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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重建 绿色发展

“补妆”归来 九寨更美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每天都有很多电话打进来，询问
景区何时开放。”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
县旅游局副局长蔡宏告诉记者。

经过去年 8 月 8 日那场突如其
来的地震，如今，九寨沟景区的伤口

“缝合”得怎么样了？

美景“补妆”归来

走进九寨沟景区，记者看到，犀
牛海、熊猫海、树正群海、五花海、珍
珠滩、珍珠滩瀑布等绝大多数主要景
点完好无损，美丽依旧。

受灾较为严重的景点为诺日朗
瀑布和火花海。“诺日朗瀑布修复犹
如人体‘植皮’。”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科研处技术员朱忠福介绍说，
修复材料以当地垮塌的岩土为主，粉
碎后与其他天然原料搅拌灌浆。如
今，经过科学修补的诺日朗瀑布已经
恢复往日雄伟壮丽的景观。

地震前的火花海波平如镜，茂密
的树林围绕在海子四周，每当晨雾初
散时，湖面因阳光折射，似有火花燃
烧，星星点点，因而得名火花海。地
震发生后，火花海下游堤坝溃坝，形
成东西长 40 米、南北宽 12 米、深 15
米的缺口，湖泊消失，湖底裸露。

每每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的
火花海还能修复吗？

“利用九寨沟高山钙化的独特地
貌特征，我们邀请成都理工大学和西
南科技大学分别利用其专利技术进
行修复试验。总体而言，在经过充分
勘察、监测和评估的基础上，我们认
为火花海的修复是可以完成的。”朱
忠福告诉记者。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还邀请全国各地多名专家到现
场勘察、论证，听取不同的意见。

“山有痕，水依旧”，虽然山体的

垮塌破坏了景色，但“九寨归来不看
水”仍名副其实。一年多来，九寨沟
重建既探索出世界自然遗产抢救、修
复、恢复、保护的新模式，又坚持了科
学重建、绿色重建、人文重建和阳光
重建的原则，“补妆”归来后，九寨依
然美丽。

打造智慧生态路

九寨沟的景点本身受损情况并
不十分严重，那么影响景区开放的主
要因素是什么呢？交通。

震前，不少游客前往九寨沟会选
择乘坐飞机，机场到景区乘车只需1
个小时，但因地震及今年7月份发生
的泥石流造成道路多处损毁，记者乘
车从景区到达机场花了近3个小时。

从机场到达九寨沟，川九路（松
潘川主寺镇到九寨沟）是必经之路，
因地震造成的坍塌、断道让川九路上
随处可见繁忙的施工场景。“川九路
重建路线全长123公里，工程总投资
33.39亿元，项目总体建设目标是在
2020年底前建成通车。”兴蜀公司川
九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徐宪涛告诉
记者。

加快交通重建、破解交通瓶颈是
重要任务。重建规划明确，将加速构
建九寨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抢修，消除地质安全隐患，确保受
损道路、桥梁全线畅通。川九路在重
建中将遵循公路与自然环境和谐融合
的原则，打造成为安全智慧绿色的生
态旅游新示范路。省道301线与神仙
池景区公路交叉处曾因地震发生大面
积山体滑坡，一年后，神仙池路口受损
路面已全部恢复，5000平方米的格子
挡墙将松散的山体牢牢固定住，滑坡
体周围的植被也得到恢复。

治堵，破解交通堵点，让景区出
行更为便利。地震前，高峰期经由川
九路往来川主寺镇及九寨沟县的游
客数量近7万人，曾发生因道路堵塞
造成游客滞留的情况。为此，重建中
特别在九寨沟沟口附近规划建设了
与川九路近乎平行的隧道，前往九寨
沟景区可由川九路进入，返程游客则
可通过隧道离开景区，或借助隧道与
九若路相连的便利性，直接前往若尔
盖旅游。

通达，以交通与生态、旅游融合
发展为核心，构建综合立体交通体
系。“总投资150 亿元的九绵高速公
路已经开工建设，建成通车后，成都
至九寨沟将实现全程高速，4个小时
即可到达。”九寨沟县交通局农管办
主任高文忠介绍。

按照规划，还将加快建设成都至
兰州（黄胜关）铁路及汶川至马尔康、
绵阳至九寨沟高速公路，实施九黄机

场改扩建工程，规划建设通用航空机
场，推进铁路、高速公路与九寨沟景区
的有效衔接，构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产业升级民生优先

“地震发生后，约有 1 万名依靠
旅游业谋生的百姓失去收入来源，为
了缓解就业压力，2017年8月底，我
们举行了专场招聘会，近一年来陆续
举办各种招聘会 28 场，号召县城内
的招工单位优先录用当地农民工，县
里每人每月为大家补助20元工伤保
险，各类灾后重建项目共解决就业约
7000人。同时，我们还提供了3000
多个公益性岗位。每个乡镇对有务
工需求的百姓进行入职培训，今年预
计培训 4000 人。”九寨沟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宋德江向记
者介绍。

在九寨沟县人民医院重建工地，
记者见到了永和乡村民殷雪英。“地
震以前，我每天从乡里用背篓背水果
到景区外面卖，一个月能挣3000多
元。灾后恢复重建后，我到这个工地
务工，每个月能挣4500多元。”殷雪
英说。

目前，九寨沟县114个灾后恢复
重建项目已累计开工106个，开工率
达 93%，已完工项目 21 个。除了上
述项目外，九寨沟县还计划打造甘海
子生态文化旅游区、神仙池生态旅游
区、勿角民族生态旅游试验区；大力
培育藏香猪、中蜂、甜樱桃等特色农
业产业；通过“土地租赁+返聘务工”

“公司+农户+支部”等多种模式培育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随着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落实，
百姓找到好工作、过上好日子、建设
新家园的信心更足了。

按照重建规划要求，九寨沟地震
灾区将用 3 年时间基本完成灾后恢
复重建规划任务，届时灾区生产生活
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将全面恢复并
超过震前水平，到2020年与全国全
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疆拜城县

戈壁滩种出“致富果”
本报记者 马呈忠

“8月19日：风大，河道内经常刮
来塑料袋、废纸壳等垃圾……”

“8月20日：河边有一处新倒的
生活垃圾……”

在山东省庆云县崔口镇崔西南
村党支部书记、村级河长刘从岭的巡
河笔记中，记录着每天的巡河情况。

“我主要负责跃进渠崔西南村段。巡
河中发现的问题能立即处理的就立
即处理，无法处理的要及时向上级河
长反映，尽快解决。”刘从岭说。

庆云县地处鲁北平原，境内水网
众多，其中有漳卫新河、马颊河、德惠
新河3条省级河道，加上县级骨干沟

渠、乡村级沟渠和水库坑塘等共计
800余条（座）。密集的水网对河道管
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去年3月份，
庆云县在山东率先实行河长制，由县
委书记、县长任总河长，各级干部逐
河明确监护河段，实现了县、乡、村三
级河长全覆盖，推行县月巡、乡周巡、
村日巡、河长办每月一督查的“三巡
一督”长效机制。目前，全县共有三
级河长548人，河管员381人。

“县级河长每月至少巡河1次，每
次巡查时间不少于1天；乡级河长每
周至少巡河1次，村级河长每天都要
巡查。”庆云县督考办主任高金刚说，
他们成立了督导检查组，对9个乡镇

（街道）每月定期督导检查。
三级河长基本都由机关干部、村

党支部书记担任，工作中时间冲突在
所难免。为破解这一难题，去年5月
份，庆云县探索实施“民间义务河长”
制度，推进“政府河长+民间义务河长”

“双河长”联合治水机制。在全县基层
老党员、退休干部、热心群众中筛选出
380名“民间义务河长”，按照就近管理
和总量控制的原则，将他们与全县
800余条（座）河库沟渠塘挂钩，实现
了全县所有河库沟渠塘“民间义务河
长”全覆盖。“民间义务河长作为政府
河长的有益补充，负责监督政府河长
履职情况，配合河长做好河库沟渠塘
巡查，及时反馈群众对河库沟渠塘管
理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协调涉河库沟
渠塘的各种社会行为。”庆云县水务局
局长、县河长制办公室主任靳德民说。

河库沟渠塘有了“双管家”，水清
岸美得到有效保障。

马东干渠是一条流经徐园子乡
的县级重要河流，因沿途村庄较多，
乱丢垃圾现象较为突出，河道环境存
在隐患。自从“政府河长”马风超和

“民间义务河长”孟德明上任以来，通
过开展两轮“清河行动”，对涉河的

“八乱”行为进行集中清理，马东干渠
的河道环境明显改善。在此期间，孟
德明根据河道沿线河滩较多情况，建
议对河滩规划整理，引导群众种植油
菜花、油葵等观赏性经济作物，既美
化河道环境，又能带动群众增收。乡
河长制办公室及时采纳该意见，迅速
行动，在“双河长”的努力下，如今的
马东干渠已是水清岸美、风景如画。

“‘双河长’机制有效引导和带动
社会全员参与到河道整治中来，从政
府行为转变为群众行为，为打赢水环
境治理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庆
云县委书记王晓东说。去年以来，

“民间义务河长”提报意见建议 26
条，已治理河道沟渠 352 公里，拆除
沿河违建5.3万平方米，清理沿河垃
圾5.7万立方米，引导群众在沿河地
带种植经济作物约800亩。

山东庆云县推进“政府河长+民间义务河长”联合治水机制

河库沟渠塘有了“双管家”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凡存

金秋 9 月，走进新疆拜城县克
赛葡萄基地，一排排整齐的葡萄架
下，红提葡萄长势喜人。

“以前这里是一片戈壁荒滩，现
在却是农田成方、林木成网、道路畅
通、渠系相连的万亩绿色葡萄基
地。”拜城县林业局局长卡哈尔·阿
木提说。2009年，当地经过论证认
为，戈壁沙质土壤适合种葡萄，拜城
县便将葡萄作为林果业转型升级的
主要抓手。在位于赛里木镇牧场至
克孜尔乡之间的戈壁荒滩上规划了
1.46万亩土地，作为葡萄种植基地。

生态治理是建设基地的第一
步，当地修建引水渠18.4公里，铺设
输水管道4.7公里，建成防护林880
亩。“戈壁滩上一年刮好几次‘黑
风’，刚建基地时，我们担心屋顶被
吹走，就搬来水泥墩子压住屋顶。
在荒滩上费了很大的劲，才建成了
万亩葡萄基地。现在，葡萄基地的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在显现。”种
植了1200亩葡萄的游洪海说。

克赛葡萄基地引进种植大户，
为他们规划了 1.2 万亩葡萄种植
地。又投入8000多万元，建成生态
林370亩，种植防护树木8.5万株。

当下正是红提葡萄采摘期，游
洪海每天要和 50 多名村民一起进
行采摘、修剪、装箱，按期发往外
地。“现在葡萄都按照有机标准种
植，育苗、施肥、防治、采摘都是标准
化操作。鲜食葡萄每公斤批发价4
至6元，葡萄干每公斤88元。客商
们很早就下好了订单，我们的葡萄
供不应求。”游洪海采用有机林果生
产标准，选用克瑞森、红提等皮厚、
耐储运、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葡萄品
种，并借助援疆力量，打开了全国市
场。如今，克赛葡萄基地每年销往

北京、上海、浙江及广州等地的葡萄
销售总额超过4000万元。

家住赛里木镇喀拉墩布拉克村
的海热古丽·阿西木在离家15公里远
的葡萄基地打工，一天能收入70元。

“不仅收入提高了，还学到了技术。”海
热古丽·阿西木说：“以前家里种植木
纳格葡萄，地头价每公斤1元钱都卖
不出去，只能自家吃。但在基地种植
的红提葡萄很值钱，像克瑞森葡萄，品
质好，每公斤能卖到13元呢。”

今年，海热古丽·阿西木试种的
1 亩红提获得丰收，根据现在的行
情，能增收 4000 多元。她计划将
剩余3亩玉米地也改种葡萄。

据介绍，克赛葡萄基地带动了
克孜尔乡和赛里木镇村民务工增
收，每年在基地就业的村民有2000
至3000人，创收达4000余万元。

克赛葡萄基地建设还提高了当
地适宜品种的覆盖率。“附近的克
孜尔乡和赛里木镇有近万亩葡萄，
但多为木纳格葡萄品种，皮薄易
碎，不适合远距离运输，开拓内地
市场难度大，克赛基地则为葡萄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方向，在戈壁
滩上种出了‘摇钱树’。”卡哈尔·
阿木提说。

经过市场调研，克赛葡萄基地
正在打造“基地+合作社+农户+销
售”的产业链模式。目前 7 家种植
大户已成立合作社，带动 2 个乡镇
的200多农户入社。基地按照有机
葡萄的种植模式，指导农户从育苗、
施肥到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
从田间地头到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
链。卡哈尔·阿木提表示，下一步，
克赛葡萄基地将打造旅游观光休闲
示范采摘项目，引领林果产业进一
步转型升级。

村民海热古丽（左）在克赛基地采摘葡萄。 马呈忠摄

通过生态治理，新疆拜城县修建引水渠18.4公里，铺

设输水管道4.7公里，建成防护林880亩，在戈壁荒滩上建

成了农田成方、林木成网的万亩绿色葡萄基地。目前，葡

萄基地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在显现

经过科学修复，地震中损毁较大的诺日朗瀑布基本恢复以往的壮观景象。图为工人们在重建观景平台。
钟华林摄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
报道：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等11部门
日前联合出台《全面推进绿色矿山
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 10 条全面
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措施，以引领和
带动传统矿业转型升级。

《意见》提出贵州省到 2020 年
底前绿色矿山建设目标：完成 800
个以上绿色矿山建设、选择 6 至 8
个矿产资源重点县（市、区）创建省
级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争取创建
2到3个全国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力争全省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
70%以上，矿山开采回收率、采矿贫
化率以及选矿回收率水平达标率达
到85%以上，不符合绿色勘查、绿色
矿山标准的主体逐步退出市场，基
本形成节约高效、环境美丽、矿地和
谐的绿色矿山建设新模式。

《意见》明确的10项举措包括：
建立完善绿色矿山规划体系、建立绿
色矿山标准体系、全面推进矿产资源
绿色勘查、全面推进新建（改扩建）矿
山绿色矿山建设、积极推进生产（建
设）矿山达标建设、创建绿色矿业发

展示范区、加快推进资源利用方式转
变、推动矿地共建和谐共享、加快建
设“智慧矿山+”绿色矿山平台体系、
构建绿色矿山建设长效机制。

其中，在矿产资源绿色勘查方
面，从2018 年开始对新设采矿权、
技改扩能矿山执行绿色矿山标准建
设，编制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方
案，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方案、水土保持方案和安全设
施设计审查；在“智慧矿山+”绿色
矿山平台体系建设上，将建立绿色
矿山评价体系和绿色矿山建设服务
体系，促进绿色矿山建设管理体系
化、动态化、智能化、档案化。

围绕构建绿色矿山建设长效机
制，贵州将建立矿山企业绿色矿山
建设主体责任制，建立上下互动、部
门联动、四级联创、企业主建、矿山
自建自评、第三方评估、名录管理、
社会监督、守信奖励、失信惩戒等工
作新机制及行业协会引领的行业自
我约束机制，制定绿色矿山达标验
收管理办法，实现绿色矿山管理科
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引领和带动传统矿业转型升级

贵州十招打造绿色矿山

一年前的8月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7.0级地震让“人间仙境、童话世界”九寨沟遭受重创。

一年后的今天，景区恢复进展如何？何时可以对外开放？当地百姓何以为生？带着这些问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于9月初走进九寨沟，看景区、进工地、访百姓。记者看到，一年多以来，四

川省坚持科学重建、绿色发展，高质量推进九寨沟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和发展提升工作，加快生态修复

和产业升级，努力把九寨沟建成推进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的典范

五花海景点的山体多处垮塌，但海子的水体依旧迷人。 钟华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