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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赤城：走生态扶贫新路子
本报记者 赵 晶 通讯员 王满龙摄影报道

初冬时节，河北省赤城县用
于防风固沙的 10 多万亩沙棘林
吸引了众多游人。沙棘果收购站
的村民张老汉告诉记者，村民上
山采摘沙棘果，经过加工后可以
制作成沙棘汁、沙棘籽油等产
品，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效
益。“这几年我们这里矿山停
了，山也变绿了。”

赤城县是首都北京重要的水
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
区。近年来，该县坚持扶贫开发

与生态保护并重，念好生态经，
走好扶贫路，探索出一条贫困地
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的
新路径。

一段时期以来，当地矿业税
收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 75%以
上。但为了绿水青山，他们先后
砍掉、关停、压缩了多家污染企
业；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
工程，完成造林200多万亩，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2150 平 方 公
里，有效阻挡了来自内蒙古高原
的大量风沙。通过实施一系列的
生态和水源保护工程，全县森林

覆盖率提高到 57.57%，林草覆
盖率达 83.11%，荣膺全国首批
100个绿色小康县称号。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赤城的特
色和优势，赤城围绕既要绿的环
境，又要富的口袋，大力发展生
态特色产业，向“绿水青山”要

“金山银山”。
在赤城县与北京市延庆区交

界处的闫家坪村，海陀小镇美景
如画，仿佛是世外桃源。以海陀
小镇、燕阳集团体育度假小镇、
黑龙山文化生态旅游等项目为龙
头，赤城县的生态旅游业充分发
挥生态资源、旅游资源优势，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除了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发

展得也红红火火。赤城县通过基
地引领，推动蔬菜全产业链建
设，蔬菜种植面积发展到 17.7
万亩，带动 1100 多户贫困户在
土地流转、劳动就业、入股分红
中增加收益。

此外，该县在 40 兆瓦集中
式光伏扶贫电站和 11.7 兆瓦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基础上，新建
30 兆瓦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和
44.1 兆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带动 7320 户贫困人口年均增收
3000 余元。

▲赤城县龙门所镇沙棘果收

购站,员工在晾晒沙棘果。近年来，

全县累计栽种沙棘林10多万亩，实

现固沙保水、增收惠民。

◀近年来，赤城

县积极推进产业转型，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赤城县爱心联盟志愿者在白河

河道中捡垃圾。该县是北京重要的饮用

水源地，境内白河、黑河、红河三条河流

汇入北京密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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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县龙门所镇朱家窑村民

在收获西兰花。该县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目前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7.7万亩，

成为农民脱贫增收的支柱性产业。

▼赤 城 县 龙 门

所镇朱家窑村民在大

棚采摘甜瓜。当地通

过果品产业补贴政策

引导，推广发展优质

林果面积 2780 亩，增

加了农民收入。

▼赤城县后城镇田园综合体草青牛肥、生态优美。当地

利用水源生态优势，加快生态农庄、旅游专业村建设。

▼赤城县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全县在建及已建成集中光伏

扶贫电站、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数百个，将使数万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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