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林芝走出了一条发展生态经济、传承生态文化、促进生态惠民的旅游发展道路——

生态旅游，赢了经济美了环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朱文娟

西藏林芝走出了一条发展生态经济、传承生态文化、促进生态惠民的旅游发展道路——

生态旅游，赢了经济美了环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朱文娟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京津冀三地环保
部门于8月1日至9月15日，以大气、水环境质量
改善为核心，实施联动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偷排偷
放、超标排放、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
行为。

近日，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机制第四次联席
会议发布了《2017年夏季京津冀联防联控环境保
障工作方案》《京津冀 2017 年夏季水污染防治联
合督导检查工作方案》，并进行了具体部署。

在大气污染方面，三地环保部门将以燃煤企
业、工业企业、“散乱污”企业、高排放机动车、“三
烧三尘”等为重点，开展联动执法，问题随时发现、
随时处理、查处到位，依法严厉打击涉气企业偷排
偷放、超标排放、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行
为，推动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在水污染方面，三地将加大执法力度，全面防
控交界流域水体污染。

历时一个半月——

京津冀启动环保联动执 法

一日三餐的厨房油烟排
放是雾霾形成的重要因素之
一，却常常被人们忽视。“餐
饮业油烟与工业废气、机动
车尾气，已成为造成大气污
染的三大主因。”在日前举行
的“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油烟高效分离与烟气净
化关键技术与设备”项目启
动会上，该项目负责人、方太
集团技术总监李斌表示，对
油烟高效分离和烟气净化关
键技术的研究和成果应用可
以改善空气环境，提升城市
居民的呼吸幸福指数。

据了解，餐饮油烟对城
市 PM2.5 的 贡 献 率 超 过
10%。除了污染空气，餐饮
油烟还对人体健康造成重大
威胁，高温状态下的油烟凝
聚物有强烈的致癌、致突变
作用。

目前家用吸油烟机的环
保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作为
国内吸油烟机行业的开创者
和领导者，方太的专利总数
超过 1000 项，其中包括高
效静吸、敞篷宽流进风、全加
速直排系统、全自动隔烟屏
等发明专利 200 多项，以及国际领先的环保专利
22 项。“方太吸油烟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吸得
干净、滤排彻底的问题，在解决中餐烹饪油烟治理
及清洁排放的综合技术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李斌说。

若将家用吸油烟机的环保技术应用于餐饮和
工业油烟治理，仍有技术难题亟需突破。为破解
这些技术难题，方太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中科
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9家单位组成项目联合创新
研究基础团队，将通过“油烟高效分离与烟气净化
关键技术与设备”项目的研究，进一步突破相关技
术并推动产业化应用，从而全面降低烹饪油烟对
大气环境的影响。

李斌介绍，该项目下设 5 个课题，将通过 3 年
半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明晰我国餐饮油烟排
放特征及污染特性，形成数据积累，并据此突破油
烟高效捕集、分离与净化技术，建立油烟在线监控
平台和预警系统，研制出新一代系列高效油烟分
离与净化产品，开展在餐饮、食品加工业和居民住
宅小区的工程示范。

“项目涵盖了油烟从污染源、在线表征、净化
技术到净化技术产业化的全过程控制，对于餐饮、
食品加工业、家庭烹饪油烟治理均具有重要意
义。”李斌表示，中国家庭的厨房空间普遍较小，但
其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却不小，厨电行业的持续创
新显得尤为重要。据悉，方太即将推出的新品吸
油烟机已经全面升级了静电分离装置，可以实现
更加优异的油烟净化效果。

油烟高效分离与烟气净化关键技术实现突
破，对于推动我国吸油烟机行业的发展具有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王
雷表示，环保是全社会的需求，油烟净化技术对
大气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希望方太可以在油
烟高效净化分离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并促进和带
动整个家电行业重视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为中
国实现从家电大国向家电强国转化作出积极的
贡献。”王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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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阳 宝 座 、 雪 域 江 南 、 西 藏 “ 瑞
士”⋯⋯林芝拥有驰名中外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花海春季、避暑夏伏、童话金秋、
阳光冬日⋯⋯林芝拥有一年四季让人心驰
神往的舒适与韵味。丰富的自然资源，给
予了西藏林芝无比受人宠溺的“外貌”。
但这个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旅游名
地，却创新性地走出一条发展生态经济、
传承生态文化、促进生态惠民的旅游发展
道路。

用心：在保护中求发展

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
企业一律不准进入，景区景点开
发必须有环保、林勘、灾评等相
关报告

林芝是西藏海拔最低、气候最好、
生态最佳、民族分布最广的旅游宝地，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又是其最为亮丽的一张
名片。

高标准的城市定位和环境要求，为林
芝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后，我们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把
生态旅游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林芝
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旅发委党组书记张耕
耘介绍。

数据显示，林芝已使用景区约占可开
发面积的 30%左右，许多人迹罕至、风景
秀丽的旅游资源仍深藏闺中。秉持什么发
展理念，对于地处高原、生态脆弱的林芝尤
为重要也尤需审慎。

林芝市旅发委党组副书记、主任旦增
桑珠表示，林芝定位国际生态旅游区，“国
际”是目标，“生态”是自然资源的体现。

据了解，在林芝，高污染、高耗能、高
耗水的“三高”企业一律不准进入，即便是
景区景点开发，也必须先做环保、林勘、灾
评等相关评测报告，此外，林芝还设定并
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
保护红线。

在南伊乡境内的扎贡沟，记者看到几
乎每棵树上都长着被称为“环境检测器”的
松萝。这种植物，只有在生态非常好的环
境下才能存活。

在林芝当地和居民的接触中，记者发
现，藏族人都有着自然而然的生态保护习
惯。他们敬畏自然、顺从自然。不随意焚
烧垃圾、适度捕猎、注意保护水源等，是他
们的自觉行为。

用情：在融入中促惠民

推动老百姓融入旅游发展
过程，使自然资源不仅成为“聚
宝盆”，更成为流向百姓钱袋子
的“现金流”

瞄准市场发展需求，林芝重点规划、
引导、发展乡村旅游业，帮助农牧民获得
真金白银的实惠。

旦增桑珠说，如果从政绩出发，拿
出核心优势资源，迅速开发景区景点，
然后交给旅游公司打理，是最为短平快
的一种发展路径。事实上，也有不少旅
游公司前来接洽。但林芝最终拒绝了这种
诱惑，因为“这样老百姓很难获得实实在
在的好处”。

目前，林芝把家庭旅馆作为乡村旅
游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加大投入，
无息贷款帮助建造旅馆、免费培训帮助
管理旅馆、统一规范帮助宣传旅馆，使
农牧民的家庭旅馆开得起、开得好、开
得久。

“我们给个人用于家庭旅馆的贷款最
高额度是 12 万元，现已累计投入 300 万
元，明年希望提高到1000万元。”旦增桑
珠说。

如今，家庭旅馆已经成为林芝旅游的
亮点。在扎西岗村，村民平措大叔从
2010 年就开始经营的家庭旅馆，一年能
接待游客5000人次至6000人次，年收入约
30万元。

南伊沟是珞巴族祖祖辈辈生活的地
方。以前，他们主要以狩猎等为生。现在，
他们不仅能在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中采集
松茸等名贵菌类换取收入，还纷纷办起了
家庭旅馆，参与到旅游产业发展中，收入更
高了。

林芝还探索多种途径让农牧民分享
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2016年
南伊沟景区从景点门票中抽取旅游惠民资
金 187 万元，覆盖南伊乡 3 个村 529 名村
民，人均超过3500元。”米林县旅游局局长
王翠丽说。

在鲁朗林海的高山牧场，农牧民也
吃上了旅游饭。牧场附近的牧民边巴告
诉记者，这几年旅游发展得好，村里的
马队和射箭项目服务高峰期一天能有 3
万元收入，去年他们家还收到了近 8 万
元的旅游分红。

用智：在服务中显品质

“林芝智慧旅游”网覆盖旅
行的“吃、住、行、游、购、娱”全要
素。“一部手机游林芝”平台已有
4万多用户

在林芝，可以充分感受雪域高原自然
风光带来的视觉震撼，还可以享受资本智
本聚集带来的智慧旅游，感受不同方式、不
同层面、不同维度的藏域风情。

着眼打造“人间净地·醉美林芝”，林芝
初步形成了以巴宜区为主的休闲娱乐和民
俗文化旅游区，以波密县为主的森林冰川
旅游区，以米林县为主的峡谷江河旅游区，
以工布江达县为主的湖泊古迹旅游区，以
朗县为主的历史遗存旅游区，以察隅、墨脱
为主的热带雨林旅游区。

差异化的定位、多元化的设计，共同凸
显高品质的服务。

鲁朗曾经因为道路交通等设施薄弱、
住宿餐饮等配套不足，只能让游客成“过
客”。近年来，通过积极引进社会资金，用
38亿元通过6年多时间打造，变身“梦幻城
堡”，吸引游客变成“常客”。当地学校、医
院、商业街等设施一应俱全，生活便捷度和
服务力全方位提升，成为藏东南的新地标。

位于鲁朗小镇西区的“鲁朗创客”空
间，投资约1.3亿元打造，目前已与10多家

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致力完善旅游服
务和配套支持，同时打造“西藏的硅谷”。

米林则将“醉美风景”融入更多人文活
动。第三届“集美自然”生态旅游之“最美
乡村越野跑”，日前在扎贡沟景区开跑。通
过集“文化、旅行、健身”为一体的村跑活
动，让跑者感受“高原氧吧”的生态环境。

“我们选择这里，是认为林芝在自然、
气候、人文、特色体验等方面都很符合乡野
跑的标准和要求。”福建海峡旅游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镇冰说，林芝称得上
西藏的户外运动天堂，本次村跑活动的成
功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条件好了，游客来了，怎么引导消费、
服务消费？对此，旦增桑珠信心满满：“我
们建设了‘林芝智慧旅游’网，正在打造‘一
部手机游林芝’平台，已累计有4万多人在
该平台寻找资源。”平措大叔说：“现在平台
发展了，游客都在网上预订房间，有独立卫
生间的观景房最受欢迎。”

记者体验发现，“林芝智慧旅游”网主要
有景区、饭店、家庭旅馆、特产价格、旅游线
路、航空与交通信息、景点实况等，覆盖旅行
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

用心、用情、用智，林芝以生态发展为
基础，实现旅游业从单一观光游到复合消
费游、从纯粹山水游到多彩文化游、从粗放
低效游到精细高效游的转变，正在获得环
境与效益的双赢。

上图 在鲁朗林海高山牧场，为
游客提供骑马服务的牧民边巴。

右图 远处是百折千回的尼洋
河。 本报记者 朱文娟摄

2017 年 上 半 年 ，林 芝 共 接 待 游 客
220.7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8.13 亿
元。其中，以生态休闲、文化体验、避暑度
假为出游取向的占比达77.8%。

这组数字，体现的不仅仅是收入增加，
还有林芝乡村旅游的特殊变化。

随着林芝交通、服务等基础设施完善，
更多民俗文化进入游客视野。越来越多的
人去往乡村小镇、农牧林区深处，感受多彩
民俗，体验淳朴民风。工布藏族、墨脱门
巴、波密康巴、察隅僜人等，他们极具特色
的服饰、饮食、住宿都令游客心驰神往。

这些改变，说明的不仅仅是景色美，还

有林芝旅游特色精品的成功开拓。
近几年，自驾骑行、徒步穿越、秘境寻

源、高山探险等已成为林芝旅游开发的新
亮点。巍峨雪山、葱茏林海、圣洁湖水等奇
观古朴自然、撼人心魄。现代人的心理压
力、精神压力，都被这片雪域高原吸收了、
冲淡了。

这个成功，印证的不仅仅是方向准，还
有林芝旅游生态发展的智慧魅力。

林芝融合而又辟新的生态旅游，打破
传统，以保护生态促经济转型，以改善生态
促收入增加，以发展生态促产业升级，使得
天恒蓝、山常绿、水永清，居者幸福，游者雀跃。

一 场 自 然 而 然 的 奇 迹

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44.9% ，绿 地 率
43.2%——青州之“青”，名不虚传。近年
来，山东青州市坚守绿色发展理念，让生态
红利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生
态游成为金字招牌。上半年，全市接待游
客489.07万人次，同比增长8.03%；实现旅
游收入39.19亿元，同比增长13.21%。

走进青州王坟镇，绿草茵茵，满目葱
绿。随着青州全域旅游的兴起，王坟镇的
上白洋、侯王、胡林谷等昔日名不见经传的
小村迅速成了“网红”。2015 年，上白洋村
推出“山里老家——柿子沟”乡村旅游品
牌，成为全市旅游热点。目前，上白洋村日
接待游客达 500 人次，年经营性收入 200
万元。现在，王坟镇已发展起乡村旅游明
星村4个，实现年旅游收入4000余万元。

“以前经济落后，守着青山绿水，村民
们却靠天吃饭过着穷日子。”千年古村圣峪
口村党支部书记郭德军说，去年，圣峪口村
成立了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投资 300 多
万元建设了杏花坡大型观光区、原始黄栌
林景区等景点，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游明
星村，随之，老百姓靠着土地流转、办农家
乐、销售土特产等，腰包都鼓起来了。

“我们规划的所有项目，都要报市里进

行审批和环评。”郭德军说。“生态旅游产业
不能无节制开发。”青州市副市长翟敏说，
守护青山绿水，首先要看住山、护好山。

为了守住“青山”，青州相继出台《加强
西南山区生态保护决议》《饮用水源地保护

决议》等政策，划定出重点生态保护区，坚
持用法治守护生态红利。为此，他们陆续
关停严重破坏生态的石灰石矿山企业 11
家，开展矿山复绿、矿坑治理、生态修复，设
定森林保护与生态涵养区，划定林业用地、

风景旅游及生态环境安全控制等土地用途
管制区。

这几天，位于庙子镇上龙宫村的青州
市金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榛子育苗基地
忙碌了起来，他们今年计划扩繁 20 万株榛
子苗。据了解，青州每年投入专项资金
3000 万元以上，年荒山绿化达 5 万余亩。
同时，他们还采取以奖代补政策，鼓励当地
百姓对荒山进行绿化。同时出台优惠政
策，吸引社会资本进军林业，绿化了大片荒
山，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目前，青州市共有承包经营荒山1000亩以
上的社会经济组织 40 多家，建设各类生态
林、经济林 4 万余亩，林业年产值保持 10%
左右的稳定增长。

“每个村都有河道管理员，垃圾统一清
运，还建了水上景观。”王坟镇河道管理办公
室主任祝大力说。为了守住一城碧水，青州
市组织实施了消灭污水直排、河道生态修
复等举措，陆续对全市所有河流实行“河长
制”管理，构建起市、镇、村三级河长体系。

好生态煅造出旅游好品牌，目前青州市
已建成省级旅游强乡（镇）3处、省级旅游特
色村3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145个，农
家乐320多家，乡村游吸纳5.5万农民就业。

山东青州坚守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游打造成金字招牌——

护 好 青 山 客 自 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刘芳芳

图为游人在青州弥河国家湿地公园骑行。 本报记者 王金虎摄

保护“地球之肾”

内蒙古室韦公安边防检查站的官兵们常年在
额尔古纳市“亚洲第一湿地”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
育活动。尤其在旅游旺季，边检官兵们积极采取
现场参观讲解、义务清理垃圾、散发宣传单等形
式，向游客开展全方位宣传教育。图为边检官兵

（右二）向游客发放宣传单。 王嘉乐摄

□朱 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