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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海曙区大皎村

42年坚守“禁伐令”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续大治

42年前的夏天，因为乱砍滥伐导
致水土流失，一场山洪令浙江宁波海
曙区大皎村损伤惨重。全村痛定思
痛出台“禁伐令”。42年来，大皎村没
有乱砍滥伐一棵树，彼时的荒山终成
满目碧海。

“42年来，我们年年植树、严禁砍
伐，如今村里的森林面积超过 1.2 万
亩，森林覆盖率高达99%。”大皎村党
支部书记徐鹏辉告诉记者，这里是宁
波森林资源保护得最好的地方。

大皎村地处浙东四明山腹地，村
庄里森林茂密、浓荫蔽日。谁能想到，
42年前，这里曾是当地乱砍滥伐最严
重的村庄，四周全是光秃秃的荒山。

今年70岁的原村党支部书记徐文
吉见证了大皎村的变迁。徐文吉说，

1970年，宁波开始建设重要的水源地
皎口水库，大皎村的234户村民从库区
迁至上游，不少村民开始大肆伐木，用
来建房甚至卖钱。“当时每年砍伐树林
10 多公顷，拳头粗的树木都被砍光
了。”65岁的村民徐乾坤也是青山变成
秃岭的见证者。

林木砍光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
时并没有引起村民们的警觉。但是一
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将只顾眼前利益的
村民“吓醒了”。徐文吉说，由于缺乏植
被保护，1976年夏天，一场山洪冲毁了
村里20多间房屋和大片田地。“树已经
快砍光了，要再不亡羊补牢，连家都保
不住了！”山洪退去后，村民开始重新审
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当年底，村里召开社员大会，一

致通过“禁伐令”和“护林公约”。一
方面，村里开始封山育林，严禁村民
砍树，同时组建一支由村干部和2名
村民组成的护林队，早晚巡查山林。
另一方面，村里买来大量苗木，组织
村民上山种树，统一种植、培育金钱
松、杉树等树木。到1984年春，村里
的树林恢复到4000多亩。那年，“禁
伐令”开始更加完善，全村所有山林
由村集体统一管理，并明确：私砍一
棵树罚款10元、私采一根毛竹罚款9
元。“当时，村民人均日收入不足 0.3
元。严厉的经济惩罚措施，管住了一
些侥幸村民的行为。”徐文吉说。

近年来，村民们其实也曾遇到各
种“诱惑”。尤其是 2008 年前后，周
边不少村庄砍伐树林改建苗木基地，

发展苗木种植业，亩产上万元。于
是，不断有人向村干部建议要求种植
苗木致富。村干部开始走家串户做
思想工作，重申“禁伐令不能改，树绝
不能砍”，发展苗木的提议最终在村
民代表大会上被彻底否决。

长年的植树护林，使“生态优先”
意识扎根村民心中。去年底，为了进
一步加强水源地保护，大皎村村民关
停所有农家乐，并借助得天独厚的环
境优势，大力发展茶叶、竹笋等特色
农产品，村民人均收入很快从 2015
年的6000多元，提高到去年的1.1万
多元。目前，村里正在发展生态农
业、农村电商等。徐鹏辉说：“致富的
路子有很多，而山上的林木作为我们
最大的财富，绝不会再让它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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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雨花区压实责任、科技助力、全民“参战”

环保发三箭 共护“雨花蓝”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谢 瑶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

区处于全国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综 合 配 套 改 革 试 验 区

——长株潭城市群的几

何核心区域。今年以来，

长沙市吹响了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集结号，提

出“三个月治标、三年治

本”的目标。雨花区委、

区政府科学决策、科技施

策，打响了“雨花蓝”的

“全民保卫战”

开出焚烧垃圾首笔最严10万元
罚单、出台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的奖励
办法、环保与城管网格化管理平台在
线监管实现污染“一网打尽”、暗访纪
录片主动“揭短”曝光环保问题……
一系列打赢蓝天保卫战的亮点，都出
现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蓝天不仅是宜居之必需，还
会增加市民的获得感，能更好地凝聚
发展动力。”长沙市雨花区委书记张敏
说，“我们要以最强硬的态度、最严格
的执法来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在全区形成风尚，使蓝天更蓝、绿水
更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6日，
雨花区累计优良天数123天，优良率
78.3%，比去年同期增长14天，优良率
提高8.4个百分点；PM2.5年均值52，同
比下降5.5%，PM10年均值62，同比下
降18.4%，空气质量优良率和优良天
数继续保持长沙市区第一。

压实责任

干部个个加油干

大屏幕上播放着暗访纪录片，一
个个“煤”镜头、“灰”镜头、“脏”镜头，
让正在观看纪录片的13个街道（镇）
党政一把手如坐针毡、红脸冒汗……
回想起蓝天保卫战讲评会现场的场
景，钟智宏印象深刻。

钟智宏是雨花区蓝天办常务副主
任和区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3月 1
日，区委、区政府举行“蓝天保卫战讲
评会”，会议在主动“揭疤”的暗访纪
录片中拉开序幕。暗访片中的画面
直指 13 个街道（镇）存在的环保问
题，曝光现场达30多处。

主动揭疤、自查自纠、紧盯目标
抓清零，是雨花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
有力武器。

雨花区建立起高效执行机制、强
力督查机制、严厉考核问责机制，将
大气环境治理情况纳入街道、部门的
年度绩效考核，按照长沙“10 个严
禁”的要求，科学制定控车、控尘、控
排、控烧、控煤、控油6个方面的数十
项措施，紧盯“三个月治标”的15项任
务，建立任务清单、问题清单，明确责
任人和倒逼治理时限，突发事件当晚
交办，24小时办结，解决一项销号一
项。同时，配套强力督查机制进行 4
个层面的督查，即区领导不定期督
查，两办重点督查，人大、政协参与督
查，志愿者随时督查。

此外，雨花区还出台了问责办
法。对在蓝天保卫战中不履职或
履职不力者，按情节轻重给予不同
问责，单位受到问责的，对接全区
绩效考核体系，视情节予以扣分，被
问责者直接影响评优评先和职务
晋升。

科技助力

盲区处处变亮区

接单审核、迅速派单、督查实效
……雨花区环保数字网格化处置调度
中心内，工作人员十分忙碌。“平时环
保问题处理需要经过纸质报表、处理
回复函等繁琐过程，如今网格员发现
环保问题，用手机上的‘网格通’APP
采集现场定位、现场照片，一键实时上
传到调度中心，中心‘接单’审核后，立
即‘派单’到街道处理。一般环保问题
最快一天内办结。”钟智宏告诉记者，
这种网络化新模式，是雨花区基于蓝
天保卫战的现实需要，在长沙市率先
探索的环保数字网格化管理。

去年 10 月份，依托城市管理网
格框架，雨花区将全区划分为1个园
区网格、37个部门网格、13个街镇网
格、169 个社区（村）网格。1200 余
名网格员每天分班动态巡查网格内
环保问题。同时，雨花区将环保问题
划分为环境隐患、工地扬尘、噪声污
染、入河排污口不正常、突发事件等
48个处置事项，对应工业园区、街道

（镇）、社区（村）以及环保、城管、建
设、农林水等监管责任主体，通过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全面覆盖的环保
网格体系，实现对环保问题的“一网
打尽”。环保网格体系确立后，城管、
建设、环卫、交警、交通、公安和农林
水等部门都行动起来，领走了各自的
环保任务，污染防治责任越来越具体
明细，既解决了责任来了“踢皮球”的
问题，也解决了效率问题，“大环保”
格局逐渐形成。

人防形成合力，科技及时助力。
雨花区积极引“智”，强化治污防污技
术保障，提升科学治霾水平：召开蓝
天保卫战“科技战”会议；请来高科技
公司绘制污染“热力图”；聘请湖南师
大专家量身设定大气污染防治举措；
为26个建筑工地安装扬尘在线监测
仪……5 月 2 日，雨花区在全省率先
启用3D可视型激光雷达探测城市大
气污染，激光雷达一开启，5 公里垂
直范围内的大气污染状况尽收眼
底。雨花区区长刘素月介绍，3D 可
视型激光雷达的应用，可从源头防

控，实时分析 PM10、PM2.5 的浓度分
布，同时通过可调焦摄像装置实时拍
照记录，可以更准确地监测定点工业
烟尘的排放、城市上空环境污染物的
扩散、捕获污染源位置。

全民“参战”

群众时时听号令

日前，一场特殊的考试在雨花区
树木岭小学举行，全校1308名小学生
和家长参加了以蓝天保卫战为基本知
识点的网络答题及笔试。“打赢蓝天保
卫战，每个家庭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走出考场的家长和孩子们感慨。

作为高层楼宇多、老旧小区多、
流动人口多、管理难度大的长沙中心
城区，雨花区提出“全民行动”，引导
居民积极投身到线索采集、监督治
理、环保宣传等工作中。

爱管环保闲事的“雨花群众”来
了！“白天冷冷清清，晚上灯火通明，这
不正常！”在洞井街道桃花社区筹委会
三溪桥组一处偏僻的角落，10间简陋
板房引起居民邹培和彭建钢的警觉。
经过连续5天的通宵蹲点，他们终于
摸到了对方的行动轨迹：零时前后，一
辆辆小三轮车、农用车驶入这里，从停
在板房内空坪的大卡车上分装散煤运
往销售点。两人迅速把线索和证据上
报，雨花区各部门立即行动，一处占地
1300平方米、藏匿城乡接合部的燃煤
销售点被一举取缔。

“雨花群众”中有银发先锋。圭
塘街道大塘社区长冶小区内，焚烧垃
圾事件时有发生。由离退休党员组
建的“红袖章”义务巡防队成立后，成
了这里的“灭火员”和蓝天保卫战政
策宣传员与环境知识解说员。

“雨花群众”当然少不了社会组
织！开办“环保课堂”向居民传播低
碳生活理念、通过形式鲜活的游戏引
导孩子争当“绿伞小卫士”……

“雨花群众”更少不了企业商
户！蓝天保卫战打响后，刘春妹主动
成为高桥大市场第一个从经营烟花
鞭炮转行的商户。摘下挂了12年的
鞭炮商行招牌转行经营酒水，刘春妹
信心满满，“十几年的经验还在，不担
心生意不火”。

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在长沙市雨花区已成为常态。 彭可佳摄

治理后的圭塘河成了市民休闲的新去处和绿色城市的新标杆。李金华摄

京西层峦叠嶂，矿产资源丰富，
曾为首都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能
源。如今，退出传统采掘业的北京
市门头沟区，把昔日山体裸露、水土
流失严重的废弃矿山，变成被30余
种植被覆盖的绿地，为首都筑起一
道绿色生态屏障。

门头沟区一处废弃的采石场
中，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忙碌
着。他们将含有植物种子的混合泥
喷到裸露的岩壁上。不远处的椰丝
毯下绿意盈盈，刚播种一个月的草
籽已经长成 5 厘米高的小草，把光
秃秃的岩壁变成绿地。

这里是 2007 年关闭的麦子峪
采石场。它所在的门头沟区曾是北
京排名第二的矿业大区。“废弃这座
采石场，不是因为资源枯竭，而是因
为与门头沟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
不相适应。”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委员会门头沟分局地质矿产科
科长白鹤桥告诉记者，这座隶属龙
泉镇龙泉务村的矿山距109国道仅
300米。

多年的露天开采不仅遗留了大
量崩塌、不稳定边坡等地质环境问
题，也严重破坏了地表植被，形成大
面积的裸露岩壁。此前，已经在矿
区内进行了恢复治理，如今，复绿工
程只剩下了悬崖峭壁上的“硬骨
头”。2018 年门头沟区投资 3900
万元，实施包括该项目在内的 3 个
清洁空气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我们要做的，是修复废弃矿山
生态，先清理危岩、整治坡面，在低
矮平缓处种乔木，让陡峭岩壁长出
灌木和草。”白鹤桥说，麦子峪采石
场项目，投入预算 1107 万元，要在
危岩清理与坡面整治后，通过覆土
绿化、植生格室绿化及高次团粒喷
播绿化完成近9万平方米裸露岩壁
的治理。

让长期裸露的岩壁复绿，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现场监理栗晨曦告
诉记者，他们采用挂网喷附工艺，把
特定的水泥、营养土和绿植种子等
按一定比例混合成“植被混凝土”，
经过加压喷播到岩壁上。然后利用
滴灌、喷灌设施浇水，让绿植种子破
土而出，形成植被，达到保持水土、
减少扬尘、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

门头沟所处的京西，群山逶迤，
少有平地。门头沟区总面积 1455
平方公里，98.5%面积属于山区，浅
山区只有150平方公里。

北京市门头沟区，早年以“黑
（煤炭）、白（石灰）、灰（水泥）”3 大
支柱产业闻名。从辽代开始，就是
重要的煤炭供应地，为北京城的发
展奉献了“一盆火”。上世纪 60 年

代初，北京 99%的煤炭供给来自门
头沟；2007 年之前，北京煤炭年均
消费总量的 60%来自这里。而作
为京西的百年老矿区，这里也有采
掘业通病——常年尘土飞扬。

进入新时代，当地人又挑起了
生态涵养区建设的重担，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勾画“一片绿”的未来。
1998年起，关闭区属全部 270 多家
乡镇煤矿、500 多家非煤矿山和砂
石厂。按计划，京煤集团在门头沟
区的最后一个煤矿将于 2020 年关
停，届时门头沟将彻底告别上千年
采煤史。

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赋予了
门头沟区3大功能，即：首都西部重
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
区、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京西特色
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区。

“针对长期矿山开采造成的生
态破坏，大力治理水土流失，加强永
定河水源保护，建设湿地生态系统，
恢复高山植被，已完成废弃矿山修
复 13 平方公里。”门头沟区区长付
兆庚说，2011年至 2015年，全区完
成46个废弃矿山修复治理项目，累
计投入2.1亿元。

而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复绿，最
大的难度就是裸露岩壁治理。为探
索裸露岩壁治理的最佳方案，北京
市规划国土委门头沟分局对龙泉镇
麦子峪、妙峰山镇水峪嘴等废弃矿
山进行试点治理。

作为北京唯一的“多规合一”改
革试点区，门头沟开发总用地规模
在“十三五”时期末将控制在 70 平
方公里范围以内，全区总面积 81%
的区域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区内“十三五”时期拟规划实施生态
修复工程342处，共计14.81平方公
里，初步估算需投资82亿多元。

修复采掘业对生态环境带来的
痕迹，不仅需要投入，更需要好的技
术。门头沟区科委主任李世春告诉
记者，目前他们已与中科院、清华大
学等13家科研机构分别开展了“门
头沟生态修复总体规划”以及采煤、
采砂、采石废弃地，道路边坡，河道
湿 地 调 查 等 5 个 类 型 的 分 规 划
研究。

“浅山区是首都的第一道生态
屏障。”门头沟区委书记张力兵表
示，门头沟区将高标准编制分区规
划，严控建设规模，审慎研究浅山区
特色小镇建设方案，对镇域规划未
完成、产业规划不明确和拆迁未启
动的项目暂缓建设。“我们将把落实
区域功能定位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
抓，保持住定力，守得住绿色，守好
首都西部生态屏障。”

北京市门头沟区

废矿上建起京西绿色屏障
本报记者 杨学聪

福建霞浦盐田镇南湾村长岐山面朝大海，这里的滩涂美景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神奇的潮水如自然界的画师，给原本粗犷的滩涂注入

了灵气和色彩，把南湾的滩涂绘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渔民摇着小渔船在

围网中穿梭劳作，远处山峦在海面上若隐若现，唯美的渔家乡景宛如童话世

界。图为南湾村滩涂美景。 鲍赣生摄

南湾村里滩涂美

北京市门头沟区早年以“黑（煤炭）、白（石灰）、灰（水

泥）”3大支柱产业闻名。进入新时代，当地人挑起了生态

涵养区建设的重担，把昔日山体裸露、水土流失严重的废

弃矿山，变成被30余种植被覆盖的绿地，为首都筑起一道

绿色生态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