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庭 中 有 树 村 在 林 中
——山东淄川立足镇情村俗建设宜居家园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闫盛霆

虽是盛夏，但置身于山东淄博市淄川
区太河镇梦泉村的层层绿荫中，感受到的
却是阵阵清凉。潺潺细流，从青石铺就的
街巷上流过；片片青苔，点缀在石屋的墙
壁上。在外闯荡了 20 多年的村民李兴
斌，自幼喜爱画画，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
是坐在街巷一隅，用画笔记下这浓浓的乡
愁：“家中有树，村在林中，人在画中，跟小
时候的情景一个样。”

留住美景更要留住乡愁。近年来，
淄川区实施乡村文明行动，在村庄规划
中采取“一村一策”的方式，将山区村
居修旧如旧，展现原始生活风貌；近郊
村居，在改造提提升的同时，留出最能
体现风貌的一段建起民俗馆，在美化了
乡村环境的同时，留住乡村记忆。目
前，全区拥有中国传统村落 2 个，山东
传统村落 28 个，总数名列山东各区县首
位。“全国美丽乡村”“山东省宜居村
镇”等殊荣也花落淄川。仅每年前来淄
川区写生、摄影的院校学生就达 30 多万
人，峨庄、五股泉等天然美景，已成美
术写生的必选之处。

与此同时，该区还全面推行城乡环卫
一体化和乡村净化、亮化、美化、硬化、绿
化“五化”工程，并探索出“政府监管、市场
运作”的环卫一体化长效机制，村村配备
垃圾桶、保洁员，全部纳入统一管理，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梦泉村是淄川区最南部的一个小村
落，这里不仅有明末清初的古朴石屋石
街，更有齐长城遗迹、劈山、孙膑梦泉传说

等文化遗存。尤其是家家有树木，山上种
满林木，使村庄犹如隐藏在森林中。村党
支部书记李兴贵告诉记者：“种树如种德，
敬树如敬神，这种朴素的生态观念已成为
广大村民的自觉行为，使得梦泉村成为了
首批中国传统村落。”

走进位于梓橦山下的全国首批美丽
乡村双杨镇藏梓村，一排排崭新的楼房
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房前屋后，栽满
了各类花木果树；整洁宽敞的道路，绿
树环绕成荫；容纳千人的文化广场，人
们载歌载舞。很难想象，十多年前作为

“江北瓷都”，这里以生产工业陶瓷为
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烟筒林立，
粉尘肆虐，让人悔之不及。“经过彻底治
理，现在这里已脱胎换骨，变得温馨宜
居。”双杨镇党委书记李庭介绍说。近年
来，该镇在藏梓、月庄、赵瓦、杨兰、
凤凰、白沙等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惠
及了 3853 户，11347 名群众。或接轨城
镇新生活，或发展乡村旅游业，6 个村连
点成线串成了一条亮丽的风景带。

淄川区西河镇东庄村，早在 1998 年
就被评为“全国绿化千佳村”。如今，这里

山顶绿树戴帽、山腰林果缠绕、山底花草
环抱，绵延数十里的林木像一道绿色画
廊。“我们村都是石头房，青石到顶、古色
古香、冬暖夏凉，把闲置的老房子一改造，
很受城里人欢迎。”村党支部书记韩吉强
说，目前已经有 10 多户百姓的闲置房屋，
开始接待城里游客住宿。

一路走来，满目葱绿，淄川区的美丽
乡村建设如一幅秀美的画卷正徐徐展
开。“我们因镇因村制宜，立足镇情村俗，
建设宜居幸福新家园，使百姓的生活有了
获得感。”淄川区委书记李新胜说。

河北承德市林地面积已达3360万亩，占京津冀三省市林地面积的36%——

塞外山城聚木成林阻风沙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梁世芳

暑夏时节，是塞外山城承德最为美
丽的季节，在花香四溢的微风中，记者爬
上海拔近 2000 米高的塞罕坝人工林场
的望火楼，将千山万壑尽收眼底，一片片
山林郁郁葱葱。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这
是承德多年来坚守的底线。这些年，我
们坚持把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作为促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一要务，已建起自然
保护区 10 处、森林公园 23 处、湿地公园
20 处。目前全市林地面积达到 3360 万
亩，占全市总面积 56.7%，占京津冀三省
市林地面积的 36%。”承德市委书记周仲
明说。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密密实实的森林
阻挡风沙、涵养水源、提供氧气，才使得
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实现了持续好
转，承德也因此被国家确定为第一批“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让生态家底厚起来

承德地处河北东北部，这里南接京
津，北连内蒙古，既是京津重要水源地，
也是我国西北沙漠地区阻挡风沙南侵的
最后一道防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承
德的森林覆盖不到30%。再加上之前粗放
的发展方式，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面对环境变坏、百姓变穷的现实，承
德市认识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承德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长
效机制，数十年如一日地实施“21 世纪首
都水资源保护”“再造三个塞罕坝”“京津
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绿化工程，和

“生态造水、工程涵水、产业节水、环保治
水、管理要水”等水源涵养工程，使得承
德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森林覆盖率以年
均 1.4 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仅“十二
五”期间就新增造林绿化面积 405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56.7%，治理水土流失
2708 平方公里，同时使涵养水源能力大
大提高，年向北京、天津供水分别达到
4.73 亿立方米、4.70 亿立方米，出境断面
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在
100%，水环境质量保持全省第一位。

丰宁县的小坝子区域，是内蒙古风
沙进京的自然通道。上世纪末，水土流
失面积一度达到 70%，一年中发生沙尘
暴 20多次，沙区以每年 3.5公里的速度向
南推进，最南端距北京仅 110公里。严重
的生态危机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
家决定以此为起点，实施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为了恢复生态，该地采取了集
中治沙、整体搬迁、集约经营的协同推进
方式进行生态治理，使坝上风沙源治理
实现了生态、生产、生活良性互动。在植
树过程中，他们从几公里外运来黄土，放
在挖好的沙坑中，然后才能栽上树苗，每
隔一两天就要浇一次水。尽管工程进行

得十分艰辛，但大家仍然坚持下来了。
截至目前，小坝子乡森林覆盖率由 16.6%
提高到 29.6%，林草覆盖率由 30%提高到
70%，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59%以上。

“我们的绿化目标是到 2020 年，再
完成造林绿化 500 万亩，使全市森林覆
盖率达到并稳定在 60%以上；让水资源
涵养能力提高到 15 万吨每平方公里，水
资源总量增加 16 亿吨；届时，承德全市生
态综合吸收二氧化碳 3201.8 万吨，释放
氧气 1609 万吨，其生态服务的总价值可
达 2784亿元。”承德市市长常丽虹说。

把环境污染降下去

区域绿化是环境好转的重要指标，
但并非唯一指标。只有节能减排的文章
做足，让环境污染指标降下来，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前，承德市正在使出浑
身解数抓节能减排。

2015 年 6 月，随着滦平县滦平镇南
瓦房黏土砖厂被爆破拆除，承德 186 家实
心黏土砖瓦窑企业全部被拆除取缔，黏
土砖瓦彻底退出承德。至此，承德先后
关停、取缔小钢铁、小水泥等排放不达
标 、污 染 企 业 1596 家 ，拆 除 燃 煤 锅 炉
1000 多台，有 2380 多个项目因不符合标
准被拒绝。仅“十二五”期间，承德向大
气环境宣战项目就实施了节能改造和污
染减排项目 1063 个，取缔燃煤锅炉 776
台，淘汰黄标车 45897 辆，推广使用清洁
炉具 3.8 万台，超额完成了国家和省里下
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使空气质量二级以
上天数始终保持在 240天以上。

矿产资源开发过去一直是承德的重
点产业，然而这个行业同时也是污染的
主要源头。据承德市发改委主任王毅介

绍，目前承德共有采矿企业 1396 个，开采
面积 60 多平方公里，由于长期粗放开采，
不仅对区域地表面积破坏极大，并且还
形成许多尾矿库坝，对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形成巨大威胁。从 2015 年开始，承德
出台了“建设国家级绿色矿业发展示范
区”的攻坚计划，大力开展矿山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利用 3 年至 5 年时间，实现 60
平方公里毁损矿山复垦披绿；大力开展
矿业企业整合改造，压减采矿企业 700
个；大力推进矿山企业转产转型，使 400
家矿企转变生产门路；大力淘汰落后产
能，取缔落后矿企 300 家。目前，该项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得进行中，其中仅滦平
县 2015 年全年共植树、种草 550 余万株，
使 1000余亩矿山面积得到了深度绿化。

让百姓生活变富足

周仲明告诉记者，承德着力打造京
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对京津阻挡风沙、
涵养水源、美化环境起到了巨大作用，但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也受到严重制约。
时至今日，全市所辖的 8 个县均是国家、
省扶贫开发政策覆盖范围，域内 378 万人
口中，仍有 50.07 万为贫困人口。因此，
如何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把
经济建设搞上去，让百姓生活变富裕，是
至关重要的大事。

出于这样的认识，承德在多年摸索
和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依托良好生态环
境，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高端旅游服务、
高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新材料新能
源、食品药品加工、现代物流、文化创意
等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之路。

让生态美和百姓富结合最好的是经
济林产业。承德结合实际制订了经济林

近期和远期两个目标，板栗、苹果、山楂、
山杏等“七大”经济林。仅在“十二五”期
间，就发展和改造经济林 925 万亩，全市
农民人均拥有 12.78 亩林地、3.42 亩经济
林、1.25 亩果树，农民年人均林果收入
2836 元；到 2020 年，全市经济林总规模
达到 1100 万亩，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农民年人均经济林收入达到
9000元。

承德依托环境优势、世界现存最大
皇家园林文化优势、紧邻京津等大城市
的地缘优势，大力发展观光游、休闲游、
生态游、文化游、农家游等业态。2015
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3349.60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4.26%，实现旅游收入 338.20 亿
元、同比增长 27.81%。

承德风光秀丽，水源充足，他们将自
然优势与产业优势相结合，大力发展风
能、水能、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产业，
截至目前清洁能源电力装机 332 多万千
瓦，新能源产业总产值达到 78 亿元，而到
2020 年装机将达到 1314 万千瓦。新能
源产业总收入将达到 330 亿元，有望成为
承德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承德还依托良好生态环境所产生的
巨大生态引力，开展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效益好、环境影响小的高新技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比如大数据
产业就是目前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强劲的
产业之一，承德就充分利用邻京近津、空
气干净、清洁能源消纳方便等独特优势，
大力开展产业引进和产业创新，成为京
津冀大数据走廊上重要的节点城市。国
家 绿 色 大 数 据 中 心 也 落 户 于 此 ，自 从
2015 年 11 月运营以来，目前已有 30 多
家企业入驻，预计到今年 10 月将有 100
家企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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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游客在江西安远县三百山国家风景名

胜区的顶峰看台上赏景拍照。进入盛夏，该景区游人

如织，迎来夏季旅游高峰。三百山是江西安远县东南

诸山峰的合称，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处，武夷山脉东

段北坡余脉交错地带，是长江水系之贡江与珠江水系

之东江的分水岭，是香东江的源头。 陈跃星摄

江西三百山风景区游人如织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盛
夏时节，关中平原暑热难耐，可在
陕西省咸阳市，一项化腐朽为神
奇的生态治理工程——渭河滩面
生态治理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
行中。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
工程西起陇海铁路桥，东至上林
大桥，全长 3.22 公里，规划面积
1500 亩，总投资 9430 万元，主要
建设绿化、亮化、美化渭河渭城段
沿线滩地以及中央湿地景观区、
亲水体验广场、百亩荷塘等 10 个
滩地生态景观，使这片杂草丛生
的乱石河滩成为一个百姓生态休
闲的集聚地。

咸阳市的渭河滩面生态治理
工程仅仅是渭河生态区建设的一
个分支项目，据陕西省渭河综合
治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党德才介
绍：“陕西将加大渭河综合整治力
度 ，计 划 用 5 年 时 间 预 算 投 资
189 亿元建设渭河生态区，其面
积 达 到 了 1000 平 方 公 里 。 届
时，陕西关中地区将形成秦岭、渭
河南北相望的两大生态景观带。”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是
陕西人民的母亲河，灌溉着两岸
1400 多万亩良田，养育着陕西省
64%的人口，集中着陕西省 65%
的生产总值，在陕西乃至西部经
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战略地
位。但多年来，渭河的生态环境
持续恶化，上游水土流失严重、中游水污染加剧、下游
河道淤积日趋严重，小水大灾成为常态，制约了渭河沿
岸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安全。

为恢复渭河生态功能，陕西于 2011 年印发了《渭
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方案》，截至去年底已累计
完成投资 210 余亿元，建成堤防工程 630 公里，生态湿
地及水面景观等 15 万亩。实现了“洪畅、堤固、水清、
岸绿、景美”的前期治理目标。

进入“十三五”后，陕西省进一步加大了水资源环
境的整治，而渭河整治的全新方案就是建立渭河生态
区。按照“巩固、提升、综合”的治理要求，实施滩面整
治、河道疏浚、水污染治理、湿地建设等措施，让河湖库
塘连接，人工水道与自然水道贯通，形成渭河与其他主
要水系内部大循环、外部大连通的关中柔性水系，力争
获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党德才介绍，渭河生态区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在
前期综合治理的基础上，以渭河生态保护为前提，沿原
有已建成的渭河河堤南北两岸进行扩展。需要完成河
滩地整治 35 处、治理入渭支流 31 条、建设堤防 79 公
里、退耕还湿建设湿地 77 处等系列工程。城市核心
区、城市规划区、渭河农村段将分别向外扩展 200 米、
1000 米和 1500 米。新的生态区将重点开展渭河生态
修复、水源涵养、水景观提升及沿岸产业开发。

投资

1 8 9

亿元

，面积达

1 0 0 0

平方公里

陕西将建渭河生态区

开会的会场，是运用生态原理设计的冬暖夏凉的
农家生态房屋。会场外稻浪翻滚的梯田，则采用鸭蛙
稻的生态农业耕作方法，不再使用农药、化肥、除草
剂。会场内，展示着用当地自然材料开发的高附加值
手工艺品。专家同当地村民的座谈，就在户外的稻田
边举行⋯⋯这些场景，通过互联网视频与全球实时分
享。这是中国乡村与世界就绿色发展问题进行的一场
特殊对话。

8 月 1 日至 6 日，在位于湘鄂两省交界处的湖北石
首市秦克湖畔的农户家，30 余位来自美国、德国、瑞
士、法国、荷兰等国，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机构的
学者，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

“中国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及其全球性含义”。
研讨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绿色发展基础领

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可持续研究院、全球绿色增
长研究所联合主办。

与会嘉宾认为，中国正从过去不可持续的粗放式
增长，转向绿色可持续发展。如何根据各地的实际情
况，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可操作化的具体路径，是摆在各
个地方面前的一个艰巨挑战。欠发达地区如果能够利
用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数字互联网时代的新优势，蛙跳
式地走出一条新的绿色发展道路，则其探索具有全国
乃至全球性意义。在湖北石首这片传统水稻农区，正
在悄然探索着一条绿色嬗变之路。

研讨会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研讨会主办方研
究团队及其他国际学者一起，将就中部传统农区（石
首）绿色发展探索面临的各类问题，进行持续数年的跟
踪研究，不仅从对中国案例的研究中得出有价值的理
论和政策建议，也同时向世界讲述中国农村的新故事。

关于绿色发展的

一 场 特 殊 对 话
本报记者 祝惠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