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的岭南，无论穿行于四面环水、
风景宜人的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还是
漫步于森林茂密、百花争艳的肇庆北岭山
森林公园，都有无处不在的绿色，为这座
城市平添了别样风韵。

肇庆市林业局副局长冯肇年说：“森
林公园建设，是肇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
新一轮绿化大行动的重点项目，也是一项
惠民工程。意在更大程度地改善人居环
境，缔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新形象，让全体
市民共享生态福利。”

肇庆市根据自身的自然资源特点，将
公园建设与城市环境相结合，以七星岩景
区为中心，将北岭山、羚羊山及西江沿岸
景观作为建设重点。同时，在中心城区继
续添绿，扩展城乡休闲绿地。其中，羚羊
峡古栈道森林公园是依托千年西江古栈道
修建的，规划面积为2.42万亩，是闲游休
憩、户外徒步的好去处。

据了解，肇庆目前已建成各类森林
公园118处，面积约15.5万公顷，包括1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11 个省级森林公
园，1 个市级森林公园；建成湿地公园 7
处，面积共1669公顷。

冯肇年介绍：“除国家级、省级、市
级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外，肇庆还结合
自身森林公园的林型、特殊地貌及湿地
公园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在现有的基
础上布局建设了58个县级和47个镇级森
林、湿地公园。肇庆计划至 2022 年，完
成构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镇
级森林、湿地公园体系。”

坐落在肇庆市鼎湖区鼎湖山山下的

坑口街道蕉园村，被称为“岭南古树第
一村”。记者在蕉园村看到，每户门口都
有一棵树，树下是村民们设置的“社
坛”。鼎湖区林业局科技营林股股长梁明
珠称，保护古树名木不单单是保护绿色
生态，也是对中华古老文化的呵护。

肇庆市委书记赖泽华说，肇庆是广东
的重点林区之一，也是珠三角重要的生态
屏障，守护好、发展好林业就是牢牢把握
住肇庆兴盛的命脉根源。

随着森林城市创建工程的推进，肇庆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的绿色
越来越浓，已成为全市生态建设的一大亮

点。以位于肇庆市城区北郊的北岭山森
林公园为例，它的满眼苍翠已成为肇庆

“山·湖·城·江”的主背景。
北岭山森林公园建设项目是肇庆市

委、市政府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和建设生
态文明的重要战略工程。项目建设过程
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项目选
址、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等多次进行现
场指导；施工人员风雨无阻，忙碌赶
工，一步一步搭建起近 10 公里的登山步
道。

为了让公园的绿色更加浓郁，让市民
的生态意识不断提升，肇庆市林业局邀请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植物分类专家
对公园内的树木进行了鉴定，并为常见的
和地区特有的 800 多株树木进行挂牌，还
在树牌上印上了二维码“身份证”，扫一扫
就可以清楚了解到树木的分布区域、生长
习性、药用价值等信息。

北岭山只是肇庆市众多公园建设的
一个缩影，鼎湖区碧莲湖湿地公园、德庆
县香山森林公园已全面建成并向公众免
费开放；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已建成
9.2 公里的古栈道步径；黄金谷森林公园、
九龙湖森林公园正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
化基础设施建设。

森林城市创建工程最大的受益者无
疑是肇庆市市民。冯肇年表示，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让美丽肇庆的“生态红
利”惠及百姓。目前，肇庆市域森林覆
盖率 70.34%，比创建前提升 1.95 个百分
点；城区绿化覆盖率 42.3%，比创建前
提升 3 个百分点；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6.66平方米，比创建前增加3.53平方
米；城市重要水源地森林植被覆盖率
97.55%，比创建前提升 21 个百分点。
2015 年肇庆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为 312 天，同比增加 13.1 个百分点。同
时，植绿、播绿、爱绿理念已融入肇庆
市民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的
幸福感。

“山·湖·城·江”，满目青翠，生态优
美，已成为肇庆最具吸引力的亮丽“名
片”。宜居、宜游、宜业的“森林之都·美丽
肇庆”，正在肇庆人民科学发展的生动实
践中变为现实。

广东肇庆：依山拥水七成林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深秋时节，登上河南禹州
市文殊镇陈南村背后的翟山，
核桃树漫山遍野。这里的核桃
种植已有10多年历史，带动周
边村庄发展核桃种植 5000 多
亩，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原来我们村经济靠挖煤，
一挖就是10多年，虽说钱挣了
不少，可挖煤导致房子裂缝了，
耕地也塌陷了，运煤车一过四
处全是煤灰，门外晒的玉米都
成了黑的，更别提下井的时候
家里人有多担惊受怕了。”村民
田世全说。

为了给村里找一条发展新
路，村民们在老支书王战军的
带领下，经过多次尝试，最终选
定了核桃种植。

“我家包了 10 多亩核桃
林，一年能挣3万多元，打理完
核桃，还有空闲种地、打工。”村
民陈中喜说。

陈南村从“黑色经济”到
“绿色经济”的转变，正是禹州
转型发展的缩影。

长期以来，禹州这座拥有
丰富煤炭资源的城市在坐享资源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
时，也承受着环境污染严重、安全事故频发等诸多问
题。为摆脱资源依赖、创新发展模式，禹州大力抓生态
文明建设，加快发展生态农业，达到了“一举求多效、激
活全盘棋”的效果。

为鼓励集体、个人创办和领办农业企业，禹州市出
台了多项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申报各类财政及金融项
目共计 24 个、项目资金 12.4 亿元；借助科技下乡、“雨
露”培训等活动，在基地建设、产业发展、功能完善、品
牌创建等方面积极进行技术指导，并引导都市生态农
业与阿里巴巴、“一亩田”等国内知名电商对接，鼓励发
展“互联网+”模式，提升农业基地综合效益。

与此同时，一系列围绕生态农业展开的特色活动
精彩纷呈，如泓硕农业举办的梨花节，吸引了 8000 多
名各地游客；豫征农业以历史文化名人苌弘为依托、以
养生膳食文化为亮点，举办了“苌弘养生膳食节”；盛田
农业的“杏”福摘取杏园采摘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
2015年，泓硕农业还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以及河南省休闲农业示范农庄。

如今，禹州市已经形成了观光采摘农业、特色农
业、游玩式农业公园、综合性休闲农业等 4 种产业形
态，通过将生产、生态、生活3种功能融合发展，农业经
营主体的经济效益稳步提高；8 个都市生态农业示范
园区已建成面积 1.3 万亩，促进就业 2400 人，带动增
收1160万元，农业特色产业总体规模达到1.3万亩，基
地 产 值 4000 万 元 。 2015 年 ，全 市 农 民 人 均 收 入
13838元，增长了8.8%。

“工业是命脉、是主导，农业是根本、是基础。作为
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只有农业向好，才
能全局主动。”禹州市委书记王宏武表示，今后禹州市
将继续致力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持续提升农业综合效
益，确保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助力该市“建
设美丽禹州，共享美好生活”目标的顺利实现。

河南禹州

：

从挖煤到植绿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金秋时节，稻香鱼肥。贵州省从江侗乡稻鱼鸭复
合系统种养示范田内，农民开田捉鱼、收割稻谷，一派
丰收景象。

“经测产验收，从江侗乡稻鱼鸭种养示范稻田实现
亩产稻谷 620 公斤、田鱼 40 公斤、鸭 30 公斤，平均亩
产值6600元。”从江县农业局局长韦建灵说，今年农民
又迎来了一个沉甸甸的丰收年。

近年来，从江县利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张
金字招牌，按照“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思
路，大力推广稻鱼鸭复合系统生态种养，今年在全县的
重点贫困乡镇、村实施 2600 亩“稻—鱼—鸭”种养示
范，免费向农户发放鱼苗 52 万尾,鸭苗 5.2 万只,覆盖
12个乡镇28个村，辐射带动面积12万亩。

据了解，从江侗乡稻鱼鸭种养已有千余年历史，该系
统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独特的农业生产模式、古朴的少
数民族文化，于2011年成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试点，2013年入选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韦建灵介绍，为使创建示范实现辐射带动和可持
续发展，拓宽稻鱼鸭产品销路，从江县农业局今年采取
企业+农户+合作社的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此外
还积极支持有能力、厨艺好的人士在县城里开办稻鱼
鸭农耕产品实体店，让人们品尝到色香味俱全的稻鱼
鸭美味，感受当地农业文化遗产深厚独特的韵味。

2016 年 8 月 23 日，国家林业局举办
全国国有林场场长培训班，其中一项重要
内容就是参观考察河北平泉县国有黄土
梁子林场。为什么一个地处河北最偏远
地区的县属国有林场能够进入国家林业
管理部门的视野？这是因为该林场经营
管理创新走到了全国前列，使这里的森林
覆盖率由最初的0.6%上升至71%。如果
按照每公顷森林提供价值 8.5 万元的通
行标准计算，这个林场每年可为社会提供
生态价值12亿元以上。

1954 年建场的黄土梁子林场地处燕
山山脉辽河上游的冀辽内蒙古交界处，属
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区域，年平均气温仅
6.6 摄氏度，无霜期 120 至 130 天，这里距
浑善达克和科尔沁两大沙地仅400公里，
是阻止风沙南侵京津的最前沿。因此，这
里不仅担负着植树造林绿化的任务，还担
负着为京津阻沙源、保水源的重任。

为了给京津冀创造优美的生态环
境，黄土梁子林场职工在这森林覆盖率不
足百分之一的荒漠上进行了几十年如一
日的不懈拼搏。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科技
创新造林方法、营林管护创新理念、积极
探索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
最终使荒漠变成了绿洲。

创新造林模式
让荒山荒坡披绿装

搞林场建设，最根本的是绿化，衡量标
准就是绿化率。在年均气温不足7摄氏度
的干旱地区要实现全覆盖性绿化，难度可
想而知。黄土梁子林区多为石质山区，阳
坡干旱、土壤瘠薄，植树造林成活率几乎为
零。但林场职工们没有灰心气馁，与北京
林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山东农科院、河
北科技师范学院等院校开展合作，千方百
计创新技术手段，提高植被成活率。

在科研单位和林场员工的共同努力
下，石质山区创造性地采用了“油松小反
坡造林法”、“刺槐林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法”、“油松林保留母树天然落种法”等，使
该地区造林成活率成倍递增。

在石质阳坡山区植树，长期以来都是
林业部门工作的难点。林场职工费尽心
力，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不断摸索，发明了

“小反坡造林模式”，使栽植的油松成活率
提高十多倍，达到 90%以上。该技术被
省林业部门推广到燕山、太行山区广泛采
用，为全省山区造林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土梁子林场有刺槐林 4 万余亩。
2000年以后，均进入衰退期，面临生长缓
慢，母株数减少，林地不能发挥其生产潜
力，经济效益显著降低的局面。林场职工
积极探索研究，从 2003 年开始对刺槐林
更新进行技术攻关，经过 3 年试验，成功
地研究出《刺槐断根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技
术》，解决了刺槐林经营密度和生长退化
问题，使每亩株数成倍增加，实现了刺槐

林更新复壮，保证了原生植被。

创新管护模式
提升资源利用水平

植树造林不仅要求能成活，还要求长
得好。因此，这就需要一切以森林资源可
持续利用为出发点，培育健康、稳定、高效
的森林生态系统，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增
强森林生产能力，让资源利用水平最大限
度得到提升。

黄土梁子林场先后创造出“沟域经
营”、“中幼林目标管理”、“公益林带状采
伐”等一系列全新的森林管理模式，使活
立木蓄积量在最近 5 年来，以年均 5 个百
分点的速度增长，截至目前已经达到74.8
万立方米。

林场以前采用以人员分组形成的小
班进行生产管理，这种方式虽然在人力
分配上比较明晰，但在全场系统管理上
极为不利。为此，林场管理者打破常
规，变“小班”经营为“沟域经营”。把
全场相对集中的林地资源规划为35个生
态沟域，在国内率先按生态流域对林
地、林木进行“综合设计、集中作业”，
在流域中按照“宜造则造、宜抚则抚、
宜封则封”的方式系统安排作业，实现
整个林区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最大
化。“复合式”经营路径就是通过“带状
采伐”“目标管理”，更新人工油松、落叶松
纯林，调整纯林比例。以定向目标培育方
式，按照针阔混交林诱导模式，营造复层
异龄混交林，促进人工林近自然化，改善
林分质量，提升森林的生态功能。林场在
油松、落叶松内栽植黄柏、蒙古栎，培育珍
稀树种、增加森林后备资源、改善森林结
构、提高森林质量。

过去多年中，林场中幼龄林抚育一

直采用统一栽种、整体砍伐的生产模
式。如今他们借鉴德国近自然育林理念
并加以创新，在管护中采用定向目标管
理模式，对“母树”进行“修枝、生态
疏伐、清理死树、定株、林地清理”来
去除自然干扰，提高生产能力，在抚育
中把枯枝、多余枝去掉，把小老树伐
除，改善林分环境，促进林木健康成
长，达到森林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最
大化。在森林采伐过程中改变“砍伐—
造林—砍伐”的循环往复作业方式，变

“整体皆伐”为“带状采伐”，变“砍好
留坏”为“砍坏留好”，劣者尽早淘汰，
让优者尽情成长，一举提高森林成材率
50%以上，使大树好树“一棵顶一车，
一车顶一坡”。

创新经营模式
让林场职工享实惠

搞林业建设，必须做到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兼得。面对国有林场“不城不乡、
不工不农、不事不企”，大多数苦于“找饭
吃”，难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森林资源保
护和培育上来的困境，黄土梁子林场狠抓
了经营模式的改革，在确保林场产生生态
效益的同时，千方百计提升经济效益，增
强自身造血功能。

其中，将发展生态林业与发展绿化观
赏苗木相结合；将发展林上经济与林下经
济相结合；把森林病虫害防治与促进饮食
文化相结合，均创造了可观效益。

平泉县林业局局长孙树田告诉记者，
黄土梁子林场因地制宜搞经营，取得了非
常好的示范带动效应。比如在生产经营
中，该林场把山地苗圃建设与森林抚育有
机结合起来，根据树木的个体差异，变过
去的单一用材林培育为多目标个性化培

育，特别是对油松等市场畅销的绿化苗木
进行有针对性的精细化培育，采取拉枝、
去头、修剪等技术，迅速提高林木价值，使
林区路边、坡脚那些歪歪扭扭的“丑树”，
摇身一变成为价值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
园林抢手货，成为“摇钱树”。目前，该林
场已建成山地苗圃面积 3000 亩，潜在价
值超过8000万元。

松毛虫治理是黄土梁子林场变害为
利的一个创举。松毛虫位居10大森林病
虫害之首。2003 年起，黄土梁子林场就
开始研究怎样利用松毛虫蛹。河北农业
大学林学院的 6 名大学生在导师的带领
下走进黄土梁子林场，开始了《环境诱导
油松抗虫性与昆虫的适应机制》的课题研
究，投资 7 万多元建起松毛虫加工流水
线，使其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如今松
毛虫蛹采、加、销形成一条完整生产线，使
难以根治、人见人怕的“松树害虫”变身为

“资源性昆虫”。不仅虫害得到根本遏制，
松毛虫美食产品还荣获了河北省名菜金
鼎奖。

众多创新创造中，林下食用菌种植
尤值一提。根据食用菌喜阴喜湿的特
性，林场干部职工在海拔500米至1600
米、林内郁闭度0.5以上的林下进行仿野
生香菇生产实验，将高新技术与天然环
境有机结合。该模式下产出的香菇，品
质上与野生菌接近，主要矿物质元素高
于陆地设施生产的香菇。这种模式还实
现了菌糠无害化循环利用，不仅使每亩
森林产生上万元林下产值，生产食用菌
后的菌糠废料还能直接被林地分解吸
收，提高了林地肥力。该技术先后获得2
项国家发明专利和2项省级科研成果，被
中国科技创新专业委员会授予“生态共
生示范基地”。目前该项技术已经在承德
全面推广，产生的经济价值不可估量。

河北平泉县国有黄土梁子林场创新造林方法、管护理念和经营模式——

创新化雨露 荒漠变绿洲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陈彦华

贵州从江推广稻鱼鸭复合系统生态种养

复制生态农业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梁 雨

在不久前获批成为“国家森林城市”的江西省鹰潭
市，市民出门即赏景，推窗能见绿。鹰潭市滨江公园内
林木葱郁，空气清新，是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所。

徐 蓉摄

左图 保留

母树天然落种法

的油松林。

下图 职工

在林下采摘富硒

香菇。

陈彦华摄

出门即赏景 推窗能见绿

图为北岭山森林公园。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