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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安吉县—

休闲旅游生态“生金”

8月上旬，天气炎热，浙江省安吉县
灵峰街道横山坞村的“小瘾·半日村”民
宿村落中也一片“火热”，开门营业的 10
余家民宿家家爆满。

民宿主人陈谷正为游客进行茶艺
表演。他说：“因为山清水秀的生态环
境和不断入驻的旅游项目，这里一年四
季游客不断，民宿越开越多，每家每年
的营业收入均破百万。”

生态优美、村庄整洁、村富民强，是
如今浙北地区“明星村”横山坞村的标
签。可在上世纪 90年代，横山坞村还是
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笔者在村里偶遇正在打门球的老
书记郑云法。这位年近 80岁的老书记
虽已退休，可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仍不免
感慨：“我上任的时候，村集体欠款 80万
元，压力很大。”当年，全村除了有 1200
亩耕地种植农作物外，还有 3700亩山林
闲置着。郑云法带着全村村民将荒山
种满黄花梨树，精心培植，终于“种”出
第一桶金。

2008年，安吉县城西开发区拓展至
横山坞村附近。村“两委”决定将部分
闲置土地资源加以整合，把过去传统的
家庭小作坊整合成家庭手工业集聚区，
建起 2万多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他们
还引进 2家外地竹凉席、转椅等企业入
驻横山坞村，租金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60
万元。

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村里的家
庭手工业火了，环境污染问题也随之而
来。村“两委”意识到，必须要保护好这
一方山水。“2008年，安吉县开始建设美
丽乡村，我们村第一个报名。”郑云法
说，留住好环境才能引来好项目。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来栖。2010年
初，一家杭资企业负责人董荣珍来到横
山坞村。这里较好的地理位置、优越的
生态环境和善良淳朴的民风给她留下
深刻印象，她决定在该村投资发展休闲
观光旅游业。
“我们的入驻和横山坞村的发展是

相辅相成的。”董荣珍说，景区建设如火
如荼，村里为配合发展，景区外的配套
基础设施也依次开工，吸引越来越多的
项目纷至沓来。

艺术馆为村庄增添艺术气息，文人
墨客不断；目莲坞自然村因生态宜居受
到外界关注，引进工商资本，将农房区
改建为民宿集聚区，促进消费；主打亲
子活动的旅游项目“圈粉”无数，逐渐成
为当地旅游的拳头产品……近年来，横
山坞村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共引入 9个生
态旅游项目，村集体经济从负债 80万元
到如今收入 509万元。

如今，村内占地 20 亩的艺术营地
正在紧张施工。村党总支书记蔡明福

正在工地上与项目方对接建筑的相关
事宜。他说，在进一步美化村庄的同
时，横山坞村将面向长三角广阔市场，
打造艺术文旅村，让绿水青山焕发更多
生机。

（俞 莹）

内蒙古杭锦旗——

“绿色银行”存满幸福

8 月，驱车行驶在内蒙古杭锦旗库
布其沙漠中的穿沙公路上，公路一侧
用绿植打造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10 个大字格外醒目。同行的牧民
阿拉腾巴格那说：“蓝天白云绿草，成
群的牛羊满山跑，这才是我们期盼的
幸福生活！”

今年 36岁的阿拉腾巴格那，家住库
布其沙漠南端的草原上。上世纪 90年
代，过度放牧导致这里生态环境恶化，
加之库布其沙漠持续南侵，草原变为风
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在黄沙和饥饿的
双重压力下，阿拉腾巴格那从小便随着
父母开始漫长而艰苦的迁徙。

1994 年，杭锦旗人武部 22 名官兵
挺进库布其沙漠，顶烈日、抗风沙、斗酷
暑，通过“撵沙腾地”“容器植树”“穿靴
戴帽”等 20多种种树、护树、治沙方法，
在“死亡之海”建起“万亩林”生态基地。
“‘万亩林’建成后，我们就看到了

希望。一家人搬回来定居后，在人武部
的帮助下开始改良草场。”阿拉腾巴格
那指着远方介绍道。占地 2000余亩的
草场上，种植着沙柳、杨柴、柠条、甘草
等固沙植物，远远望去一片绿。

天蓝、水丰、草盛，这对牧民来说
是最厚实的家业。阿拉腾巴格那在自
家草场上放养着 500多只羊，每年可出
栏 200 余只，收益达 20 余万元。一家
人盖起砖瓦房，开上小汽车，日子越过
越美。

在草原，一块茂盛的草场就是一家
绿色的“银行”，今年 65岁的达楞太家也
有一片不小的“绿色银行”。
“以前生活很苦，就想多养几只羊

挣钱。可是羊养得越多，越挣不到钱。”
达楞太家有 2400多亩草场。曾经，他们
也像其他牧民一样，想靠扩大养殖数量
增加收入。但是，过度放牧造成草场退
化，羊群没有了食物只能跟人一起挨
饿，无一例外地陷入“越养越穷、越穷越
养”的怪圈。
“这么大一片草场，竟然养活不了

多少羊。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说起以前，达楞太十分感慨。

人武部在征得达楞太的同意后，将
他家的 2400余亩草场纳入生态治理范
围，种上了沙柳、杨柴、柠条等植物。经
过几年绿化，人武部将牧场交还给达楞
太，并教会他划区轮牧、定期休牧的方
法。现在，达楞太把牧场分成 3块，一块
放牧、一块打草、一块休牧，每年轮换。

牛羊养殖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了。
“这 20多年里，我们在‘万亩林’周

边治理了 10万多亩沙化土地，治理一片
交还一片，群众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
25年一直扎根沙海，参与治沙绿化的杭
锦旗人武部职工高立军说，“生活的改
变让这里的牧民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保
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夕阳西下，高耸齐整的林木在延绵
起伏的沙丘上蜿蜒，油绿扁长的树叶迎
风哗哗作响。一群蓑羽鹤突然从绿树
丛中腾空而起，飞向远方。牧民手持牧
鞭，驱赶着牛羊向家中走去，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画面令人陶醉。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建荣 通讯

员 贾铁彬）

广西南宁市——

绿了荒山，鼓了腰包

立秋时节，一场新雨过后，广西南
宁市邕宁区新江镇新乐村那贡坡漫山
遍野的吴茱萸更显碧绿苍翠，一簇簇茶
绿色的果实结得饱满丰盈，像极了村民
们欢愉的心情。

山下扶贫车间里，村民黄玉春早早
开始一天的劳作。这座建在家门口的

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标准化食用菌生产
基地，主打的系列有机食用菌在市场上
颇为畅销。

那贡坡是典型的移民村。1996年，
大化县大石山区的 125户移民搬迁到这
里。尽管比原来条件好了不少，但那贡
坡林木覆盖率低，地表水缺乏，处处可
见裸露的黄土。

2014年，邕宁区人武部帮扶那贡坡
后，把生态建设和脱贫攻坚紧密结合，
走出一条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
山”的生态扶贫路子，实现“绿色”与“富
民”双赢。

2014年，在邕宁区人武部牵线协调
下，中药材吴茱萸生态种植项目落户那
贡坡。接着，村里成立了吴茱萸合作
社。合作社挂牌那天，区人武部组织民
兵帮助村民平整荒山、开挖沟渠、培种
育苗，将致富的种子播撒到周边 300多
亩的荒地上。2015年，3万多株吴茱萸
扮绿了曾经贫瘠的那贡坡，空气中弥漫
着清新的药草香。

合作社负责人介绍，由于采用特种
复合肥等减肥增效新技术发展生态种
植，合作社收购的吴茱萸药用价值更
高、市场前景更好。这两年，合作社每
年都拿出近 200万元收益给社员分红，
产量最高的种植大户韦光先收入超过 7
万元。

尝到甜头的合作社社员带动更多
贫困村民加入种植队伍。慢慢地，入

社社员发展到 100多户，实现当地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覆盖，吴茱萸种植面积
超过 3000 亩。举目望去，那贡坡昔日
的荒山变青山，也为移民们送来“金山
银山”。

随后，那贡坡还建起食用菌专业合
作社，利用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发展食
用菌种植、深加工产业。

吴茱萸产业蓬勃发展，食用菌产业
如日方升，让新乐村更加坚定绿色发展
理念，走生态文明发展路子。新江镇镇
长潘春兰颇为自豪：“通过充分挖掘生
态资源优势，那贡坡的移民全部住进
‘小洋楼’。建档立卡的 27户 99名贫困
人口全部实现高质量脱贫。”

生态扶贫，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
品质的改善，更是人居理念的提升。
区人武部先后投入 30多万元改善村容
村貌，帮助村里修订《村规民约》，构建
生态美好生活。走进那贡坡，村屯整
洁明亮，村舍错落有致，房前溪流环
绕，屋后果树成荫，让人仿佛置身世外
桃源。

生态扶贫管长远。据介绍，下一
步，那贡坡将重点探索生态旅游资源开
发与脱贫攻坚相结合的“生态+旅游+
扶贫”模式，让乡村的“颜值”越来越高、
生态宜居的“气质”越来越美，让移民户
实实在在享受到青山碧水、蓝天白云带
来的生态红利。

（曹学兵 本报记者 陈典宏）

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底色
—各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成果扫描

生态兴则文明兴。
今年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15周年。从数据显示，
2016年至今，我国累计防沙治沙 880万公顷，
完成“十三五”规划治理任务的 88%。以“两

山”理念为指导，我国各地深入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观念深入人心。

在河北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涵养水源、净
化水质，创造巨大的生态经济生产总值；在长
江沿岸，无数渔民由打鱼人变护渔员，用实际

行动守护“母亲河”；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市民
自觉开展垃圾分类，让垃圾变废为宝……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中国蓝图正逐步
绘就。

—编 者

近年来，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推进以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旅游农业为核心的乡村建设，经

济持续高效发展，201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6695元。图为8月8日，一幅“牡丹亭”稻田3D画

展现在张浦镇尚明甸村稻田里。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纵横谈

近日，有两则新闻受到广泛关注。

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

已实施全面禁捕。农业农村部负责人

表示，当前渔船渔民建档立卡工作顺

利收官，长江禁捕退捕工作进入全面

推进阶段。根据建档立卡情况，共有

退补渔船11.1万艘，涉及退补渔民23

万人。

2000年，陕西省白河县停止开采

硫铁矿。20年间，由于矿渣露天堆

放，在雨水和溪水冲刷下，污水将溪水

染成黄褐色，原本黑色的河床也被染

成黄色，威胁下游汉江流域水质。

无论如长江黄河般的大江大河，

还是发源深山的泉水溪流，每一寸绿

色国土，都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宝藏，都

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丰厚遗产。

2005年8月15日，习主席任浙江

省委书记时，在安吉县考察明确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9

月，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回答学生们提出关于环境保护

的问题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

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我

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

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

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

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

此基础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探索城市绿色发展到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到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

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

道路。

今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指

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

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前进道路难免曲折。我们同样看

到，多地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今

年5月，自然环境部发布《2019中国生

态环境质量公报》。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51.3，生

态质量一般。生态质量较差和差的县

域面积占 32.6%。改善生态、绿色发

展任重道远。

当前存在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

大多是此前粗放发展留下的“生态旧

账”。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今天，

对于这些“环境债”，需要更大规模的

资金投入，也需要整体系统规划，科学

深度治理。

正如那座关闭20年仍在污染周

边环境的矿场，此前当地政府也曾采

取封堵矿洞、拦截污水矿渣等措施，但

简单的封堵、粗糙的治理难以取得长

久效果。可见，国土上每一寸消失的

绿色，都需要加倍的投入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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