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新余昌坊村：

把村庄当企业经营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平国旺

正值荷花盛开的盛夏时节，记者走进
有“宝山荟萃地，山泉聚集地，夏布发祥
地”之称的江西新余昌坊村。

蓝天白云之下，山环水绕，林木蓊郁，
鸟语花香，淳朴的村民与八方的游客喜笑
颜开，古色古香的祠堂朝庙与粉墙黛瓦的
酒店民居错落有致，好一幅人与自然完美
融合的画卷。

昌坊村党总支书记、昌坊度假村董事
长昌枚生介绍，昌坊村是一个有 700 多年
历史的古老山村，面积 4 平方公里。昌坊
人均耕地少，过去，村民以种植业、矿山开
采、石灰加工及传统夏布加工为主，粗放
的发展方式威胁到生态环境。

2006 年，昌坊村实行产业转型，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成立了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把村庄当企业来经营。昌坊村推行土
地流转，全部土地由公司统一租赁经营，
每年每亩耕地支付租金 800 元，吸收村民
入股。昌坊村鼓励村民参与发展乡村旅
游，并安排村民到公司就业，既盘活了
800 亩耕地，又安置了富余劳动力，还吸
纳了周边群众就业。仅 2015 年，昌坊接
待游客突破 1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200余万元，人均纯收入 21000元。

昌 枚 生 告 诉 记 者 ， 昌 坊 村 开 门 见
山，环村大小山头 36 座，他们坚持把生
态环境建设作为旅游发展的基础工作，
不遗余力美化生态环境。一是加大生态
保护及绿化力度，丰富涵养水源。从
2002 年起，昌坊 《村规民约》 就严格规
定，不准砍伐树木，严管重罚，如今保

护生态已成为村民的自觉行为。同时，
高薪聘请园林专业户管护花草树木，累
计投资 300 余万元，栽种、保护各种树
木 70 万株，绿化面积 600 余亩，森林覆
盖 率 达 到 85% 。 二 是 开 展 环 境 综 合 整
治，美化村容村貌。对所有农户全部统
一 免 费 供 水 ， 房 屋 改 厕 率 达 到 90%以
上。早在 2006 年，这里就实行了垃圾一
体化常态处理。此外，关闭了环保不合
格的采石场、石灰厂和小石灰窑，投资
约 300 万元实施植被复绿综合治理及开
发立体林下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昌坊村出门即水，绕村有大小泉孔 32
处，昌坊围绕水资源做好水文章，倾力打
造观光休闲体验农业。盛夏时节，30亩葵
花园与 36 亩荷花园，花海醉人，前来赏花
拍摄的游客络绎不绝。30 亩有机蔬菜瓜
果观赏采摘区，打造出集绿色观光农业、
生态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4 月采摘桑葚，5 月采摘杨梅，6 月采摘枇
杷，7月至 10月采摘葡萄，11月采摘蜜橘，
让游客尽情体验新农村美好生活。

传统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新余
欧里镇蹲点干部、镇旅游办主任黄小文

介绍，“昌坊充分保留并利用丰富多彩的
乡情民风，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内涵，
将传统文化打造成乡村旅游精品。”近年
来，昌坊先后建设完善了传承 600 余年
的夏布坊，以及华严寺、昌氏宗祠、榨
油坊、剪纸艺术展览馆等一批景点。去
年以来，策划推出了“最美昌坊 2015 春
季传统农耕体验”“我陪母亲游昌坊”

“2016 年春节昌坊灯会”等活动。据了
解，10 年间，昌坊累计投资 8 亿多元发
展乡村旅游，建成特色景点 30 余个，景
区硬件、软件日臻完善。

“农家乐只是乡村旅游的初级阶段，
现在昌坊‘二次创业’升级发展。”昌枚
生手指正在装修中的仿古村商业街和祥
瑞老年公寓说。他告诉记者，仿古村总
投资 1.6 亿元，新建 43 幢仿古阁楼，按
江南水乡古建风格设计、施工，今年底
就可营业，届时昌坊的传统水酒坊、豆
芽坊、豆腐坊等一批传统手艺将集中亮
相与游客互动。祥瑞老年公寓投资 1.5 亿
元，建筑总面积为 4 万余平方米，含 664
套公寓，1300 张床位，是目前江西省规
模最大的老年公寓，也将在今年 12 月底
正式营业。

如今，昌坊乡村旅游提档升级，风生
水起，声名远播，集众多金字招牌于一身：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生态村、
全国文明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
美丽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巾
帼就业示范基地⋯⋯昌坊成了日新月异
的新农村。

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梅 花 深 处 闻 虎 啸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野生虎是健康生态系统的重要标志，
每年的 7 月 29 日是“世界老虎日”。记者
日前来到福建龙岩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的“中国虎园”，“啊⋯⋯呜！”此起
彼伏的虎啸声响彻山谷，第一次近距离听
到华南虎啸声的记者被深深地震撼了。

这啸声时而浑厚悠长，仿佛在向世
人宣告，“我才是真正的百兽之王”，让人
肃然起敬；时而又低沉甚至略带哽咽，仿
佛在哀叹家园的消失，让人黯然神伤。

走近华南虎

华南虎是我国特有虎种，也称“中国
虎”，在远古时代，我国大部地区都有华
南虎繁衍生息。但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
不断扩大，华南虎的家园不断被蚕食，至
今已经消失殆尽。华南虎于 1981 年被列
入华盛顿公约附录Ⅰ保护名单，成为我
国十大濒危动物之一，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1994 年，最后一只已知的野生华
南虎被射杀后，野生华南虎存在的可能
性基本为零了。如今，只有一些大型动
物园偶有华南虎的身影，而在中华虎园，
它们才能依稀找到一点“家”的感觉。

华南虎习惯昼伏夜出，白天的中华
虎园静悄悄的。大多数华南虎都找个凉
快地方躺下，或呼呼大睡，或微睁双眼一
动不动。黄昏时分，虎园里开始骚动起
来。一只只华南虎伸着懒腰站起身来，
此起彼伏的虎啸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华南虎头圆，耳短，四肢粗大有力。
尾巴较长，胸腹部杂有较多的乳白色，全
身橙黄并布满黑色横纹。“与动物园不
同，野化训练基地的华南虎都要喂食活
的动物，活鸡、活羊甚至活野猪，它们要
通过自己猎食才能吃到东西，这也是为
它们日后野外生存做训练。”梅花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黄兆峰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中华虎园野化基地基
本模拟野外自然环境，分为饲养区和野
化区，经过饲养区的训练后，它们都要进
入野化区独立生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使经过野化
训练，华南虎也难以真正回归山林。如
今，野生华南虎存在的可能性已经微乎
其微。过去，人类剥夺了华南虎的家园；
如今，我们要为他们开辟一个新的家园。

为拯救濒临灭绝的华南虎，1998年 9
月，福建省龙岩市从苏州动物园引进二
雄一雌 3 只华南虎进行野化豢养，率先在
全国启动了“梅花山华南虎保护工程”，
并成立中国龙岩梅花山华南虎拯救中
心。2000年于步云乡马坊村及梨岭村之
间的茶盘洞建立华南虎虎园，并再次从
广西桂林熊虎山庄引进二雌一雄 3 只华
南虎，以增加老虎种源，防止近亲繁殖。
2011 年，国家林业局批复同意在现有的
虎园内继续扩大华南虎繁育及野化基

地，预备迎回已经在南非野化多年的华
南虎，改善现有虎种的基因。2013 年，华
南虎繁育及野化训练基地建设项目启动
实施，项目总投资 2712 万元。2014 年，
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建成了占地约
100 公 顷 的 野 化 训 练 区 和 食 物 基 地 。
2015 年 8 月 12 日，虎园二期工程通过了
国家林业局的验收，虎啸山林的景观再
次呈现在世人面前。1998 年至今，虎园
共繁育成活华南虎 27 只，目前尚有 15 只
在虎园进行野化，其余则交流到外地以
供研究和参观。

纵情梅花山

中华虎园坐落于福建省西南部龙岩
市内的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
护区地处上杭、连城、新罗三地交界地
带，土地总面积 22168.5 公顷，主峰石门
山海拔 1811 米，为闽西第一高峰。区内
平均海拔 900 米，千米以上高峰 300 余
座，是闽江、九龙江、汀江发源地，有“八
闽母亲山”之称。梅花山气候宜人，山峦
起伏，动植物资源丰富，犹如一颗绿色明
珠镶嵌于北回归线上。

夏日的清晨，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内
的天诉池一片静谧。宽阔的湖面上，时
而飘过轻纱般的薄雾，让人恍若置身仙
境；时而又浓雾弥漫，使人顿生云深不知
归处之感；时而有轻盈的雨滴纷纷落下，
幻化成湖面上一个个轻歌曼舞的精灵。

梅花山一年四季各有魅力：春天，火
红的杜鹃花迎风绽放；夏天，云海飞瀑让
人叹为观止；秋日里的五彩斑斓是摄影
爱好者的最爱；冬天这里又是赏梅踏雪
的好去处。华南虎的独特魅力更吸引着
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漫步梅花山，游客不仅可以领略华

南虎的雄姿，还可观赏到猕猴、孔雀、梅
花鹿、天鹅等数十种珍稀动物，同时也可
亲近自然，享受“森林浴”。进入景区大
门就是一个动物观赏区，能看到梅花鹿
等动物。靠近尖峰岭的地方是猴山，能
看到许多散养的顽皮可爱的小猴子。顺
着登山步道上山，沿路有大片的竹海，一
年四季空气清新。走到山上还能看到弥
勒佛石、大象石等象形石景观。

天诉池是一个天然湖泊，沿湖是一片
度假区域，有四星级宾馆和山间别墅可供
游客选择。夜宿梅花山，既能享受世外桃
源般的悠闲，还能感受华南虎啸带来的震
撼，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流连忘返。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至今仍保存着
一大片完整的原始森林，森林覆盖率高
达 95%以上。”黄兆峰介绍，梅花山属东
洋界的中印亚界偏中北地带，具有向古
北界的中亚过渡性，蕴藏栖息着丰富的
野生动物。这里有陆栖野生动物 362 种，
兽类 6 目 20 科 66 种，鸟类 17 目 40 科 198
种，爬行类 3 目 10 科 40 属 69 种，两栖类
2 目 8 科 29 种，还有鱼类 5 目 14 科 51 属
65 种，贝类 4 目 15 科 27 种及浮游动物 9
目 32 科 170 种，有昆虫 20 目 150 余科
2000 余种，大型真菌 116 种。其中列为
国家重点保护的有华南虎、金钱豹、云
豹、金猫、黑鹿、梅花鹿等 42 种珍稀动物
和 金 斑 啄 凤 蝶 、詹 彩 臂 金 龟 等 珍 稀 昆
虫。梅花山是现代社会难得的“野生动
物避难所”“生物物种基因库”“天然动物
园”，被列入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
自然保护区、世界 A 级自然保护区以及
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系统名录。

留住生态家园

华南虎也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有

义务和责任还它们一个家园并与之和谐
共存。中华虎园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保
护华南虎的重任。

保护华南虎首先要保护好华南虎赖
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做好自然保护区周
边较大范围内的水源、空气、植被等各方
面的生态保护、建设为一体的综合性工
作。为此，中华虎园提出了“关爱华南
虎、关注大自然、关心人类自己”三大目
标，目的就是要让华南虎及珍稀动植物
资源生存繁衍，把生态家园交给后世的
万代子孙。

为了留住这片华南虎的生态家园，
保障龙岩生态安全，相关部门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保护区连续 19
年无森林火灾，森林覆盖率从建区时的
60.4%提高到 95.38%，活立木蓄积量达
398 万立方米。福建省杉木王、龙岩柳
杉王、龙岩长苞铁杉王、龙岩三届竹王
均出自梅花山保护区。保护区先后被评
为全国林业科普基地、全国野生动植物
保护教育基地、省级生态文明教育基
地、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青少
年生态环保教育基地等。

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积
极开展科普宣教工作，让生态保护的理
念深入人心。每年都通过举办讲座、印
制标语横幅、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开展

“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爱鸟周”“科
技活动周”“世界老虎日”等科普宣传
活动。

为取得周边群众的支持，保护区管
理局大力扶持社区经济发展。他们积极
推动社区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技术培训、
资金扶持等方式，引导群众种植茶叶、花
卉等经济作物。保护区开展的“改燃用
电”工作，既让广大群众告别了砍柴烧柴
的历史，也更好地保护了生态。

江西新余昌坊正在建设中的仿古商业街。 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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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之际，焚烧秸秆成了让不少地方政府“头疼”
的事，特别是在沟壑纵横的山区，机械化作业只能“望
洋兴叹”。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在河北兴隆调研发
现，当地借助市场力量，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秸秆综
合利用之路，不仅帮助农民解决了秸秆处置难的问题，
还将秸秆变废为宝，取得了经济、生态的双赢。

“咱用的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只是根据山区实际，
找到了秸秆生态开发利用的最佳结合点。”河北兴隆县
一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万元说。

兴隆县是燕山主脉所在地，是典型的山区县，当地
农民多种植玉米，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秸秆废弃物。“大
杖子乡周边约有 20 万亩的原料资源。”赵万元告诉记
者，秸秆处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农作物秸秆为主
原料，加入树枝、废弃菌棒等农林废弃物，制作成为牛
羊饲料；二是将上述原料通过特殊工艺压缩致密成型，
制成单位体积热值高、便于运输的生物质燃料。

记者来到了一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偌
大的厂房内堆满了小山状的秸秆包。“你看，这是处理
过的秸秆饲料，表面上看没什么不同，但牛羊一闻就知
道。”赵万元说，他们的秘诀就在于将传统的秸秆饲料
进行了发酵处理，高温高压发酵后的秸秆会散发出特
有的焦糖味，牛羊特别爱吃，“别小看了这道工序，发酵
后的饲料每吨要多卖 200多元钱”。

在兴隆县农牧局新能源办公室主任郭艳春看来，
一通新能源的另一个“杀手锏”就是秸秆的回收体系。

“兴隆平坦土地较少，仅靠人工回收秸秆成本高效率
低。一通新能源把生产车间延伸到了田间地头，就地
生产储存，让生产成本降了一大截。”郭艳春说。

记者在厂房看到，粉碎机、柔丝机等现代农机装备
一应俱全。“这些机器在生产时都派上了大用途！”赵万
元说，这些家当一度让他们捉襟见肘，好在县乡农机补
贴帮了大忙。

据估算，每吨秸秆利用可使农民增加收入 140 元，
同时还可促进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过去秸秆是
我们这里的‘一害’，防火防污染形势非常严重，现在成
了农民手中的抢手货了，全县 80%可收集到的秸秆都
得到了再利用！”大杖子乡党委书记赵海江说。

1年下来，公司生产的秸秆饲料常常需提前 1、2个
月预定才能满足需求。“在县里支持下，我们准备把秸
秆收购点拓展到周边的承德县、宽城县”，赵万元说。
刚 刚 出 台 的《 河 北 省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规 划

（2016—2030）》提出，河北省将深入开展作物秸秆利
用，到 2020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96%。

河北兴隆探索秸秆综合利用之道——

秸秆成了抢手货
本报记者 顾 阳

扶风县杏林镇涝池岸村位
于陕西宝鸡扶风县城东 7 公里
处，因有 500 多年历史的古涝
池而得名。炎炎夏日，村里却
是一派清凉景致：一汪碧水中
几只鸭子在追逐戏水，水边的
垂柳随风摇曳，凉亭里的村民
在赏景纳凉⋯⋯4 个月前，这
里的涝池还不是这个样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陕西
的每个自然村基本都建有一到
两处涝池。涝池，不仅是关中
地区农村不可或缺的湿地，也
是干旱缺水地区一道亮丽景
观。但是，近年来随着乡村经
济的发展，涝池人畜用水功能
逐步消失，涝池数量锐减，管
护成了问题。有的涝池被生活
垃圾所填埋，有的涝池成为直
排生活污水的臭水坑。留存下
来的涝池，不仅不能正常发挥
作用，还成为农村的“伤疤”。

“祖先们从明朝时候就来
到了这里，依水而居，涝池对
村子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自 1970 年宝鸡峡引渭工程通
水后，取自涝池的生产生活用水越来越少，涝池渐渐
废弃。特别是近年来，涝池成了人们倾倒生活垃圾和
建筑垃圾的大坑，影响了村里的环境。”村民冯天
成说。

今年 5 月，陕西省启动了涝池水生态修复整治工
程。以前的垃圾坑如今变成了功能完善、风景如画的
景致，成为大家休憩纳凉的好去处。

涝池岸村的涝池就是陕西省确定的首批修复整治
试点之一。水利部门用时一个多月，对原来的涝池进
行了清淤，扩大呈“葫芦”形，容积达到 4600 立方
米。为了保持涝池水质清洁，由宝鸡峡灌区渠道接入
了引水管，并配建了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重建的
涝池不仅修复了蓄排水功能，还在周边建设了休闲广
场、人行步道、草皮护坡、文化墙、观景亭等设施，
供村民休憩娱乐。“原来村民都躲着涝池走，现在大
家没事就爱围着涝池转！”村支书杨育新笑着说。

7 月初，陕西省在宝鸡召开了农村涝池水生态修
复与整治工作现场会，全省农村涝池水生态修复与整
治工作的全面启动，陕西共规划修复整治涝池 9070
座，其中防洪排涝型涝池 2470 处，人文景观型涝池
2861 处，蓄水灌溉型涝池 2320 处，水系联通型涝池
1018处，生态湿地型涝池 401处，总投资 22亿元。

各地涝池建设必须遵循“能恢复蓄水排涝、能修
复自然生态、能联通区域水系、能惠及民生需求、能
传承历史人文、能持续安全管护的涝池和塘坝先行先
试，公共基础设施补助测算，工程非工程措施结合，
水域岸线接近自然，当地资源充分利用”的总体
思路。

“在涝池建设中，我们坚持遵循‘四个结合’，即
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相结合，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
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脱
贫致富相结合，与关中水系联调联通联控建设相结
合。力争每一个涝池既能满足乡村防洪排涝、保塬固
沟的需要，又能满足老百姓文化体育、休憩娱乐、生
态旅游的需求。”陕西水保局局长张秦岭表示。

陕西修复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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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涝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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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涝池成新景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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