打造等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

走进承德金稻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稻田公司）的
蘑菇种植园区，记者看到杏鲍菇
在菌棒上茂密地生长着。采摘工
人告诉记者，蘑菇的品种很多，原
料也有所区别，大致有木屑、玉米
芯、林果枝条等多种农副产品下
脚料，这些成为平泉最宝贵的潜
在原料。

人工栽培的蘑菇经过接种、

培养，在适宜的温度、湿度环境下
就可以生长，经过一个多月的生
长周期，就可以采摘了。

为了 更 好 地 发 展 食 用 菌 产
业 ，平 泉 每 年 都 要 出 台 政 策 进
行 扶 持 ，产 业 基 地 已 覆 盖 全 市
19 个 乡 镇 、150 个 行 政 村 ，食 用
菌 标 准 化 基 地 面 积 达 到 6 万
亩 ，10 亩 以 上 园 区 达 1500 多
个。

遍地开花的 产 业 基 地 和 众
多 的 工 厂 化 园 区 、加 工 流 通 企
业 等 ，为 广 大 农 民（贫 困 户）提
供 了 充 足 而 又 便 捷 的 就 业 机
会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实 现 就 业 。
目 前 ，全 市 食 用 菌 产 业 产 值 达
到 54 亿 元 ，从 业 人 数 12 万 人 ，
提供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达到
45%以 上 ，带 动 贫 困 户脱贫比重
达到 60%以上。

在河北省平泉市广袤的山
峦中，生长着67万亩山杏和种类
丰富的蘑菇。作为辽河发源地的
平泉，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58.3%，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
为京津挡风沙、保水源的“后花
园”，也是兼具经济效益的“招财

树”。生态好了，农民富了，平泉
走出了一条产业脱贫、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生态建设新路子。

近日，记者来到平泉采访，
探究这座城市发展生态循环农
业、带动脱贫攻坚的绿色发展
之路。

■遍野山杏成为“招财树”

■小蘑菇带来大效益

图为村民在蘑菇种植棚里采摘蘑菇。 马志强摄

■尾矿砂变身新建材

◆周兆木 蒋立

绿色发展已成为诸多富阳创
业者的共识。近日，记者与杭州
市富阳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前往永
昌、渌渚两地，寻找到两位绿色创
业者。一位是由造纸企业主转型
成为生态农庄庄主、准备坚守青
山 30 年的俞文雅，一位是借助高
校力量推动废矿坑的再度利用、
带动村民发展美丽经济的邵全
民。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绿色创业
故事。

昔日造纸企业老板
今朝精品农庄庄主

这几年，富阳永昌庄园的名
气逐渐大了起来。这个几乎不打
广告的农庄，靠着来来往往的客
人口口相传，成了富阳小有名气
的休闲农庄。

永昌庄园 的 几 位 投 资 者 原
本 都 是 春 江 一 家 造 纸 厂 的 老
板 ，2010 年 造 纸 产 业 第 五 轮 整
治 提 升 时 ，企 业 关 停 。“ 是 个 年
产 2 万 吨 白 板 纸 的 厂 ，关 停 之

后我们就去宁波了。”永昌庄园
负 责 人 之 一 的 俞 文 雅 说 ，2014
年 她 们 又 回 到 富 阳 ，开 始 寻 找
新的创业机会。

“当时听说永昌有座山要拍
卖，就赶过来看看，觉得环境挺不
错。”俞文雅说，当时大家的想法
挺简单，就是打算再做点事情。
抱定了要做精品农业的念头，俞
文雅成功中标，签下了 30 年的山
林承包合同。

面 对 荒 草 丛 生 的 原 生 态 山
林，俞文雅和伙伴们开山修路，栽
树种花，修屋辟塘……3 年多的
时间换来了不少成果。永昌庄园
的有机桃林进入产果丰收期，自
孵自养的高山土鸡一次次赢得食
客的称赞，养生休闲项目让越来
越多的外地客人慕名而来，田间
的劳动体验活动逐渐带动亲子消
费……

“这些年陆续投入了近两千
万 元 ，比 办 造 纸 厂 的 时 候 累 多
了。”俞文雅说，高端精品农业的
目标很确定，永昌庄园一直在摸
索中前进。今年 3 月，永昌庄园

的“竹乡美食节”吸引了一大批游
客。拥有近 700 亩桃花林的永昌
庄园成为永昌镇最美的景点之
一，仅 3 月 26 日一天就接待游客
近 3 万人。“当时庄园里的空地上
都摆上了桌子，到处都是人，热闹
极了。”俞文雅说，这几年庄园的
发展状况趋好，节假日里游客越
来越多。

“我们所有的蔬菜、大米、土
鸡、水果都是请人种的，都是绿色
有机食品。”俞文雅说，永昌庄园
还带动了当地就业，目前庄园里
有工人 40 多人，都是附近村里的
村民，干农活的男性村民年龄在
64~72 岁之间，餐饮住宿服务员
以四五十岁的妇女为主。“收入还
不错。”64 岁的王玉水是长盘村
村民，他对永昌庄园的这份工作
挺满足，因为每月为他带来了数
千元的收入。

“干农业是个长期的项目，只
能好好干下去。”俞文雅说，朋友
们都羡慕她在青山绿水的环境里
工作。“就冲着这个环境，我觉得
肯定是有前景的。”沉下心来发展

精品农业，让永昌庄园获得了不
少荣誉。如今摆在俞文雅面前的
最大课题，是如何在未来的 20 多
年里，把拥有的这片绿色资源转
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绿色生产力。
俞文雅正在谋划更大的发展蓝
图，让梦想变为现实。

生态农业让废弃矿坑焕发新生命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青山
绿水之间的阆坞村，曾有过一段
矿石开采的历史，也在青山之中
留下了上百亩的伤疤。但是近几
年，阆坞村党委书记邵全民动起
了废弃矿坑的脑筋，种植白芨、铁
皮石斛等经济药材让 60 多亩废
弃矿坑焕发了新生命。

“这是浙大农科院教授周建
华给我们的启发。”原来，邵全民
于 2010 年开始从事铁皮石斛种
植，当时的基地设在山上。2011
年，裸露的废矿如何处置成为阆
坞村村支两委的心头事，于是就
提出了平整废矿，尝试生态农业
开发的想法。

在邵全民的支持下，村民承
包了 20 多亩废矿土地，搭建了大
棚，运来了设备，引来了山泉水灌
溉，启动铁皮石斛规模化种植。
记者看到，废弃矿坑中大棚整齐
罗列，尚未开发的 20 多亩矿坑也
种上了玉米等作物。眼前的景
象，实在让人难以和山石裸露、灰
尘满天的矿坑联系起来。

笔者看到，阆坞村汪家自然
村洪家岭的一个废弃矿坑，已经
被整整齐齐的大棚占据了。走进
大棚一看，里面种植的白芨绿意
盎然。“4 年投入 10 万多元成本，
盈利可以达到近 30 万元，比一般
的农作物利润空间大很多。”邵全
民说，种植白芨也是周建华教授
给的建议，现在承包种植白芨的
就是曾经的矿山负责人。“以前他
们挖山采矿赚钱，现在我们要恢
复生态，发展“美丽经济”，他们必
须做点贡献。”邵全民介绍，村里
另一个 36 亩废矿也已完成招投
标，同样要做生态农业。

“把废弃矿坑的大块土地利
用起来，既能让老百姓赚到钱，又
能让环境好起来。”废弃矿坑土地
平整流转不仅为阆 坞 村 带 来 一
定 的 经 济 收 入 ，更 是 村 里 探 索
中草药种植的试验田。“现在很
多 村 民 都 在 观 望 ，如 果 这 条 路
走 得 通 ，我 们 将 带 动 更 多 的 人
参 与 进 来 。”邵 全 民 说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哪 怕 是 遭 受
了 破 坏 的废弃矿坑，只要找准方
向，加以利用，依旧能够承载起

“美丽乡村”的致富梦。

造纸企业老板进山当起“庄主” 废弃矿坑成为草药种植基地

富阳两位创业者的绿色实践

本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
湖北省监利县认真落实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以
及省、市关于突出环境问题整
改的意见，以全面关停畜禽禁
养区规模养殖场为抓手，着力
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行动。

据了解，监利县畜禽禁养
区共有养殖场 59 个，其中规模
养殖场 25 个，规模以下专业养
殖户 34 个，涉及 10 个乡镇（管
理区），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及
沿四湖总干渠周边乡镇。

监利高度重视禁养区畜禽
规模养殖场关停工作，成立了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多次深入养殖场及龙头企
业，实地走访调研督办，并召开
两次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

畜禽粪污治理工作。
对辖区内畜禽养殖场全面

调查摸底，按“一场一册”要求
建立信息档案，下达禁养区养
殖场关停任务清单，与 23 个乡
镇（管理区）政府签订了责任
书，实行包片负责、包保到人，
全面加强养殖环境治理技术指
导和监督。树立禁养区宣传标
志牌 30 个，积极宣传禁养区畜
禽养殖场关停工作。同时开展
禁养区养殖场复核复查，下达
禁养通知书，锁定关停对象；制
订退养关停方案，落实补偿资
金 1900 多万元。

目前，监利县畜禽禁养区
25 个规模养殖场已全部关停，
34 个规模以下专业养殖户正
按计划实施关停。 孙瑾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盐城
报道 江苏省盐城市通榆河一
级水源保护区内，39 家规模畜
禽养殖场日前已全部关闭搬迁
到位。同时，盐城还关闭了禁
养区内 279家畜禽养殖场。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
镇，是一个传统畜禽养殖大镇，
全镇家禽存栏量高峰期超 320
万羽，生猪近 2.5 万头。由于养
殖方式粗放、养殖户布局不合
理、治理设施跟不上，一直对农
业生态环境影响较大。步凤镇
近期对养殖户进行全面整治,
把原先设定的通榆河两侧 400
米禁养区扩大到 1000 米范围，
友谊村则整村被划为畜禽养殖
禁养区，全镇生态环境得到了
较大改善。

滨海县农委副主任薛德华
说，养猪场管理员于广途将生
猪迁移到临时安置点后，镇里
立即拆除了养殖场设备，清理
了圩河沟系、场内粪污，恢复了
土地原貌。“这里以后不养猪
了，圈舍将用 于 园 艺 设 施 ，发
展高效设施农业项目。”因为
踩 上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地 红
线 ，离 通 榆 河 200 米 的滨海县
通榆镇三元村炎灿生态养猪场
已依法关停。

截至目前，盐城市完成了
禁养区内 279 个畜禽养殖场的
关闭工作，223 家不合格生猪
屠宰企业全部关闭，建成 6 家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有
效维护了通榆河饮用水水源地
生态环境安全。

盐城关闭禁养区279家畜禽养殖场
建成 6家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

湖北监利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关闭 25个畜禽禁养区规模养殖场

近日，新 疆 博 乐 市 精 河 县 枸 杞 进 入 采 摘 季 ，在 托 里 镇
枸杞种植地区，采摘大军正全力投入到采摘、晾晒工作当
中。近年来，精河县走生态环保发展之路，大力鼓励农民
发 展 枸 杞 种 植 产 业 。 今 年 ，全 县 枸 杞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17 万
亩，成为拉动当地农牧业增长的主导产业。

库尔班江·马木提摄

平泉通过鼓励引导
主产区建立产业发展协
会及专业合作社，建立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 +农 户 ”的 生 产 经 营
体系，将小生产与大市
场紧密连接，加快生态
农业规模化、产业化、链
条化发展，不仅有效增
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对
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起
到了较大的拉动作用。
图为村民在林间劳作。

马志强摄

华夏绿讯
HUAXIALVXUN

本报讯 福建省南平浦城
县 位 于 闽 北 山 区 ，地 处 闽 江

（福建）、赣江（江西）、瓯江（浙
江）三江水系源头。近年来，浦
城县提出，构建“山青水秀的宜
居福地”，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盯
紧生态保护红线，做好“加减法”，
突出绿色发展，卡住污染源头，
通过“一加一减”实现生态建设
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浦城县林业部门与生态公
益林分布的 225 个村签订了经
济责任书和管护合同，并选聘
护林员，统一制作生态公益林
碑，标明其区位、面积以及监管
单位。全县有 103 万亩生态公
益林，3.8 万亩森林公园面积，
将管护责任全部落实到户、联
户或专业经济合作实体，保障
了生态公益林的多功能效益。

同时，持续投入资金消灭
荒山、植树造林，鼓励农民自觉
投资投劳大造林木，重点抓好
乡土珍贵树种、工业原料林、大
径材、毛竹丰产林等基地建设，
发挥民营林场、造林大户及龙
头企业的联营作用，采取“以奖
代补”的措施，鼓励引进、推广
新种苗，科学指导造林。目前，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5.04%，蓄
积量达 1458 万立方米，湿地保

有量为 4459.22公顷。
近两年，浦城县充分利用

中央转移支付政策，加大生态
保护资金投入力度，累计投入
资金 4.71 亿元，用于城区生活
垃圾、生活污水处理，林业产业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美丽
乡村建设、水库环境保护与管理
等项工作。建成日处理1.5万吨
的县生活污水处理厂，配套铺设
污水管网30余公里、雨污分流改
造管网 14 公里，污水处理厂二
期扩建工程正在抓紧施工。

围绕“水清、气净、土洁”整
治目标，浦城县开展了“整治违
法 排 污 企 业 保 障 群 众 健 康 环
保”、“查处危险废物污染行为
保障清水蓝天”等一系列专项
行动。同时，对粗加工、低水平
的加工企业予以限、转、关，禁
止新上木材粗加工项目，严厉
打击乱砍滥伐林木、乱捕乱猎
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

通过结构减排、工程减排、
管理减排等措施，完成减排项
目 14 项 。 目 前 ，浦 城 县 域 省
控监测断面水域功能达标率保
持在 100%，省控建 6 交界断面
水域功能达标率保持在 100%，
饮 用 水 源 水 质 达 标 率 为
100%。 陈伟 王树瑜

突出绿色发展 卡住污染源头

浦城促进生态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