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 5 月，细雨霏霏。驱车进入太
原市娄烦县，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
翠绿。通道、山崖、沟壑、河谷里到处
长满树木花草，在雨露的浇灌下郁郁葱
葱，充满活力。

站在庙湾乡老马坪村的观望台上，
四周坡梁地里的几万亩油松苗木，层层
叠叠，迎风摇曳。这是娄烦县的“双万
亩”油松苗木示范基地，作为全县生态
文明建设的缩影，基地在取得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显现出了很有潜
力的经济效益。近年来，娄烦县作为首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通过
绿色产业带动生态建设，通过生态建设
促进扶贫攻坚，为贫困山区探索出了一
条绿色发展之路。

生态为本 完善制度建设

“生态立县是娄烦县发展的必由之
路 ， 是 我 们 发 展 与 建 设 的 蓝 图 与 目
标。”娄烦县县委书记薛东晓说，

娄烦县地处吕梁山腹地，生态脆
弱，是集山区、老区、库区为一体的国
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是太原市的水源
地，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差。
该地区受自然条件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多年来一直摘不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
子。为做到生态建设、水源保护与产业
转型、农民脱贫致富统筹兼顾，娄烦县
因地制宜，制定了“绿色产业拉动生态
建设、生态建设反哺产业发展，促进扶
贫攻坚，带动农民致富”的生态立县发
展战略。“如何才能让生态建设蓝图变
为现实、让生态建设服务于当地经济发
展，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薛东晓说。

娄烦县发改局局长孙晋生介绍说，
娄 烦 县 生 态 建 设 的 设 计 从 2009 年 开
始，成立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主抓
的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生态
建设考核评价制度，把领导干部任期生
态环境目标责任制的执行情况纳入考核
内容，实行重奖重罚，并对重大环境责
任事件“一票否决”。

在制度建设上，完善了生态环境监
管制度，通过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强化
执法监管、推进环境治理、落实信息公
开、鼓励公众参与的政策机制，切实增
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保障能力。

按照“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
建立了以汾河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
为纽带的上下游流域补偿、水源保护和
生态功能保护为纽带的区域生态补偿、
区域性碳汇林补偿 3 个补偿机制。同
时，将生态补偿机制与矿山退出机制等
结合起来，推动实现生态恢复。制定和
出台了基本农田保护和加快民营林业发
展 的 意 见, 实 行 “ 谁 造 、 谁 有 、 谁 管
护、谁受益”的制度。从而，全面完成
了 50 万亩集体林权确权到户任务，被
山西省政府评为“全省林权改革先进单
位”。以全国劳动模范曹春亮为典型，
涌现出万亩以上造林大户 7 户，500 亩
以 上 造 林 户 161 户 ， 绿 化 面 积 23.3 万
亩，形成了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格局。

娄烦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任同珍
说，为了让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他
们组织开展了“山水娄烦、美丽娄烦”
摄影图片大赛、关爱自然保护山川河流
募捐等活动，提高了广大群众对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因地制宜 发展绿色产业

“一个土豆养活一个县”。娄烦县
地处黄土丘陵地带，海拔高，光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形成了适宜土豆生
长的独特环境。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
推进，曾经任性发展的小煤矿、小焦
炉、小水泥等污染严重的产业退出了
舞台。娄烦县提出了发展绿色生态产
业的战略，土豆成为发展生态农业的
支柱产业。“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
行示范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
机，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
济建设中，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娄烦
县县长李树忠说。

2011 年，娄烦县被山西省政府确
定为“一县一业”的马铃薯基地。娄烦
县把马铃薯产业作为富民工程，制定出
台了产业发展规划和推广实施办法。在
太原惠农马铃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繁
育基地，记者看到，密密麻麻的种苗并
排放在钢架上，嫩绿茁壮。公司董事长
李静军说：“我们培育的种苗种出的土
豆最大的单个有 10 多斤重，平均亩产
五 六 千 斤 。” 李 静 军 给 记 者 算 了 一 笔
账：传统的土豆亩产量仅有 1000 斤—
2000 斤左右，而用他们公司培育出的
原种种出的土豆，正常情况下产量能翻
3 倍 左 右 ， 每 亩 纯 收 入 可 达 3000 多
元。他们采取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
现在已带动了 3500 多户，种植面积达
10 万亩，土豆种植面积达到娄烦县总
耕地面积近一半，产生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都十分显著。

记者了解到，土豆种植大户每户每

年种植土豆达 500 多亩，他们不仅成了
当地的致富能手，还带动一大批农民脱
了贫。为了鼓励和扶持土豆产业，娄烦
县整合扶贫资金，对种植土豆的农户每
购买 1 斤原种补助 0.5 元，减少了三分
之一的费用。目前土豆产业已基本覆盖
了全县 8 个乡镇 142 个行政村以及大部
分农民专业合作社。

“投入资金近 3 亿元，流转土地 2 万
余亩，9 个村庄 2300 多农户可从中受
益 。” 作 为 娄 烦 县 最 大 的 油 松 育 苗 基
地，太原市康培璧合搂春繁锦双万亩油
松育苗基地于 2011 年落户娄烦县庙湾
乡。基地负责人梅振东告诉记者，“庙
湾乡山多土薄，远离县城，随着城镇化
的发展，当地村民大多进城打工去了，
土地几乎无人耕种。但这里地处汾河水
库库东，水土肥沃，气候适宜，是油松
生长的天然宝地”。

孙晋生时任庙湾乡党委书记，他
给 记 者 算 了 这 样 几 笔 账 ： 一 是 生 态
账 ， 20000 亩 连 片 坡 梁 土 地 种 植 苗
木，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二是农
民收入账，包括土地流转费，每亩地
30 年的流转费是 6000 元，每年每亩地
的收入为 200 元；农民务工费，基地
每年要付当地农工 1400 多万元的劳务
费；保障性收入，规定对当地 70 岁以
上的老人每年每人补助 500 元。按规
划，公司争 取 在 5 年 内 建 成 全 省 一 流
的集苗木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一
体 的 综 合 性 基 地 ， 目 前 ， 从 50 公 分
到 2 米 的 苗 木 已 有 2000 多 万 株 ， 已
开 始 销 往 各 地 。 基 地 的 建 设 实 现 了
多赢。

“冬天到海南，夏天到娄烦”，娄烦
充分整合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资源优
势，开发建设了许多生态旅游景点，吸
引了大量的游客。同时，娄烦县快速推
进生态新兴工业，按照循环经济模式，
正在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装备制造、
零部件加工等新兴产业和非煤产业。

精准脱贫 既扶“志”又扶“智”

2015 年 ， 娄 烦 县 完 成 脱 贫 15071
人，完成 11 个村的整村脱贫任务，超
额完成全年任务的 37%。

怎样才能把建设青山绿水的过程变
成脱贫致富的过程，这是摆在娄烦县面
前的现实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实
现脱贫攻坚目标结合起来，既扶‘志’
又扶‘智’，这是娄烦县的必然选择。”
薛东晓说。

“守住精准脱贫和生态建设两条底
线，把娄烦建设成为精准脱贫先行县、
生态文明示范县。”这是娄烦县“十三
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娄烦县把生
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作为全县总体发
展战略，积极探索各种创新模式。记者
了解到，全县各乡各村因地制宜推出了
不同的发展模式。米峪镇乡坚持沙棘种
植、劳务输出两手抓，让贫困户当地可
就业，外出有工务；盖家庄乡以油料牡
丹、沙棘种植为主，创新与贫困户利益
联结机制，积极探索脱贫新方法；杜交
曲镇积极发展特色农家乐，走出一条旅
游致富新路子；天池店乡主动对接市
场，打造特禽养殖产业链，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马家庄乡以香菇种植为试
点，带动 400 人脱贫致富。李树忠说，
这些创新模式，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
促进了生态建设。

经过持续努力，如今的娄烦县已
是“推窗能见绿、出门就有景”。2014
年 7 月，娄烦县作为唯一一个国家级
贫困县入选首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
行示范区。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28%、绿化率达到 57.2%、建成区人均
绿地面积达 11.8 平方米。山西省委常
委、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在娄烦调研
时指出：“娄烦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位置，既保护好了生态环境，又推
进了绿色发展。”

“五一”小长假，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区横溪镇亭溪岭登山步道成为远近游客
的好去处，3 天涌入横溪的游客达 10 万
人次。横溪镇大力整修山间古道，新建
停车场、旅游标识等设施，先后推出了
12 条精品古道，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古道
健身场地。游客们说横溪空气清新，环
境优美，是假日休闲健身的绝佳去处。

然而，几年前，横溪镇还是“白天
烟囱林立，晚上黑雾缭绕”的“铸造之
乡”。上个世纪末，横溪镇和附近几个乡
镇集中了 159 家铸造企业，粗放式发展
的铸造业，虽然产生了不错的经济收
益 ， 却 让 当 地 环 境 付 出 了 沉 重 代 价 。
2008 年起，鄞州区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对以铸造业为重点的污染企业实行

“关停并转”。横溪镇 34 家上规模的铸造
企业，淘汰了 23 家，今年 3 月又关停了
一家。对保留下来的铸造企业进行技术
改造，限期达到环保排放要求。

“壮士断腕”治污虽然赢得一片叫
好声，但地方经济发展往哪里走？横溪

镇决定挖掘丰富的山林、水库、古道、
古村、非遗等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优势，
主攻生态旅游休闲产业。几年来，横溪
镇先后 投 入 了 十 几 亿 元 用 于 生 态 修 复
和 古 道 建 设 。 镇 党 委 书 记 王 志 刚 说 ，

“青山绿水定能转化成真金白银。横溪
镇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产业”。

横溪摘“黑”换“绿”，换得一片新
天地。前不久，鄞州区横溪风景旅游区
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据了解，以整
个乡镇区域成功申报 3A 级景区，在宁波
市是第一家，在浙江省也不多见。

横溪的发展路径也是鄞州区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缩
影。鄞州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先发地
区，也较早地遇到转型的困惑和生态的
压力。以铸造、电镀、纺织服装等传统
产业为主的地方经济越来越受到环境和
资源要素的制约。鄞州以绿色发展理念
为指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加大生态
保护力度。一方面，鄞州加大力度关停

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铸造、电镀企
业，同时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先
进制造、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等高新技
术产业。另一方面，鄞州千方百计修复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依托鄞州山水海湖
自然资源，大力推进生态、产业融合，
把生态红利转变为发展红利。如地处
四明山区域的龙观镇凭借丰富的森林
资源，发展名宿经济、养老产业；地
处 海 边 的 咸 祥 镇 凭 借 独 特 的 海 洋 资
源 、 滩 涂 资 源 发 展 渔 家 乐 、 渔 家 游 。
与此同时，鄞州抬高环保准入门槛，去
年对 956 个产业项目进行了严格的环保
审查，因选址不当或不符合环保审批原
则等原因否决的项目 245 个，项目否决
率 25.6%。

在亭溪岭下，一幢幢二层小楼整齐
排列，掩映在绿树之中。横溪镇领导介
绍说，这是村民们的新居。古道修复引
来八方游客，也带富了乡亲们。每逢周
末，村民们向游客销售甘蔗、青团等土
特产，一年下来销售收入能达 20 多万

元，远远超过当年在铸造厂的收入。由
于环境优美，乡间的土特产也深受游客
们欢迎，卖上了好价钱。在古道旁边，
许多村民摆摊销售竹笋和土鸡蛋。一位
阿婆告诉记者，细小的野竹笋每斤 25
元，土鸡蛋每斤 25 元，远高于市场价。
而上海“空境”公司正在镇里打造“逐
野”民宿项目。村民们的收入还将上一
个台阶。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让鄞州收获了美
丽的环境、可观的效益。2015 年鄞州实
现国内生产总值 1350.1 亿元，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5.02 万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91 万元，均居浙江省前
列。如今，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鄞州
上上下下的共识。宁波市委常委、鄞州
区委书记胡军说，鄞州要以绿色发展理
念为指引，加快打造国家生态文明示范
区，把城乡建设得更美，环境保护得更
优，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十三五”时
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山西省娄烦县以绿色产业带动生态建设，促进扶贫攻坚——

脱贫与生态建设同步前行
本报记者 刘存瑞

宁波鄞州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铸造之乡变身漫游小镇
本报记者 郁进东 刘 亮 通讯员 续大治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纤维
流行趋势 2016/2017 发布会”
上，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发
布了“绿色纤维”LOGO 标识，
并为首批获得“绿色纤维”认证
的 8 家企业进行了授牌。以此
为标志，我国纤维行业正式进
入“绿色时代”，化纤界迎来绿
色发展新里程。

绿色纤维是指原料来源于
生物质和可循环再生材料，生
产过程低碳环保，制成品弃后
对环境无污染的化学纤维，要
求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具有

“绿色”特征。
“绿色纤维”标志是由中国

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经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用于证明
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生物基
化学纤维、原液着色化学纤维
产品材质的证明商标，可应用
于纤维、纱线、面料、服装、家
纺、产业用纺织品等领域。“企
业通过申请、审核、检验、批准
后，可获得绿色纤维标志的使
用权，并接受中国化学纤维工
业协会对商标使用过程的监督
和管理。”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
会秘书长王玉萍说。

纤维是纺织产业链的源
头。目前，我国纺织加工纤维
中 化 学 纤 维 占 比 超 过 50% ，
化纤工业 90%以上的产品源
于石油，原料成本占生产成本
的 80%以上，且进口量约占
化纤原料总需求量的 2/3。作
为产量占世界 70%的化纤大
国，要想原料问题不被他国牵
着鼻子走，发展绿色纤维成为
大势所趋。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长端小平表示，在能源
危机已成全球性挑战、生态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
大背景下，大力发展绿色纤维，不仅是我国化纤工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和引领新的
消费趋势的需要。

作为绿色纤维的主力军，采用农、林、海洋副产物
加工而成的生物质纤维资源丰富、可持续、可再生，与
人体亲和性强，广泛应用于内衣、衬衫、家纺等领域，还
可用于医用纺织品、放射物质的屏障用布、劳动防护用
品、净水器和空气过滤器材料等。

我国丰富的生物质原料资源储量，也为开发生物
质纤维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统计，我国农作物秸秆、树
木类资源量约有 30 亿吨，海洋贝壳类、海藻类约有 20
亿吨，动植物蛋白类纤维资源量约有 300 亿吨。近年
来，随着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高，壳聚糖纤维、竹浆
纤维、麻浆纤维等陆续实现产业化，我国生物质纤维正
步入快速发展通道。

海斯摩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此次首批获得“绿
色纤维”认证的 8 家企业之一。海斯摩尔纯壳聚糖纤
维是从虾蟹壳中提取的生物质纤维，具有天然抑菌、防
霉祛臭、快速止血等功能。目前海斯摩尔已在医疗、卫
生、航天、军品、过滤、服饰 6 大领域开发出上千个品种
的新产品，尤其是面膜和女性护理用品在投放市场后，
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十三五’期间，绿色纤维已经成为我国化纤企业
寻求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
长端小平说，“绿色纤维”认证体系的建立和推进，引导
行业绿色发展，倡导绿色设计、绿色材料和绿色制造，
将促进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进而实现企业发展和社
会责任的长远目标。

纤维行业进入

﹃
绿色时代

﹄

本报记者

许红洲

经过近年来的生态建设，山西省娄烦县已是“推窗能见绿、出门就有景”。图为该县一景。 本报记者 刘存瑞摄

贵州从江梯田绿意浓

本报讯 记者温宝臣报道:中华环保基金会与中
国扶贫基金会日前在北京启动“迈向生态文明——向
环保先锋致敬”项目，计划资助 10 个环保公益项目，按
项目规模、价值意义、可持续发展等不同要素，分别资
助人民币 20 万到 100 万元不等，资助总金额为 500
万元。

据了解，“迈向生态文明——向环保先锋致敬”项
目是中国环境保护部指导，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扶贫
基金会主办，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协办，一汽—大众出
资，专为资助社会组织开展环保公益项目的活动，旨在
支持、引导社会组织与个人参与环境保护，并致力培育
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的活动。

据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李伟介绍，项目
主要资助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等非营利性
组织开展的环保公益类项目。资助活动将采取向社会
公开征集的方式进行，启动后将组织环保、公益领域的
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考核。项目申报
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4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并于
2016年底前确定项目并实施资助。

对于项目资助的范围，李伟表示，申报实施项目不
界定具体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项目类别：环境治
理类、生态保护类、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类、生物多样
性保护类、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及其他环保相关项目。

中华环保基金会资助环保公益项目

5 月 11 日，贵州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田园一片

绿意。初夏时节，贵州从江县加榜乡处处翠绿的秧

苗、纵横交错的梯田和勤劳的农民构成了美丽的田

园画卷。 刘朝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