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春时节，记者走访重庆。沿着长
江，穿行在延绵起伏的群山之间，只见 32
万亩郁郁葱葱的柑橘林中，红彤彤的橘子
挂满枝丫。

在这个全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不
仅能够看到“一江碧水、两岸橘香”的美
景，还能看到当地群众生态环境建设观念
上的深刻改变。面临着改善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和带动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两难
困境的重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过
程中，如何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
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记者深入山区，一探究竟。

要生态美 也要百姓富

已经有五年柑橘种植经验的重庆万
州区天城镇中坝村村民唐杨美最近又多
了个身份：电子商务供货商。“今天刚发出
去了 550 件血橙，现在是网络时代，什么
都得懂点才能拓展销路。”唐杨美家里的
五亩地全都种上了血橙，这两年已进入盛
产期，每年卖橙子的收入能达到 6万元。

万州位于三峡库区腹心，以丘陵地貌
为主，坡陡土薄，水土流失面积 1750 平方
公里，达土地总面积的 51%，脆弱的生态
环境掣肘着山区经济的发展。

“以前村里的地大部分都是荒坡，一
下雨，泥土就被雨水冲刷，混着冲入长江，
跑水跑土又跑肥，不长庄稼。”回顾过去，
天城镇党委书记谈祖伟感慨，“现在荒山
种上了柑橘林，水土保住了，漫山遍野绿
树簇簇，环境好多了。”目前，中坝村有柑
橘基地 1700 多亩，年销售收入 1400 万
元，解决了 100 余人的就业，成为中坝村
农民就业增收的一大途径。

经济效益不错，生态保护功能要
强，万州将这两点确定为绿化长江建设
的立足之点。“水土保持势在必行，但这
项工作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周期长，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要说
服农民参与不是件容易的事。”重庆市水
利局水土保持处处长李华说，“不能为了
绿化而绿化，得有收益，不然谁也没有
办法动员农民腾出保口粮的地用来保护
生态。”

“既要生态美，又要百姓富”，种植有
市场、适宜万州气候条件的柑橘成了最佳
选择。“公司和大户第一个吃螃蟹，老百姓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后，开始纷纷让
地、入股合作社。”万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张国建介绍，目前，万州全区有柑橘面积
32万亩，产量 21万吨，综合产值 10亿元。

经果林的生长期往往动辄几年，调动
群众的积极性，还需要以短补长，长短相
宜。

甘宁镇庙沟村 68 岁的骆世州，如今
正式成了菜农，家里的五亩地顺着时令分
别种上辣椒、南瓜、榨菜等蔬菜，去年光卖
菜就净挣了 1 万元钱。“原来我们在坡地
上种菜，遇到大旱，说干就干；遇到下雨，

水土都跑完，收成没有保证，一年辛苦到
头，也只能够自己吃。”

2014 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工程在甘宁镇庙沟、楠桥等村实施，坡改
成了梯，蓄水池建起来了，机耕道修起来
了，再加上万州明星企业——鱼泉榨菜有
限公司把庙沟村确定为原材料供应基地，
常年收购大头菜，庙沟村村委组建了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规模化经营，2015
年榨菜产量达 2200 吨，其他蔬菜 1600
吨，每亩纯收入 3000元以上。

像中坝村、庙沟村这样以一村之力参
与水土流失治理的村庄，在重庆市不在少
数，乡村绿了，村民富了，长江流域的生态
屏障也建立起来了。

多元融资 治水整土

重庆人民种植柑橘的传统由来已久，
但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还是近些年的
事，随着中央、市、区扶持的项目、资金到
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质和面均大幅提
升，一批高标准生态农业基地趁势而起。

忠县任家镇老鹳村的王泽文原来以
贩猪为生，2010 年，在重庆的水土治理热
潮中，他拿出 30 多万元的积蓄，承包了
90 亩荒地，改行种柑橘。“村里的耕地大
部分都是‘石谷子土’，土层薄岩层硬，保
水能力差，抗旱性弱，以前种点水稻、玉米
常常是广种薄收甚至绝收。”起步的头三
年，基础设施跟不上，水池少，王泽文雇的
工人要走很远的路去背水。田间道路也
没硬化，货车开不上山，运输成本、人力成
本高。到 2013 年底，王泽文一算账，仅仅
回收了 25000元。

2014 年，正当王泽文一筹莫展时，任
家镇开始实施三峡后续水保工程，“坡面
水系”成重点改造对象，大范围的坡耕地
被改成梯田，拦住了水，再通过排沟渠引

流下山，在沉沙凼过滤掉泥沙，最后进入
蓄水池，涵养住了水源。“现在村里机耕道
通到了坡顶，水池修到了山腰，一个工人
加一台柴油机一天就可以解决浇水的问
题。”

基础设施便利了，“死土地”变成“活
效益”，曾经不长庄稼的“石谷子土”种上
了满坡的柑橘。“老鹳村真正实现了‘田地
饱肚子，坡上保票子’。”任家镇党委书记
谢桂芳说，“以前这里的耕地无人问津，如
今不少来自湖北、四川等地的外地人也来
这里承包土地。”2015 年，王泽文收获了
300 吨柑橘，年销售额达 48 万元，净挣 12
万元。

“政府投大价钱搞水利建设，同时还
鼓励老百姓栽果树，让群众真正享受到使
用青山绿水资源的权利。”李华说，一方面
重庆地方政府积极争取国家投入、多元融
资，另一方面也全力帮助公司和个人解决
资金难题。

“ 县 财 政 每 亩 建 园 补 助 1500 元 至
2300 元，设立专项资金 2000 万元支持
柑橘产业发展。”忠县县长熊世明说，

“政府先后投入 70 万元成立柑橘社会化
服务组织，每年请专业人士下乡施肥、
除草、采摘⋯⋯”万州则采取“直接补
贴、以奖代补”等方式扶持产业发展，
每年补助特色效益农业示范家庭农场资
金 300 万元，并对已具规模和产出效益
的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提供担保
费补贴和贷款贴息。

一年树木 百年乘凉

山青了，水绿了，老百姓富了，但如何
绿得持久、富得长远，是种考验。重庆的
答案是因地制宜，深耕附加值、拉长产业
链，宜林则林、宜游则游、宜加工则加工。

忠县涂井乡友谊村居长江之滨，依山

傍水，沿黄金水道种植了上万亩柑橘林，
最近几年村里拓宽了车行便道，修建了观
光亭台，统一规划居民小楼，白墙灰瓦掩
映林间，每到柑橘林开始挂果，不少游客
前来采摘游玩。

“村委会也在慢慢学着打好乡村旅游
这张牌。”涂井乡党委书记刘明文介绍，为
此，园区内专门引进了“奥林达”这一柑橘
品种，它的特点在于头年交果，次年 5 月
左右成熟，而新一季的花已经绽放，因此
会出现“花果同树”的奇观，“每年这时候
友谊村会举办‘中国柑橘节’，推出赏景、
采摘一日游”。

山村变成了景区，游客来得多了后，
家庭旅馆、饭店、农家乐也遍地开花，47
岁的友谊村村民罗文军原来在广东打
工，3 年前回家时看到家乡环境大变，就
返乡承包了 900 多亩地种植柑橘，还开
办了一家农家乐。“城里的游客来这里游
山玩水，还可以采摘橘子，品尝农家菜，
去年只农家乐就挣了 15 万元。”2015 年
友谊村年产柑橘 3500 吨，产值突破 600
万元，吸引游客人数超 10 万人次，年均
拉动消费 400 余万元。

乡村旅游是重庆生态农业在附加值
上的横向扩散，农产品加工则是产业链的
纵向延伸。依托忠县 35 万亩柑橘种植基
地，果汁加工企业、食品公司、有机肥生产
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004 年成立
的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如今已经成
长为国内非浓缩橙汁领域的龙头企业，占
领 70%的市场份额。

“水果水果，得先有水才有果。”谈起
派森百的成功经验，公司总经理郑传群认
为水土保持至关重要。

“渝东北最大的优势是生态，最大的
资源也是生态。”忠县水务局局长王精华
说，“山清水秀、河畅湖美的美好家园是忠
县人民的幸福所在，经济效益得寓于生态
保护和治理开发之中。”

重庆水土保持助推生态富民——

半 城 山 水 满 城 橘
本报记者 张 雪 李华林

“七里河畔飞来了不少稀
罕鸟儿，刚拍的这组百鸟戏水
图，就有一种美到不能直视的
感觉。”邢台的摄影发烧友黄
坤感慨地说，过去的七里河是
条臭水沟，鱼虾不生，现在的
七里河河水清清，成了飞鸟的
天堂，变化真是太大了。

而这种水生态环境的变
化，在邢台市并不鲜见。究其
原因，这是该市通过固源、节
流、补水三大体系的 66 项工
程建设，使得水资源的开源、
保护、节约成为全市人民的共
识，促进了全市水环境的根本
好转。

河北省邢台市，历史上百
泉争涌，享誉中外。然而，由
于管理粗放等多种原因，邢台
市已成为资源性极度缺水城
市，目前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220 立方米，是全国的 1/10。
2013 年，邢台市被列为全国
首批 45 个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试点市之一。几年来，该市
以“山、泉、湖、河、城”相
融合的总体思路，相继以固
源、节流、补水为基础，实施
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
系、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城
乡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魅
力邢襄水文化体系等 5 大体系
共 计 66 项 重 点 示 范 工 程 建
设 ， 推 进 水 生 态 文 明 城 市
建设。

开源固本是增加水资源供给的治本之策。邢台在
域内大力实施水源涵养工程，在西部山区实施修建梯
田、鱼鳞坑、护地堤等水土保持工程，共治理山区水
土流失面积 317 平方公里；实施地表水水源地保护工
程，累计投资近 8 亿元，完成人工造林 20 万亩、飞
播造林 28 万亩、封山育林 27 万亩，实施矿山地质环
境综合治理工程，对因采矿造成的土地毁坏、山体破
坏、植被破坏和废石堆放等，实施景观治理和植被恢
复。通过以上措施，使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 4.5%，
按照一亩林地能够涵养水源 66 吨计算，能增加水源
涵养 2000万吨。

减采节流是保证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手段。邢
台实施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和再生水利用工程，使污水
被处理后的中水大量用于城市绿化、道路喷洒、洗
车、洗浴等领域，大大减少了地下水开采；全面推进
节水型社会建设，大力推广生活节水技术和器具，目
前邢台市区已有 1 万多个节水马桶投入使用，年节水
3 万吨；大力实施地下水高效节水项目和地表水节水
灌溉项目，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72 万亩；大力推进农
业种植结构调整，压减冬小麦种植面积，改种棉花等
耐旱节水作物，年实现农业节水 4118.4万吨。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
水平与发展成就的重要标志，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改善生态环境、增进群众福祉的重要举措。通过几年
的努力，市区岩溶水位下降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水
生态环境得到了全面改善。”邢台市委书记张古江
说，今年底，邢台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66 项重大示
范工程将全部完成。届时，邢台将向北方城市水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大步迈进。

河北邢台推进水生态建设

—
—

河水清清

营造飞鸟天堂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杨永丽

过去，荒山造林补贴对树种、造林区
域都有具体限制，乡镇廊道绿化和村庄绿
化均实行自主筹资。

今春，河南省栾川县出台全域绿化实
施方案，推出“你造林，我买单”的生态建
设新政策，以更加灵活的激励机制，激发
乡镇、群众参与造林的积极性。

正值植树季节，记者驱车驶向栾川
县潭头镇石坷村，远远就能看到荒坡上
如火如荼的造林场面。“一株 2 厘米的楸
树苗，市场价在 4 元左右，荒山绿化每
亩栽植 70 株，加上人工，每亩造林成本
大 概 是 400 元 。 今 冬 ， 绿 化 验 收 合 格
后，县里每亩补贴 500 元，而且苗木归
群众所有。”对于造林，村党支部书记刘
银学心里有一本明白账，“群众种树，政
府买单，这多划算。”

石坷村，荒山面积大。“前些年，荒
山造林由政府主导，群众自发造林的补
贴主要针对核桃，且每年都有具体指
标。”刘银学说。不同地形和地块条件不
同，适宜种植的树种也不同，一刀切的
补贴方式并不科学。

根据方案，今年栾川将全域的荒山、
荒地、沟谷滩涂等宜林地块，全部纳入补
贴范围，并取消了树种限制。“立地条件好
的，可发展楸树、水曲柳等珍贵用材林，每
亩补贴 500 元；土地贫瘠区域可种植以侧
柏为主的生态林，每亩补贴 260 元；林果、

药用林等也都有具体的补贴标准。”栾川
县林业局局长谢红伟说，无论是农户、合
作社，还是其他市场主体，只要备案参与
造林绿化，并经验收合格后，均可获得相
应补贴。

“俺村荒坡有上千亩，今年都要种上
楸树。”刘银学说，“楸树一般 15 年成材，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每棵能卖到 3000
元，将来收益十分可观。”

当天，记者来到距离石坷村不远的纸
房村，群众正在挥锹种树、绿化村庄。栽
植的树种十分丰富，包括白蜡、红叶石楠
和木槿等。

“绿化规划和苗子都是县林业部门提
供的，俺们只需动手种植。待到明年开
春，绿化层次和效果就出来了。”村党支部
书记马军成告诉记者，下一步村里将积极
发展生态旅游，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以前，村里大都是种杨树，春季飘杨
花，秋季扫落叶，给村庄环境整治带来了
极大麻烦。

其实，乡镇廊道和村庄绿化是美丽乡
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乡村绿化
实行自主筹资筹劳，受财力、规划水平所
限，存在着绿量不足、树种单一、效果不佳
等缺点。

今年，栾川县将廊道绿化和村庄绿化
与美丽乡村、乡村旅游相结合，实施“一村
一路绿化工程”，在每个乡镇至少选择一

个村庄和一条交通干道，通过乔木、常绿
树、花灌木、彩叶树等科学搭配，打造景观
层次分明的美丽乡村和景观大道。

“一村一路绿化工程的设计，均由林
业部门操刀，而且免费提供苗木。”谢红伟
说，“你造林，我买单”的造林模式，不仅减
轻了乡镇和农村的财政负担，而且极大调
动了基层干部群众投身美丽乡村和生态
建设的积极性。

为确保生态建设成效，栾川还启动了
森林城镇、森林通道、森林村庄创建活
动。“每一项创建内容都明确了森林覆盖
率、绿化标准、养护水平等指标，对验收合
格的森林城镇每个奖补 10 万元，森林通
道每公里奖补 1000 元，森林村庄每个奖
补 5 万元。”谢红伟说，统筹推进生态建
设、林业经济、生态旅游，实现因林而美、
因林而富。

河南栾川创新造林机制——

你 造 林 我 买 单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白云飞

图为重庆忠县涂井乡友谊村的田园风光。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前不久，“小小环境观察员——威立雅绿色行动”
2015 年度总结大会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举行。该项
目是威立雅在中国重点推进的公益项目。来自北京奋
斗小学的 30 余名小小环境观察员代表及辅导老师参
加了此次活动。作为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的积极参
与者，威立雅公司对于青少年的环境教育尤为重视，希
望通过“小小环境观察员”项目让青少年能够力行勤俭
节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2015 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与生活》杂志
社以及威立雅公司共同组织了多场绿色课堂和参观实
践活动。在上海，小小环境观察员们参观了威立雅临
江水厂；在广州，小小环境观察员们来到李坑垃圾焚烧
发电厂的中央控制室，近距离观察焚烧炉焚烧垃圾的
过程；在成都，小小环境观察员们参观了威立雅能源成
都工厂。

作为“小小环境观察员——威立雅绿色行动”的一
个重要部分，“威立雅绿色基金”还资助了小小环境观
察员的项目学校开展了多项环保实践活动。如“水污
染的处理与再利用”“垃圾分类回收”“节能减排我们在
行动”“环保酵素救地球”等活动。

会后，小小环境观察员代表们参观了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的颗粒物监测、大气综合监测、环境应急监测实
验室，并观看了国家环境监测网空气和地表水监测数
据发布平台演示，总站技术人员围绕 PM2.5监测、空气
重污染预报预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等环境监测
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使大家对环境监测有了更直观
更深入的了解。 （端 然）

“我们是小小环境观察员”

图为“小小环境观察员”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空

气质量预报会商室里，了解空气质量预警播报情况。

端 然摄

3月，栾川县千余名干部到石庙镇龙潭村义务植树。 韦海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