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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末，在荣成的烟墩角湖畔，数千只
大天鹅在梳理羽毛、练习飞翔，场面壮观。
来自杭州的摄影爱好者田颖告诉记者：“大
天鹅马上要飞走了，再想看到这么美丽的
场景就得等到今年年底了，我得抓紧留下
这难忘的一幕。”随着天气转暖，在荣成栖
息越冬的上万只大天鹅开启了回迁西伯利
亚、蒙古等地的旅程。

荣成市位于山东省最东端，境内海
湾、沼泽和湿地较多，每年 11月到来年 4
月份，成千上万只大天鹅从西伯利亚及蒙
古国等地到荣成的天鹅湖和烟墩角等地越
冬，荣成也成为国内最大的大天鹅越冬种
群分布地。

“你看天鹅一点也不怕人，这和它们
刚来时可不一样。”荣成市大天鹅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科研科科长于壮志
说，大天鹅初到荣成，保持高度警觉的天
性，百米外有人稍一靠近就会惊起。如
今，人鸟之间都能“零距离”接触了。

即使春节期间，烟墩角村也听不到鞭
炮的炸响。“我们村有很多年不放鞭炮
了，这已经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了。”俚
岛镇烟墩角村委会主任王勇告诉记者，上
世纪 80 年代入冬前后，大天鹅刚来烟墩
角的时候，村民过年时在海边的堤岸上放
鞭炮，惊扰了大天鹅，正在海边觅食的几
十只大天鹅全部飞走了。3 天后，它们才
小心翼翼地回来觅食。那时，村民们就意
识到，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宾”喜欢安
静，燃放鞭炮，就等于是下“逐客令”。
为了不“打扰”到大天鹅，烟墩角村 600
多户村民达成了共识，过年只贴春联、挂
灯笼，不放鞭炮。

于壮志细数起荣成的“天鹅保护条
例”：政府组织专人 24 小时巡逻，监控大
天鹅疫病，严厉打击偷猎捕食大天鹅行
为，成立救护中心，安排专业救护人员，
并为大天鹅投食等。

据于壮志介绍，在荣成，很多人只要
看到有大天鹅出现在周边，就会保护、救
助它们。在荣成，大天鹅早就成了当地人
熟悉的好朋友，它们可随意飞入百姓家
中，与家禽同槽共食。市政府每年都拿出
专项资金，对群众因天鹅食用麦苗受到的
经济损失予以补偿。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吸引大天鹅每年前
来越冬的重要原因。为了留住这批候鸟，
早在 1985 年，荣成市便在越冬天鹅集中
的天鹅湖，建立了大天鹅自然保护区，并
设立了大天鹅保护区管理处，近年来又成
立了大天鹅保护协会和天鹅湖派出所，负
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工
作。先后投资 6000 万元用于天鹅湖清淤
和生态修复工程，使天鹅湖 3000 亩的浅
水区变成水深 2 米的深水区，增加大天鹅
主食——大叶藻繁殖区约 40 万平方米。
同时关闭附近的垃圾填埋场，建成 3 处城

镇污水处理厂，从根本上杜绝了污水排入
湖泊。

烟墩角村南的港湾，是大天鹅的主要
栖息地，虽紧靠着渔港码头，但港湾水清
浪柔，水面上看不到一点油花和垃圾。渔
港码头刚建成时，这里就成立了保安队，
担负起了监督、防止渔船污染水质的重
任。今年 40 多岁的孙全洋是渔港码头的
保安队长，每天他都开着巡逻船巡视一
番。“有一次，一条渔船的船员在码头清
洗机舱后，将污水倒向海里，被我们抓了
个正着，船老板被罚了好几万元。”孙全
洋说。

冬季，北方沿海城市的旅游大都进入
了“冬眠”,但荣成却因为大天鹅火了起
来。这些纯洁高雅的“凌波仙子”为荣成
增添了无限魅力，吸引了大批游客，村里
借助“天鹅游”搞起了“渔家乐”。在烟
墩角村的街头巷尾，总能见到“车坛影
协”“佳友在线”“蜂鸟网”等全国专业摄
影网站创作基地的牌匾。目前,仅烟墩角
一个天鹅村就有各类饭店、摄影接待站和
旅馆等 68 家,旅游总收入近千万元。今
年，荣成在春节期间共接待游客 19 万
人次。

目前，荣成市记录在案的鸟类有 153
种，每年在荣栖留、繁衍、越冬的鸟类在百
万只以上。为给各类海鸟创造良好的生存
环境,荣成市专门设立生态建设专项资
金。目前，荣成市林地总面积达到 76.4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42.4%，先后荣获国家
生态市、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园林城市等
荣誉称号，在全省城市环境综合评定中，连
续十次居全省县级第一。

荣 成 目 送 天 鹅 归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李钟芸

每年11月到来年4月份，成千上万只大天鹅到山东荣成的天鹅湖和烟墩角等地越冬，

荣成成为国内最大的大天鹅越冬种群分布地，是有名的“中国大天鹅之乡”。 杨志礼摄

君子兰在世界各地都有种植，南非
有，日本也有，每年世界的君子兰爱好
者都相约聚会，以花会友，共议产业发
展之路。吉林长春是中国最早养兰的城
市之一，君子兰也是长春市的市花。

日前，第十二届长春君子兰节在春
莲花卉城开幕，长春市委副书记杨子明
到场助阵，展出面积 12000 平方米，展
台 700 个，其中君子兰展台 500 个。来
自全国各地的君子兰爱好者齐聚一堂，
实 现 交 易 额 2000 多 万 元 ， 签 约 金 额
3000 多万元，展会期间还举办了花卉展
销、文化展示、花卉论坛、名花评选、
插花表演等多项活动。

君子兰能否撑起大产业

君子兰在 1983 年至 1985 年时曾疯
狂过一回，价格被疯炒，一株最高能卖
到十几万元，那会儿万元户都少见，一
棵小草贵过一辈子的辛劳，让人接受不
了。君子兰在 1985 年疯狂后陷入沉寂。
2005 年以后，君子兰产业逐渐复苏。单
说价格，去年长春君子兰节的“花魁”
在随后的辽宁鞍山君子兰节上成交，成
交价格为 31 万元。一般品种小苗 10 元一
棵起步，价格门槛低，君子兰产业化没
有价格障碍。

再看规模。长春市农委提供的数字
显示，截至去年末，君子兰种植面积近
125 公顷，拥有 15 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生
产基地，温室 1200 多栋，养兰 1.5 亿多
株，规模以上养兰户 2500 多户，从事君
子兰生产的专业人员达到 10 万人。“我
们将立足本市产业资源优势，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大力发展种兰、商品兰、鲜
切兰，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长春市农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实施“投资
拉动、园区建设、市场开发、名牌培
育、服务助推”战略，把长春建设成世
界级的君子兰产业基地、旅游观光基
地、全民创业基地和出口创汇基地。

但全国最大的君子兰基地已不在长
春，而在辽宁鞍山。鞍山养兰大户于庆
顺说，鞍山的君子兰规模应该有两个长
春这么大。现在大家觉得鞍山走在前面
了，是因为鞍山不断地创新，前些年从
日本引进了无土栽培的君子兰，叶面簿
一些，瘦一些，逐渐被市场所认可，新
品种成了市场抢手货。

杨胜利是黑龙江省君子兰协会副会
长，他告诉记者，他来长春参加展销是
为了学习和交流。杨胜利在哈尔滨香坊
区光明屯花窖有 200 平方米的君子兰繁
殖基地，比起长春和鞍山大户就小很多

了。黑龙江的市场也比吉、辽两省小不少。
养兰人在利用市场升温的机会，作

着君子兰产业化的努力。刘伟是长春泓
鑫君子兰种植基地经理，他建设君子兰
大棚和精品屋，然后出租出去，获取收
益。这几年他做了 34 栋精品屋，每个
4.6 万元租出去，已经收回投资。“除了
精品兰，我们现在发现商品兰似乎成为
未来发展的方向，今年年前南方来收君
子兰的花苞，每个箭近 100 元，但我们
没有那么多的数量。这个事例说明市场
氛围有了。”

养兰人的日子还算不错。泓鑫基地
养商品兰的租赁户每年可出手的君子兰
小苗就有二三十万株，每株 10 至 15 元，
每年就是几千万元的收入。还可以卖花
籽，每株打籽 80 粒，1 元 1 粒就是 80
元。小试身手后，泓鑫老板准备再投资 3
亿元，扩大规模。

“我以前养的一株‘平板油匠’卖了
35万元！”拿过多次“花魁”的长春养兰
第一人孙文清对产业化信心满满，他养
的君子兰远销北京、上海、兰州等地。

“现在，客户大多通过互联网联系我买
兰，销路越来越好，年收入可达四五十
万元。”孙文清高兴地告诉记者，“这两
年君子兰产业发展形势非常好，我们这
些养兰人干劲十足。下一步，我准备扩
大种植规模，培育更多新品种”。

探寻君子兰的产业之道

吕庆生是一汽退休的工程师，来展

会现场的目的是请教养兰高人，如何让
他那十几株君子兰长得好起来，他在自
家 150 平方米的房间里养兰，是长春一
位普通的养兰爱好者，他自己没有产
业，但他认为要形成有规模的产业，君
子兰要走出长春，走向全国，甚至走向
世界。

刘伟分析说，长春没形成君子兰大
产业，首先是由于规模还不够大。“像老
吕这样的爱好者多，说是有规模的，也
仅仅是百八十平方米的小花窖，来收兰
的需要的都是批量，而养兰者提供不出
同样规格、同样花期的大批君子兰。一
年开一次花，花期不完全一样，这样单
位时间内的君子兰花就更不好采购，形
成不了大市场。”

政府支持君子兰产业发展的力度也
有待加强。记者在几天的采访中得知，
长春市的君子兰市场近几年出现反复，
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服务不够。比如，
君子兰产业原来是由中小企业局管，后
来该产业又转由长春市农委管理。管理
异位，影响到企业发展。土地也是问
题，城市周边原来大都是基本农田，要
种君子兰就要更改土地使用性质为一般
农田，占地问题解决不了，规模也就很
难上去。

而养兰群体以老年人居多，创业意
愿不强烈。长春养兰人多数是退休人
员，养兰是为了修身养性，结交朋友，
能挣点小钱养老就行了，缺乏创业、大
干的想法。鞍山养兰名人于庆顺是退休
人员，养兰每年有 20 多万元的收入，用

他自己的话说“有点零花钱”就满足
了，想大发展就要多辛苦，作为老年人
得不偿失。来自哈尔滨的杨胜利则说，
养兰养的是心气，一年卖几个芽子，弄
个十几万元挺好的了。

同时，长春的君子兰产业还没有形
成真正的公司化管理。除了新投资的企
业外，传统养兰人都是自己内部倒手，
包括卖价值 35 万元的“花魁”，没有真
正走向市场。记者采访到的几位各省养
兰名人，都表示自己没有注册公司，也
不上税，是一家一户的经营主体，随便
卖，随便给，没有规范。价格也是买家
卖家商量着来，没有形成市场机制。

此外，君子兰商业文化仍然缺乏。
君子兰被称为“父亲花”，可在养兰圈外
很少人了解君子兰。围绕君子兰的特
性、文化特点，进行商业包装，目前仍
没有人尝试。长春君子兰节期间，除花
卉展销外，还举办了文化展示、签约仪
式、花卉论坛、名花评选、花卉赠送、
插花表演、摄影大赛等一系列活动，但
与卖花的主体交集却不多。

有专家建议，长春应整合原有养兰
资源，利用品系优长，发掘长春传统君
子兰的基因，加强科研，培养新品种，
调整传统养兰向市场化营销转变。政府
部门应在土地等问题上给予更大支持力
度，让养兰人自己养老，让君子兰产业
容纳更多的“40”“50”人员，这对减
轻政府负担等意义重大。君子兰如果能
真正形成产业，其正面效应将能更好地
体现。

“兰中君子”探路产业化
——从长春君子兰说开去

本报记者 李己平

绿色消费是绿色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绿色

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文

化教育，绿色社会管理，

绿色社会风尚都是绿色发

展的组成部分，都必须体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都必须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生产、消费、文化、社会等几个方面互有牵

连、影响，但都满足绿色发展的要求时，各部分可

以互相促进，反之，则可能起相反的“促退”作

用。绿色发展最根本的特征是：节约资源、环境友

好、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些都

应该体现在各类人群的各类消费活动中。中国地大

物博、人口众多，人均土地和人均资源拥有量不足

的国情，决定了绿色消费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特别

突出。

首先是必须控制对资源的消费，要节约为先，

节约用水，节约用地，节约使用一切资源，反映在

人类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基本消费活动。

同时，还必须分清消费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

作用和影响有两个相反的方面。人们早就认识到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什么样的消费

会促进什么样的发展。消费数量的增加确实会促进

经济增长，但只是促进了经济发展数量的增长，如果

消费不是绿色的，就有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等问题，那当然就不是绿色发展了。

我国应高度重视绿色消费对绿色发展的促进

作用。如果消费者都有绿色消费的理念，在市场上

选择商品时，就会将产品的绿色化作为一项很重要

的标准，拒绝耗电、耗水、寿命短、排污多的产品，这

必然会促进生产厂家向生产、出售绿色产品的方向

努力。

现在社会上仍有很多不够绿色的消费活动，虽

然程度不同，类型不同，而且很难建立统一的标

准，但追求奢侈、讲究阔绰的消费观念是必须摒

弃的。

消费者人数最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言而

喻，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消费对国

家发展的影响尤甚。每个消费者都是国家的一分

子，都要实施绿色消费，对国家的绿色发展尽到自

己的责任。

要使绿色消费成为每个消费者的自觉行动、日

常习惯，而且成为社会风尚、道德底线，绿色教育

和绿色文化必不可少，必须大力加强，包括学校教

育、社会教育、继续教育等。国家有关政策、法

律还有衡量政绩、业绩、其他成绩的标准和指标体

系也十分重要。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以绿色消费

促绿色发展
钱 易

杏花村里杏花开

杏花村内的杏花竞相绽放（3月 31日摄）。

清明将至，山西汾阳市杏花村内的杏花竞相开

放，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游玩。

曹 阳摄 （新华社发）

图为第十二届长春君子兰节上展出的君子兰。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