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时节的南粤，热度不减。记者走
进东莞，目之所及依然是满满的青翠。

从广州市区出发，沿着广深高速驱
车 50 多公里，便能到达东莞石鼓出口。
连接出口的是东莞大道，只见这条建成
于 2001 年、全程近 10 公里长的快速干
线不仅“阔”得惊人，最宽处可达 189
米；而且“绿”得诱人，60 多万平方米
的总面积中竟有 7 成多是绿化带。沿着
这条“第一大道”，记者纵横于东莞的广
大城乡，从“水乡片”到“山区片”，从
湿地公园到森林公园，从城区街心到乡
村居所⋯⋯试图去求解东莞的城市变迁
和绿色转型之道。

理念之变——
开启“生态绿城”建设

14 个 森 林 公 园 、 14 个 湿 地 公 园 、
1287 处休闲游憩绿地、森林覆盖率达到
37.4%、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33 平
方米⋯⋯“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所要求的
40 项指标，东莞全部达标。”东莞市林业
局局长胡炽海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事非经过不知难。为了获得国家森林
城市这个最高荣誉，东莞人持续不懈地努
力了 10余年。

自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东莞从一个
典型的珠三角农业县迅速变身为“世界工
厂”。“如果说过去东莞是以土地作为主要
资源和对外合作的条件的话，那么今后东
莞将以优良的综合环境作为主要资源，以
创新环境提升综合竞争力。”寥寥数语足
以令人窥探到当时东莞在跨进 21 世纪门
槛时的眼界和胸怀。作为亲历者，东莞市
林业局局长胡炽海深有体会：“改革开放
之初，东莞很穷，所有人都想方设法找
钱。慢慢的钱袋子鼓了，却发现水不是那
么干净了，空气也不是那么清新了。这时
候，东莞开始种树、保护森林，希望找回
久违的良好生态环境。”

于是，1999 年，东莞率先在广东省
做出“停止营利性森林采伐，全面建设生
态林业”的重大决定；2003 年，东莞开
启了一场以“建城、修路、整山、治水”
为重点的“生态绿城”建设。

为了“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
森林”，东莞一方面以“加法”打造生态
经济新板块。例如，以良好生态闻名的
72 平方公里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横空
出世；又如，东莞生态园通过生态修复，
由昔日污水汇集、垃圾堆积的发展边缘区
转变成为以城市湿地为特色的广东首批省
级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并于 2012 年申报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另一方面，以“减
法”从决策源头保护林业生态空间。据胡
炽海介绍，东莞于 2006 年率先启动规划
生态控制线编制工作，运用“反规划”理
念，对不建设区域进行控制，出台了 《东
莞市域生态控制线规划》《东莞市生态控
制线管理规定》，全力打造“三轴、四
廊、三区、多节点串联”的生态景观格
局，划定了占全市土地面积 44.7%的市域
生态线范围，全部林地纳入生态控制线范
畴。而对于生态功能保护区和禁止开发
区，东莞则实施强制性保护。“东莞为此
近年来淘汰、拒批不合格企业达 3000 多
家，还取消了百亿光伏能源等一批项目立
项资格。”

机制之变——
激发森林养护活力

走进占地 123.5 平方公里的东莞银瓶
山森林公园，放眼望去，满目青翠，群山
连绵起伏，山间溪水清澈，仿佛置身世外
桃源，让人暂时忘了东莞作为世界制造业
之都的繁忙与热腾。而事实上，银瓶山仅
仅是东莞众多森林公园中最大的一个。目
前,东莞全市已有银屏山、大屏嶂、大岭
山等 14 个森林公园,总面积达 357 平方公
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15%。这些森林公
园，保留了东莞最好的生态资源，是这个
岭南小城生态文明建设最大的资本和底
气，也是其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龙头。

东莞市林业局总工程师徐正球告诉记
者，东莞的森林公园，大部分都是以国有
林场为主体建设起来的。“自上世纪末以
来，东莞着力创新林业建设体制机制，探
索出一套由生态补偿机制让利、林权改革
机制分利、发展森林公园返利组成的系统
性利益驱动机制，这对于建设森林城市意

义重大。”
“过去的日子是真不好过。改革前，

林场职工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只能砍林
子卖木材，1999 年停伐后生活更艰苦，
工资都发不出来。”回忆起当年的艰辛，
大岭山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主任曾焕臣很
是感慨，“2009 年开始，林场并入森林公
园，工资由财政全资拨款，日子就好过多
了，大家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一门心
思保护好森林资源”。

与此同时，东莞意识到作为稀缺生态
资源的代表，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服务价值
很高，却面临着补偿偏低、补偿不到位的
情况。对此，东莞于 2008 年起对全市森
林资源提供高于全国水平的资金补偿。

“东莞对农村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是每亩
140元，应该是全国最高的。”徐正球说。

位于银瓶山山脚下的南面村是东莞林
业第一村，全村共有 383 户 1500 多人，
林地面积 3 万多亩，生态公益林占到 2.2
万亩。这里曾经是东莞最贫困的地区，随
着集体林改的推进以及东莞市生态公益林
补偿标准的提高，南面村逐渐摆脱了以砍
树为生的尴尬，走上了生态保护与百姓致
富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过去为了修路，大家就砍树卖钱，
100 斤木头 10 块钱，卖树得来的钱一大
半都给了伐木工人当工资，可惜了好好的
林子。”银屏山森林公园的老股长阙宋来
回忆起过去不禁摇头叹息，“现在让砍树
也不砍了，村民意识有了很大转变，靠山
护山、人人护林已经成为村民的习惯。我
们还将村里种植荔枝不成功的 1800 亩地
收回，把过去砍倒的树都种回来”。

东莞森林公园的建设，还通过发展
餐饮服务、旅游观光等行业辐射带动周
边村民致富，仅南面村一年的经济收入
就达 600 多万元。何畅阳是银屏山上一
家小卖部的老板。他说，随着银瓶山森
林公园知名度的提高，游客逐年增长，
小卖部的租金也由过去的每年 6 万元跃
升到 23 万元。“虽然租金高，但游客多
还是有赚头，今年国庆黄金周的一天，
光 4 元一碗的豆腐花就卖掉了 1000 多
碗。估计明年租金会更高，但还是想继
续做下去。”何畅阳乐滋滋地说。

城市之变——
环境优势获得红利

作为东莞的城市“绿肺”，森林公园
在降低污染、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方面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灰霾天数为例，东
莞的灰霾天数由 2003 年的 121 天下降为
2014 年的 43 天。“森林公园建设在其中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徐正球告诉记
者，创建森林城市以来，东莞以建设森林
公园为龙头，还带动了镇村小公园、小广
场建设，大大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今
年，东莞制定实施了 《东莞市小山小湖保
护利用工作方案》，新建或改建东城体育
公园、厚街文化公园等休闲游憩绿地 222
处，新增公园绿地 1000公顷。

城市融入大自然，居民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这是目前东莞的真实写照。大小
公园遍布全市，而且所有公园都免费开
放。创建活动改善着东莞的环境质量，提
高着人们的幸福指数。家住东莞厚街的施
华丽告诉记者：“小时候，厚街除了住房
就是工厂，出门很多灰尘，空气也不好。
现在路边的小公园多了，平时吃完饭出门
散 步 很 舒 服 ， 周 末 一 家 人 也 可 以 去 爬
山。”“东莞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不是为了
拿一块牌子，而是真正让市民享受生态、
拥抱绿色。”徐正球说。

好环境引来了好投资。2012 年，华
为看重松山湖生态园区的良好生态，将研
发总部搬迁到松山湖，“这就证明了保护
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
生产力的提法。”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说。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综合环境优势
的不断凸显，外资正在加速涌入东莞。数
据显示，东莞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从 2008
年的 18.1 亿美元提升至 2014 年的 45.3 亿
美元。不仅规模扩大，东莞引进外资项目
的质量也大幅提升。今年 1 月至 9 月，东
莞新增及增资项目 698 宗，涉及合同利用
外资金额 38.5 亿美元。东莞外贸也一直
保持良好态势，今年前三季度，该市进出
口总额为 7701.2 亿元，同比增长 7.1%，
增速在全国外贸总额前 5 名城市中继续保
持第一位。

深秋时节，微风习习。泛舟于东莞麻
涌镇华阳湖湿地公园，只见河水清澈，鸟鸣
鱼跃，令人心旷神怡。

“华阳湖湿地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东
莞市麻涌镇农林水务局局长钟小玉说，“这
里原来土地贫瘠，弃耕抛荒现象严重。沿
河两岸还分布着几百个禽畜养殖场和几十
间电镀漂染企业，河水常年发黑、发臭”。
这里是如何蜕变成一处环境优美、舒适自
然的旅游景观的呢？

华阳湖的转变开始于两年前。2013
年 2 月，广东省政府出台了《东莞水乡特色
发展经济区建设工作方案》。“要将水乡地
区打造成广东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东
莞市委书记徐建华说。

华阳湖湿地公园，就是水乡治理的成
果。两年来，麻涌镇清淤 150 万立方米，对
内河进行疏浚，改造河滩湿地 268 亩，新
造农地 500 多亩，种上水草和花卉，建成
22 公里的水上绿道。此外，湿地公园还
种植了 51 万株水生植物，包括水生美人

蕉、黄菖蒲、千屈菜等，为水乡风光增添了
不少特色。

同时，麻涌镇关停了 60 多家电镀厂、
漂染厂和 200 多家养猪场，将散落在湿地
公园内的 4000 多座坟墓统一迁入公墓
园。通过生态修复、污染治理，短短一年
间，通过华阳湖及流经河道的水质就从劣
V 类恢复到 IV 类。

钟小玉告诉记者，华阳湖湿地通过改
造，环境大为改善，2013 年这里承办了中
华龙舟大赛总决赛。水上绿道和新基古村
落相继建成，麻涌人气渐长，从广州、增城
等地来的游客不断增加，“仅今年春节 7 天
假期，游客就超过了 6万人次”。

好环境能带来大财富。“湿地公园建成
后，农田环境好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也提

高了，现在我们的‘金麻蕉’摇身一变成了
精品水果，市场价每斤可达五六块钱。”钟
小玉说。

同时，华阳湿地旅游区的 4000 多亩
农地，吸引了中科院中药百草园、印象水乡
等项目落户，并带动镇内其他片区农业项
目招商。截至 2015 年 6 月，全镇引进了 12
个优质农业特色公园项目,项目用地面积
10329 亩 ，总 投 资 23 亿 元 ，预 计 可 提 供
4000个就业岗位。

此外，麻涌镇的“三旧”改造也得以迅
速推进，周边土地租金成倍提升，之前每平
方米 1 元的厂房租价涨到了每平方米 8
元。前来洽谈考察的企业数量和质量大幅
提高，使麻涌招商引资方向从“产业化招
商”逐步向“地区品牌式招商”转变。

据统计，2013 年以来，全镇共引进中
粮、京东等内外资项目 32 个，其中，协议引
进内资 106.5亿元，同比增长 92.12%；合同
利用外资 93249 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68032 万美元。2015 年，全镇共有省市重
大项目 11 个，总投资达 177.4 亿元。2015
年 3 月 27 日，该镇成功举办了“互联网+物
流·麻涌电商生态圈签约”发布会，签约引
进 15 个优质电商项目，总投资达 208 亿
元。 文/高 跃

问：经过 3 年努力，东

莞从一批创森城市中脱颖

而出，成功拿牌。请问东

莞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答：第一，自然资源丰
富。东莞三分山、三分水、
四分田，自然禀赋良好。
全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37.4%，拥有大岭山、大屏
嶂、黄牛埔等 14 大森林公
园，莲花山、马山等 5 大自
然保护区，华阳湖、燕岭、
龙湾等 14 个湿地公园，蛤
地、二上坊、星堂等 1287
处休闲绿地，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17.3 平方米，全市
道路基本实现绿化全覆
盖，我市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主要绿化指标全部达
标。第二，政府强力推进，
投入 33.53 亿元开展创建
工作。第三，市民鼎力支
持。30 多年来，累计发动
群众义务植树 2500 多万
人次，尽责率达 96%。

问：创建行动给东莞

和市民带来了哪些利好？

答：从全市层面看，第
一，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为契机，启动了华阳湖湿
地公园、常平旗岭森林公
园等一批新的生态建设项
目，加快在建重点生态工
程的建设进程，对我市立
体绿化、农村绿化等薄弱
环节进行了强化补充，有
效提升我市城乡绿化发展
水平。第二，促进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自划定生态
控制线以来，全市累计淘
汰、拒批不合格企业 3000
余家，取消了百亿光伏能源等一批项目立项资格，初
步发挥生态建设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激励和服
务作用，有力助推空间集约、生态盈余和经济转型。
第三，增强了城市竞争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形成
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城市森林体系，进一步提升了
东莞的城市知名度和竞争力。从市民层面看，第一，
市民可以享有优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让树木进城、上路、入村，将极大地优化生态
环境、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宜居指数和生活品质，增
强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第二，市民可享有先进的
生态文明理念。在创建过程中普及生态文明知识，
引导市民通过义务植树、绿化阳台等方式共同参与到
生态建设工作当中，使广大市民的文明品位大大提
高。第三，市民可享有更多增收的机会。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将带动苗木花卉产业、生态旅游产业等相关
行业的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问：东莞将如何继续巩固创建成果？

答：我们将努力建设较为完善的森林生态体
系，新增一批市级、镇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加快
完成威远岛、亚公山、红门山、常平旗岭等森林公
园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帮助樟木头国营林场开发
红花油茶等特色资源建设森林公园，加速大岭山、
银瓶山、大屏嶂森林公园二期建设进度，全面开展
湿地资源调查，加紧编制湿地保护发展规划，出台
湿地保护管理办法，打造一批省级、市级湿地项目
示范样板工程，力争将华阳湖湿地公园建设成为国
家湿地公园，加强已建生态景观林带抚育，出台

《生态景观林带管理办法》，结合林带沿线整体规
划形成绿海或花海的景观效果，深入开展送苗下乡
行动，村屯林木绿化率达 35%以上，建成 50 个绿化
布局完善、森林景观突出的森林家园，全市森林覆
盖率达 37.5%；强化森林资源管理，严格划定森林、
林地、湿地和物种 4 条红线，确保划定的生态红线
得到有效管控，开展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加强对古
树名木的护壮、养护和管理，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
源和扰乱林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完善森林
防火物资储备库功能。通过不断努力，将我市建成
具备完善的林业生态安全体系、发达的生态旅游体
系、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和坚实的森林保障体系的
绿色生态建设排头兵。

建成 14 个森林公园、14 个湿地公园、1287 处休闲游憩绿地——

东莞：十年绘就满目青翠
本报记者 庞彩霞

争当绿色生态建设排头兵

—
—访东莞市林业局局长胡炽海

本报记者

郑

杨

昔日臭水沟 如今清水流
——东莞华阳湖湿地公园变迁记

经过多年绿化建设，目前东莞城区人均公园绿化面积已达 17.33平方米。图为东莞市莞城区人民公园。 黄新杰摄

经 过 多 年 努 力 ，目 前 东 莞 森 林 覆 盖 率 已 达

37.4%。图为大岭山森林公园茶山顶。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过去“脏乱差”的华阳湖湿地，现为全长 6公里的花海漂游景点。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东莞荷塘景区原为连片禽畜养殖场，现改造为

占地 500亩的景区，种有 20多个品种的荷花。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