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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江西婺
源，迎来了油菜花的最佳观赏期。
3 月 19 日上午，《经济日报》记者从
婺源县城出发，往东北方向经过 45
公里的车程，来到以“十万亩梯田花
海”“中国四大花海之一”著称的江
岭。此时的江岭，春光明媚。站在
山顶望去，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或山
坡流泻着，或梯田层叠着，从山顶铺
散至山谷，围拢着村落里白墙黛瓦
的徽式古民居，构成了一幅美丽的
农村风光画卷。

“梯田里的花海将持续开放到
4 月中旬，足以美透整个春天。”随
行的导游告诉记者，婺源山地高低
起伏、层峦叠嶂，油菜花依托自身丘
陵地形在梯田上种植，如链似带，层
次感极强。同时，古意盎然的民居
掩映在油菜花海中，“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乡村田园气息扑面
而来。

不仅如此，婺源油菜花田的观

赏模式每年都在推陈出新。婺源篁
岭景区董事长吴向阳告诉记者，今
年婺源篁岭推出多项空中赏花项
目，打造另类赏花体验。游客既可
乘坐索道，从山脚徐徐上升，融入春
的海洋；又可以乘坐直升机和热气
球，在数百米的高空体验动态赏花；
还可走上百米高空的玻璃栈道，看
美丽花海在脚下蔓延；甚至还能佩
戴高清 3D 图传眼镜观看无人机在
高空实时全景拍摄的油菜花，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独特震撼。

春来的鸟语花香，少不了冬日
的辛勤耕耘。婺源县政府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为大力引导群众种植油
菜，政府每年均拨付专项资金鼓励
种植油菜 10 万亩以上的农民，仅
2015 年秋冬至 2016 年春，婺源县
就投入了 120 余万元，用于油菜播
种、育秧、成长等时段。通过政府引
导，老百姓旅游饭、生态饭吃得越来
越香。目前，婺源有 8 万多人从事
农家乐、导游、交通运输等旅游相关
产业，占全县人口 1/5 以上，以旅游
产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49.8%，对县
域生产总值的贡献居全省首位，农
民 年 人 均 从 旅 游 发 展 中 增 收 达

1500 元，3360 户农家乐户均经营
净收入达 6万多元。

生态红利是婺源人用心呵护
得来的。为了守护安宁旖旎的田
园风光，婺源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
就在全国首创建设“自然保护小
区”，建立珍稀动物型、自然生态
型、水源涵养型等自然保护小区
193 处，保护面积达 65.4 万亩。与
此同时，婺源对全县 162 万亩天然
阔叶林实行十年禁伐，对 1.3 万棵
名木古树实行挂牌保护，筑牢生态
环境安全网。为了引导群众积极
建设生态文明，该县还恢复了“杀
猪封山”“生子植树”等传统做法，
并将其纳入村规民约。近年来，婺
源不仅谢绝了投资数十亿元的旅
游休闲度假开发项目，关停了近
200 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还实施
了在 1487 个自然村聘请保洁员、
在 3000 多家农家乐建污水处理设
施、对所有矿山进行环境恢复治理
等 农 村 水 源 污 染“ 十 大 整 治 ”工
程。目前，该县有国家生态乡镇
13 个、省级生态乡镇 14 个、省级生
态村 20 多个，成功打造了“保护与
开发齐头并进、生态与文化珠联璧
合”的生态文明美丽样本。

江西婺源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最美乡村吃上“生态饭”
本报记者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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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忠伟摄

3月20日，农历春分，我国大部分地区桃红柳绿、莺
飞草长，又是一年好春景。走在田间，沃野尽欢歌。农民
们忙着平田整地、测土配肥、育苗播种，田畴春意盎然。
从微信“朋友圈”寻觅各地消息，也频频收获蓝天白云春
水嫩芽的欣喜⋯⋯不论在北方还是南方，这些春季美景
都得益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其底色就是对绿色发展理念
的认识把握和探索实践。

灿烂的阳光让各地的绿色发展越发生动。在湖南
省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义务植树基地，挖坑、扶苗、填
土、浇水，来自不同行业的 300多人种下了千余株樱花
苗和桂花苗。在江西省九江市，多家污水处理厂正在加
快建设，当地积极实施净水行动，新建城镇污水管网
150公里，江河湖泊水质维持在二类至三类。在安徽省
沿江城市，黄灿灿的油菜花或在山坡流泻，或呈梯田层
叠，或沿江边蔓延⋯⋯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只有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使绿色
成为发展的本色，才能实现永续发展。在这生机盎然
的春天，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携手为美丽中国增添一抹
绿色。

在城市，各地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生态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推动。不少地方大力打造精品
生态公园、建设城市绿化景观、实施生态文化工程，依
托生态促旅游、依托生态惠民生、依托生态强工业、依
托生态活农业，迎接绿色发展的春天。

在农村，美丽乡村有“颜值”。各地积极探索美丽
乡村市场化运作机制，采取“美丽乡村+乡村旅游”和

“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模式，积极发展民俗民宿和
观光采摘等特色项目，实现“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
转变。

过去的一年里，从堪称“史上最严”新环保法的实
施，到《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的
出台；从中央的铁腕治污，到各地积极“推动形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这一系列行动体现了上下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留住“绿水青山”的决心。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的春天里，人们更加坚定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民族未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福祉。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持之以恒，才
能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文/本报记者 乔金亮

谱 写 绿 色 发 展 的 春 天 序 曲

① 3 月 18 日，湖北保康县寺坪镇台

子包村航拍的梯田油菜花。 杨 韬摄

②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积极发展

生态乡村观光旅游，吸引众多游人前来

踏青赏景。 陈献吉摄

③ 3 月 17 日，观光客正在四川遂宁

市大英县卓筒井镇十里桃花基地与当地

村民载歌载舞。 钟 敏摄

④ 3 月 20 日，北京陶然亭公园里，

人们正在乘坐游船欣赏公园风景。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⑤ 3 月 20 日，北京念坛公园内，游

人竞赏醉人春色。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⑥ 3 月 19 日，贵州从江县国家湿地

公园加榜梯田花与吊脚楼相映成趣。

刘朝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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