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美丽中国】
星期三
2020.05.20

■责编: 肖琪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mlzg_zghjb@sina.com

05-08版
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万余亩荒山摇身一变成“植物王国”

“荒山野岭改造成生态植物园，变化实在太大了。”一
走进秦巴生态植物园大门口，前来参观的周女士便赞不
绝口。

如今，秦巴生态植物园依山就势，分片区种植梅花
100 亩 8000 余 株 ，高 山 杜 鹃 80 余 亩 ，种 植 玉 兰 与 樱 花
3000 余株，另有楠树、朴树、水柞、红枫等树木 200 余亩。
花草树木遍布整座山头，早已不见从前荒山野岭的景
象。这一转变的契机源于十堰市茅箭区马家河村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

2016 年，马家河开启美丽乡村建设招商活动。十堰
红叶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叶园林”）在这个时
期加入进来，通过村企合作，当地很快便开始建设秦巴生
态植物园。据了解，红叶园林累计流转全村 1 万多亩土

（林）地，累计移栽千年紫薇、金丝楠木、金弹子、古香樟等
珍稀植物 20余种，共计 2000 余株。

除了种植珍稀植物，秦巴生态植物园还打造叠石清
泉、紫藤画廊、吟梅长廊等人造景观，这里变成了集植物

博览、科普教育、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生态旅游观光园。每
到节假日，便吸引附近居民前来，也经常有老师带着学生
们来此参观学习。

“这是我们打造的盆景园，种植着 100 多棵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金弹子。”站在秦巴生态植物园至高点，十
堰红叶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张豪奎指着道路两边一个
个小景点如数家珍。

在七彩梯田中间，一个用大小石头砌成的“石步溪”
格外引人注目。“这块原来是一个冲沟，一下大暴雨，雨水
便顺沟而下，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张豪奎说，通过用石头
垒成“石步溪”，再用石磨铺成石磨路，现在就算大暴雨来
临，也没有再发生水土流失的情况，更是有效防止了洪涝
灾害的发生。

村民住上小洋房，家门口就能就业

秦巴生态植物园的建设，还改变了当地村民的生活
方式。家住十堰市茅箭区秦巴生态集中安置小区的裴修
兵，一边在生态植物园内修剪花卉，一边喜滋滋地告诉记
者，“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现在全部住进了花园式洋房。”

记者了解到，秦巴生态植物园的所在地，过去分散居
住着 60 多户村民，村庄水、电、路不通畅，村民生活极为
不便。很多村民环保意识差，垃圾出门就倒，污水见地就
泼，导致环境“脏、乱、差”。由于辖区内分布的马家河水
库为二级水源区，当地环保要求十分严格，村庄的经济发
展一直有待突破。

改善人居环境是马家河村人期盼已久的。村里开始
建设生态植物园后，在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努力下，经由红
叶园林投资建设的花园式洋房拔地而起，64 户村民被集
中“上楼”安置，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我们在安置小区建设了日处理能力分别为 50 吨和
20 吨的两座污水处理站。”十堰市生态环境局茅箭分局
副局长唐政说，“通过 A/O+人工湿地等处理工艺，两座
污水处理站的出水水质均可达地表一级 A 标准。”

在此基础上，小区还配置了垃圾转运车、垃圾中转
箱、垃圾桶等垃圾收运设施，聘请了专业保洁员，村庄的
面貌焕然一新，过去“脏、乱、差”现象一去不复返。

马家河村人终于梦想成真了。漂亮的新房子，干净
的新村庄。“过上了跟城里人一样的日子。”裴修兵高兴
地告诉记者，“现在我在家门口上班，顾家挣钱两不误，日
子过得很舒坦。”秦巴生态植物园开建后，他被招进公
司，主要负责带班与园区绿化修剪工作，每年收入 4 万多
元。越来越多人在家门口就业，村民不仅住得美，大家的
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记 者 了 解 到 ，红 叶 园 林 采 取“ 基 地 +旅 游 +农 户 ”
模 式 ，每 年 向 马 家 河 村 支 付 流 转 费 100 多 万 元 ，真 正
让 荒 山 废 地 获 生 态 红 利 。 现 在 ，安 置 小 区 内 有 60 多
人 常 年 在 园 区上班，平均每户一人，年人均收入 3 万多
元。秦巴生态植物园还带动马家河农家乐、农特产品店
的 发 展 ，乡 村
内生动力正不
断增强。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成效显著。在产
业转型、乡村振兴、生态修复等领域落地
一揽子计划，取得一系列进步。如今，富
阳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工作
正式进入跑道冲刺。

产业转型升级走绿色发展之路

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
造纸业曾是富阳人的骄傲，鼎盛时期，富阳
有近 500 家造纸企业，工业产业占富阳工
业经济总量的近 1/4。然而，造纸业带来
了财富，也给水环境带来了污染。

为了让富春江两岸的生态环境早日恢
复如初，富阳区投入 300 亿元开展整治，关
停腾退造纸企业 103 家，削减产能 650 万
吨。

一项项举措相继落地。在铜冶炼行
业，富阳关停 4 家铜阳极炉和 2 家电解铜及
相关企业 85 家。曾经的造纸、铜冶炼两大
传统支柱产业以及矿山、水泥、球拍等传统
产业经过了高标准转型，全区产业空间格
局持续优化。

湖源溪常安段是锌化工集中地区，因
为溪水重金属超标，鱼虾几乎绝迹。锌化
工行业集中整治转型迫在眉睫。最终，全
区 46 家锌化工企业淘汰关停 42 家，整治转
型带来了水质的明显改善，现在水质达到
Ⅲ类，湖源溪里消失多年的石斑鱼又回来
了。

富阳在推进产业转型的同时，还高标
准推进环境生态转型。如全部回收已出让
的排污权，并给予相应的补偿。高质量做
好企业关停腾退过程中的环境安全保障工

作，安全处置危化品、放射源、工业垃圾等，
督促企业履行最后一公里主体责任。“在转
型期间未发生一起环境安全事故。”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通过传统产业高质量
转型共腾退出产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 1
万余亩，为高标准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
区打下坚实基础。”

据统计，近年来富阳先后淘汰关停造
纸、印染、电镀、化工等企业 1000 余家，高
质量转型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基
础，使行业走上绿色发展道路，助推全区生
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

如今的富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凸显，生态文明思想
落地生根。

全域景区化建设提升乡村颜值

“农村变成一道美丽风景线，美丽乡村
名不虚传。”富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在
富阳，共有 23 个乡镇获得省美丽乡村示范
区、杭州市小城镇整治优秀区荣誉。新登、
洞桥、湖源等 11 个小城镇综合整治还荣获
省级样板荣誉。

富阳统筹推进美丽乡村，美丽城镇，美
丽经济建设，以全域景区化标准推进乡村
生态环境提升。3 年来，全区建成“春江花
月”“烟雨桐洲”等 10 条精品线路，总长 330

公里，建成精品村 40 个，风情小镇 6 个，3A
景区村庄 14个。

将“颜值”与产值并举是富阳发展美丽
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的核心任
务。2019 年富阳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5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57亿元。

富阳最南端的湖源乡窈口村，山青水
秀、谷幽湖阔。村里建设 30 多家民宿，在
湖源溪开发漂流项目，吸引了杭州、上海等
地游客前来避暑度假。如今窈口村及周边
村庄年接待游客超过 8万人次。

洞桥镇是富阳的西部山区，过去村民
生活靠卖石头和山上的柴火。如今，村民
在山沟沟里办起了杭州（国际）青少年洞桥
营地，其中“营地+农事体验项目”，让当地
80 多位农民变身“教官”，每接待一个孩
子，村民可获得 40 元补助。营地让查口村
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一年累计接待农
事体验学生 8000 余人次，为农户创收 30 余
万元。

2019 年 ，富 阳 区 实 现 乡 村 旅 游 收 入
8.57 亿元。美丽乡村，不仅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更是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生态文明结出丰硕之果

“富春江变得越来越美，也和我们越来
越近。”陆其发曾经是富春江东门渡的一名

老水手，如今富春江两岸的变化让他由衷
感到欣喜。

近年来，富阳深入推进富春江岸线生
态修复治理，累计投入 14.93 亿元，完成对
富春江两岸 35 公里的生态修复工作。富
阳城北的阳陂湖则成为富阳山水林田湖
草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试 点 项 目 。 一 个 集 生
态、文 化、休 闲、产 业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田 园
综 合 体 逐 渐 成 型 ，富 阳 将 重 现 千年古湿
地的美景。

一年多来，富阳坚持统筹考虑自然生
态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流域上下
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深入实施生态修复治理，水生态环境质量
提升、矿山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九
大类工程十五个项目，努力打造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的“杭州样板”。

“生态环境改善的共建共享，使人民群
众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参与环保的意识不
断增强，生态文明观不断树立。”富阳区生
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在城
市乱摘花草，乱踩草地的现象少了，在农村
乱倒垃圾，乱搭乱建的情况少了，生态文明
的风气正随着美丽乡村建设而形成。”

接下来，富阳将深入推进创建工作，细
化创建指标，普及生态文明知识，进一步提
高民众自觉意识，使生态文明走进城镇、乡
村和每一个人心中。

富阳全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富阳全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共建共享展现富春山居新画卷共建共享展现富春山居新画卷

江苏省大丰麋
鹿保护区内近日发
现数只国家 II 级重
点保护鸟类彩鹮。
据悉，彩鹮在中国
的分布范围十分狭
窄、零散且数量稀
少。我国境内已连
续多年未观测到其
踪迹，《中国濒危动
物 红 皮 书 - 鸟 类》
一度宣布彩鹮在我
国绝迹。随着当地
生 态 环 境 不 断 改
善，珍稀鸟类陆续
回归。

戚晓云摄

本报见习记者夏连琪西宁报
道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向
壳牌能源（中国）有限公司交付了
第一笔基于碳核证标准的林业碳
汇。这是青海省规模最大的林业
碳汇项目。

该笔林业碳汇量是由双方共
同协作，在青海省东部河湟地区
实施的林业碳汇项目，核证减排
量共计 25.46万吨。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王恩光说：“该项目旨在通过在荒
废或退化土地上进行植树造林增
加碳汇吸收，其顺利实施对确立
高海拔地区碳汇造林标准和示
范，推进生态保护建设和可持续
投资具有重大意义。”

据了解，在已经完成碳汇量
交易的造林同类项目中，青海项
目植树造林规模最大，3 个项目
总面积近 60 万亩。3 个项目在核
证碳标准允许的最长 100 年期限
内，可以达到项目周期年平均吸
收量 190万吨。

青 海 省 自 2008 年 起 探 索 林
业碳汇基础性研究工作以来，与
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前期研究。

“ 未 来 ，我 们 将 按 照 政 府 扶
持、市场运作、金融支持、多方参
与的原则，继续探索有高原特色
的碳汇发展方式，提升项目设计
水平，增强项目国际竞争力，探索
具有青海特色的林业碳汇发展新
路径。”王恩光说。

美丽共建

青海首笔林业碳汇交易实施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今年持续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力度，不断健全完善收运处置体
系，改善农村环境。

走进阿瓦提县乌鲁却勒镇库
木日克村，一栋栋红瓦黄墙的美
丽庭院整齐坐落在道路两旁，每
家门口都放置了一红一蓝两个垃
圾箱，用来收集村民的生活垃圾
和其他可回收垃圾。

“以前我们村里垃圾乱扔，院
里生活居住区和养殖区也没有分
开，现在大家提高环境意识，把院
子收拾得干净整洁，垃圾都集中处
理，这才像新农村的样子。”库木日
克村村民买买提·卡斯木说。

库木日克村的变化是自治区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一个缩
影。截至目前，自治区已有 7604

个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
理 ，占 自 治 区 行 政 村 总 数 的
82.83%；全区共排查农村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 145 处，完成整治销号
139处，整治率达 95.86%。各地共
申报 2020年农村垃圾治理续建项
目6个，总投资达1.56亿元；新开工
项目 75个，总投资达 16.36亿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处长张少艾
说，下一步，自治区将针对短板弱
项，积极申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项目，加快设施建设。对照工作
台账，加大对农村非正规垃圾堆
放点排查整治力度，确保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规范有序。总结推广
一批示范乡镇和示范村的典型经
验，指导全区做好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工作。 杨涛利王玉召

完善收运体系加快设施建设

新疆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整治

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组织的
对秦岭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
护成效评估结果近日出炉，陕西
省境内有 6 个自然保护区被评估
为“优”。

此次保护成效评估是在以往
管理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
对生态系统完整性、主要保护对
象动态变化、生态系统服务以及
主要威胁因素等方面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秦岭区域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保护成效总体良好。陕西
省境内的周至、太白山、长青、牛
背梁、佛坪、平河梁等 6 个保护区

为“优”。
通 过 中 央 生 态 环 保 督 察 、

“绿盾”专项行动等，保护区内违
法违规开发活动等威胁因素得
到基本遏制，生态系统和重要物
种 栖 息 地 保 持 稳 定 ，野 生 大 熊
猫、朱鹮等主要保护对象得到较
好保护，种群数量持续增加，生
态系统服务持续增强，群众生态
保护意识显著提高。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自然保护
地保护成效评估制度，加强自然保
护地生态环境监管，推动自然保护
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何伟

栖息地保持稳定生态服务功能增强

陕西6个自然保护区评为“优”

图为村民新居小洋房。

我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小
村庄，那里一年四季的景象我
已记不太清，唯有那条穿村而
过的河常常出现在梦中。

在 记 忆 中 ，河 塘 清 澈 见
底，村民口渴时，往往以手为
瓢，舀起一汪清水，“咕嘟、咕
嘟”灌进喉咙，河水的清冽，瞬
间瓦解了人们干渴的焦灼。

绵延的河塘有许多埠口，
长方形的水泥板浇筑而成，半
隐 半 现 地 、恰 似 漂 浮 在 水 面
上，被浸入水的一端，是螺蛳
集聚的天地。水泥板旁堆砌
了很多石块，石缝间钻着许多
水草，偶有河虾出没。

我喜欢清晨河水的味道，
尤其是夏日。每当舅舅到河
塘担水时，我总会拽着一个淘
米篮，跟在后边，为的是抓些
螺蛳回去吃。踩上水泥石板，
弯腰、蹲下，手伸到石板下方，
五 指 用 力 一 扣 ，大 把 青 壳 螺
蛳，便落入了手掌，不一会儿
功夫，便能装满篮筐。

清澈的河水把河虾也养
得极肥美，来不及等下锅，直
接 剥 了 虾 壳 塞 嘴 里 ，鲜 美 无
比。

河面上停靠着些小木船，
是村民用来捕鱼的工具。清
晨，村民站在木船上，把渔网
往天空一抛，收回来时，就有
了活蹦乱跳的鱼。当河塘埠
口开始热闹时，就是村妇开始
到埠口淘米、洗菜的时候了，
夜里，大家聚集在这里乘凉。
村里人的一天都离不开这河
塘。

河塘伴随了我的成长，后
来，为着求学的缘故，我离开
了村子。偶尔回村，我发现家
家户户都安装了从山里水库
引下来的自来水。当时就纳

闷，村里有那么一条干净的河
塘，为何不从河塘引水？细问
之下才知道，村里发展了喷水
织机，由于污水管网的跑冒滴
漏，污染了河塘。河水不仅不
再清澈见底，还散发出浓烈的
臭味，鱼虾死的死，逃的逃，水
草也早已消失殆尽。

河塘一天天地荒芜，我的
内心有种说不出的失落。经
常会梦到那一汪让人误入藕
花深处，却能惊起一滩鸥鹭的
河水。工作之后，我几乎没有
时间回故乡去看那条拥抱着
村子的河塘，但故乡始终让我
魂牵梦绕。

听 舅 舅 说 ，因 为 河 水 污
染，他们尝到了破坏环境的苦
头。为了响应“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村子
开始尝试转型。喷水织机日
夜“哐当、哐当”的声响消失
了，土地流转后，村民们走上
了规模种植的路子。没了污
染源，经过治理，河塘一天天
清澈，恢复了往日生机，村民
又陆续走上了埠口。

如今的我，离故乡越来越
远，很难再饮故乡水，但故乡
那条蜿蜒、清澈的河塘却深深
镌刻在我的心上。我想即便

“洛阳亲友”再相问，我依然会
答：“一片冰心”在河塘！

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故乡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的河
◆范香美

虽然天空下着微微细雨，但在湖北
省十堰市茅箭区秦巴生态植物园内，仍
有不少游客游兴不减，冒雨前来游玩。
由于秦巴生态植物园推出免费参观的惠
民政策，这个“植物王国”连日来游客是
络绎不绝。

十堰茅箭区马家河村企合作十堰茅箭区马家河村企合作，，让荒山废地获生态红利让荒山废地获生态红利

荒山变植物园荒山变植物园，，日子更舒坦日子更舒坦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本报通讯员叶相成周开智周开智 於少武於少武

决战决胜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周兆木 通讯员徐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