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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龙贵州省龙里县——

水水美乡村绘就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沙啦啦的杨柳，哗啦啦的水⋯⋯走进贵

州省龙里县龙山镇朵花河，清澈的河水潺潺

流淌，让人心生愉悦，这里的景观河道成为游

客的新晋“打卡地”。

曾几何时，因为生活排污、河道淤塞等原因，

朵花河出现水生态退化问题，清澈的小溪成了“臭

水沟”。

2020 年，龙里县成为全国第一批水系连通及

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总投资 4.55 亿元的三元河

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启动实施，让包括朵花河在内

的三元河水系得到系统修复。

龙里县水务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刘昌懿说，“三

元河水系综合整治与传统的河道整治不同，除了

解决传统的沿河两岸农田防洪排涝问题以外，项

目通过沿河水文化、水景观打造以及截污管道的

建设，最终建设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美

乡村’”。

去年底，三元河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完工，

以前的“臭水渠”摇身一变，成了优美的景观

河，原来的“干河”成为水清岸绿的风景线。

“河水清爽，周围的环境也舒适，很多人都

喜欢来河里游泳。”有着 43 年泳龄的游泳

爱好者莫显祥说，焕然一新的朵

花河让他又找到了儿时的

记忆。

据 了 解 ，通 过 综 合 整

治，三元河水系增加水域面积 100 余亩，新增和保护湿

地面积 110 余亩，补充水量约 100 万立方米。不仅沿途

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一个以流域内人

文 、自 然 为 灵 魂 的 乡 村 旅 游 景 区 也 正 在 由 蓝 图 变 成

现实。

近年来，龙里县以获批全国首批纳入中央财政支持

的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综合整治试点县为契机，因地制

宜加快县域河道治理步伐，共同谱写全流域治水新篇章，

既让辖区河流“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也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让沿线居民“腰包鼓起来，日

子好起来”。

“以前外地的游客来厉家庄，基本在农家乐吃完饭就

走，很少停留。”在龙里县龙山镇三元河畔的龙山社区厉

家庄开办农家乐的老板王德林说，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完

工后，环境大变样，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除了

品尝美食外，还能赏景、住宿。

“水系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的实施，让一些投资者看到

了发展旅游的机会，建成了不少旅游项目。”龙里县

水务局局长何阳海说，该县着力打造集民俗文

化、生态文化、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绿色

经济带和自然风光带，建设“水美

乡村”，实现了生态价值和

经 济 价 值 的 相 得

益彰。

生态效益凸显法治威力

李万祥

日 前 ，湖 南 宣 判 首

例 在 生 态 环 境 领 域 判 处

支 付 惩 罚 性 赔 偿 金 的 案

件 。 茶 陵 县 人 民 法 院 当 庭 判

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责令其补植

复绿，缴纳破坏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

金 。 这 是 用 法 治 的 力 量 推 动 环 境 治 理

的典型做法。

该案是一起因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而

引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是首次适

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生态侵权惩罚性赔偿规

定。司法创新之举，体现惩治侵害生态环境行

为“零容忍”。即，法院对破坏生态环境者不再

一判了之，而是综合运用刑事打击、民事赔偿、消

除污染、恢复原状等多种方式。

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面前，仍有一

些企业和个人为暴利所驱使，抱有侥幸心理以身试

法，结果必将血本无归，还会被判刑，竹篮打水一场

空。自然资源部最新公开通报 20 起矿产违法案件，其

中两起涉及稀土的无证采矿案件被法院判决追究刑事

责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绿水青山，必须依靠

制度、依靠法治。需要注意的是，实施中不仅要考虑法

院能够判得了，还要让违法者赔得起，让生态最大限度

“修复如初”，否则只能是“一纸判决”。

保护和修复生态，应是惩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

最终目的。一方面要高压不减，坚持不懈监督整治，

用严密制度和程序保障治理收到实效。以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为例，从 2017 年试水以来，逐渐形成

有效机制。如果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则由政府或其

指定的相关行政部门作为赔偿权利人，向违法单

位或个人进行生态索赔，赔偿资金用于修复生态环境。

另 一 方 面 ，在 法 治 轨 道 上 创 新 治 理 方 式 ，才 能 提 升 生 态 治 理 效

能 。 在 办 理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中 卫 市 某 公 司 污 染 腾 格 里 沙 漠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案 中 ，以 林 区 产 生 的 生 态 环 境 效 益 扣 抵 地 下 水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的 创 新 方 案 值 得 借 鉴 ，对 系 统 开 展 生 态 治 理 也 有 启 发 意

义。方案提出后，赔偿权利人和义务人都采纳，并最终得到法院

认可。

生态效益凸显法治“威力”。近年来生态“赔偿”的方式更

加精准成熟，可操作性强，治理效果突出。通过生态环保部

门、检察机关、法院等各方努力，日积月累，相信会有越来

越多的山川重披绿装，尽展美丽生态画卷。

加速成为国家植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基地加速成为国家植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基地——

国家植物园的神奇植物国家植物园的神奇植物
本报记者 李佳霖

4 月 18 日，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作

为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社会可持续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国家植物园的建立，表明我国

以开展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为主，兼具科学传

播、园林园艺展示和生态休闲等功能的综合性场

所——国家植物多样性保护基地正式成立。

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野生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携带的遗

传资源是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的核

心战略资源。“由于栖息地破坏、过度开发、气候

变化、外来物种入侵、自身繁殖受限等因素，一些

野生植物濒临灭绝，亟待采取有效的保护拯救措

施。”国家林草局动植物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

地保护的主要形式，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

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

可、有机互补，形成我国较为完整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体系。”

中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已知的高等植物有 3.7 万余种，大约占全球的十

分之一。全世界共有 2000 多个植物园，有 40 多

个国家把国家级植物园设立在首都，北京的加

入，让世界植物园之家增加了一颗耀眼的东方

之星。

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

园）和北京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基础上，经过

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总规划面积近 600 公

顷。“国家植物园的建设符合首都功能定位，与北

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

新中心城市战略功能定位契合，在首都设立国家

植物园也符合国际惯例。”国家植物园（北园）执

行主任、正高级工程师贺然表示。

4 月 23 日，在鲜花绽放的国家植物园北区，

“中国鸽子树”珙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植物大

熊猫”水杉在一片葱郁中透出无限生机，来自非

洲能活 2000 年的“千岁兰”令人惊叹植物之美。

贺然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植物园经

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丰厚积淀。目前已收集各类

植物 1.5 万余种（含种下单元），迁地保护水杉、珙

桐等 170 余种中国珍稀濒危植物；拥有 6 个国家

花卉种质资源库和国际海棠品种登录权；有 2 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座亚洲最大的植物标本馆，

馆藏标本 280 万份。

首个国家植物园，正加速成为国家植物多样

性保护的重要基地。

科普之光

4 月 18 日，与国家植物园一起开门迎客的还

有位于北园的科普馆。进入宽阔大厅，人类和植

物的故事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主展厅门前，世

界上最大的种子与最小的种子并列展示：海椰子

的种子最重可达 25 公斤左右；而斑叶兰的种子

小的简直像灰尘一样。主展区内以“植物改变人

类生活”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植物与人类生活的

关系。这些植物包括食用植物、饮料植物、纤维

织物、木材、药物、能源植物等，让人们认识到植

物是万物之基，生命之源，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

说，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水

稻和小米塑造了我们的农耕文

明；茶叶给人类生活带来深刻

变革；桑树成就了丝绸之路；还

有让世界变得美轮美奂的花

卉⋯⋯丰富的植物孕育和滋

养着中华文明，也浸润着

世界文明。

走出科普馆，

阳光下的碧桃正

怒 放 ，红 的 、粉

的 ，园 区 的 草 丛

和花田里观赏桃

树 随 处 可 见 ，这

里正举办的桃花

节 已 有 30 多 年

历史。桃树品种

从当时的 6 个达

到现在的 70 多个，全园各种桃树达 3000 余株，是

世界上可以观赏到桃花品种最多的专类园。桃

花的观赏期也从最初的 20 天延长到 2 个月。

作为首都市民公益性的公园，这里每年还有

郁金香、菊花、兰花等展览，是北京人心目中的网

红景区。通过对植物世界的探索，生态文明教育

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经济花园

采访期间，数次听人提起“邱园”的名字。

邱园是英国一座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植物

园，2003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

遗产”。工业革命后，邱园变身“经济花园”的传

奇经历令植物学界备受启发。

19 世纪，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印度，疟疾夺去

了许多英国士兵的生命。英国政府每年需花费

大量经费购买含有奎宁的药物用于治疗疟疾，而

奎宁是从原产自南美洲的金鸡纳树树皮中提取

的。邱园派遣一批植物学家前往南美洲获取金

鸡纳树树种，经历重重失败后最终使金鸡纳树在

印度移栽成功。奎宁的价格急剧下跌，为英国政

府节省了大笔开支，邱园因此名声大振，类似案

例还有对橡胶、咖啡等经济植物的开发研究。

而在我国，大树杜鹃是非常古老原始的一个

物种，因其生长在高大的乔木之上而得名，绽放

时火红的花簇就像一片片燃烧的云彩。19 世纪

末期，“植物猎人”福雷斯特来到中国，在西南地

区的高黎贡山看到这种独特的花卉植物深感惊

艳，于是带人锯倒这棵上百年的珍稀植物，将这

株树的圆盘树干带回英国，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后

引起轰动。20 世纪初，400 多个品种的杜鹃被引

入欧洲。

从我国带回的杜鹃花给英国园林产业带来

了变革，爱丁堡植物园因此成为世界上栽植杜鹃

花品种最多的场所和世界杜鹃花研究中心，那里

现有 500 多种杜鹃花，其中 300 多种原产于中国，

有些品种在原产地都难觅踪影。

所以，一种植物可能会形成一个产业，甚至

会改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史。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也有许多生态产业

的故事。“构树扶贫，大有作为”，国家植物园、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杂交构树研究组组

长沈世华说，针对我国蛋白质饲草料紧缺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大需求，植物所科研人员

自 2002 年开始以我国本

土资源植物构树为对象，

开 展 了 基 础 研

究 、品

种培育、试

验 示 范 和 应 用

推 广 等 工 作 。 收 集

野生构树资源 400 余份，

筛选出核心种质 30 余份，首次

破译构树高精度基因组，培育出“中构”和

“科构”两大杂交构树新品系，使其成为拥有适应

性强、种植区域广等特点的优质蛋白质饲草料。

2014 年 12 月，杂交构树被国务院扶贫办列入国

家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2020 年 9 月被我国纳

入健全饲草料供应体系新品种。

为更好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沈世华团队承

担的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杂交构树产业关

键技术集成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解决了品种培

育、高效育苗、丰产栽培、机械采收、烘干加工等

产业瓶颈问题，为杂交构树蛋白质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成套解决方案。

据悉，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为首的核心

科技力量支撑下，截至 2019 年底，28 个省区市

200 余个县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构树 102 万亩，参

与的构树企业或合作社达 600 多家，带动超过 20

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在中科院植物所，加强对植物研发并形成规

模、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还有葡萄和牡丹等。

魅力植物

植物中也蕴含着巨大的文化富矿。

“国家植物园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拥

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卧佛寺、北京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一二·九运动纪念地和曹雪芹故居等

10 余处历史人文景观，有 645 株宝贵的古树名木

资源，集植物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于一体。”

贺然说。

每到春天，当曹雪芹纪念馆西侧山桃花溪景

区的数百株桃花盛开时，一些红学爱好者就会来

此观赏红楼植物。

“我国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的植物涉及食

用、药用、材用、园林、装饰、民俗、文学等诸多方

面，对应植物有 240 余种。2010 年 9 月 17 日，在

首届黄叶村曹雪芹文化艺术节上，曹雪芹纪念馆

内 100 余种红楼植物向广大游客展出，让大家感

受到《红楼梦》中的植物文化。”曹雪芹纪念馆馆

长徐博汶说，“红楼梦专类园”经过数年打造，目

前有露地栽植“红楼植

物”110 余种，加上温室内栽植的热带、亚热带植

物等，可展示的“红楼植物”种类可达 150 种左

右，先后举办的“红楼梦专类植物展”“红楼植物

专题讲座”等活动，深受游客和红学爱好者欢迎。

徐博汶说，曹雪芹纪念馆地处北京“西山永

定河”文化带，搜集申报的“曹雪芹西山传说”于

2011 年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展示出了丰富的植物知识。

曹雪芹、《红楼梦》与植物，是国家植物园一

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成为国家植物园的一员，未

来曹雪芹纪念馆将深入挖掘植物中的文化功能，

传承、推广曹红文化，让游客从红楼植物中更好

地品读世界文学名著，为人民提供更加美好的文

化享受。”徐博汶说。

国家植物园研究兰花迁地保护的博士张毓，

一直致力于讲好中国植物故事。在她的实验室，

她轻声地介绍着那些装在透明玻璃器皿里绿色

的兰花小苗和细如微尘的兰花种子。“兰科植物

中珍稀濒危物种很多，我们主要开展中国温带

（高山）兰的迁地保育研究。”为了调查北京地区

野生大花杓兰的分布现状，张毓把北京百花山、

灵山、雾灵山等全爬了一遍。北京植物园兰花保

育团队还和四川黄龙、青海三江源、海南吊罗山

等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长期合作，开展珍稀濒

危兰科植物的保育研究和野外回归工作，2019 年

和 2020 年送回黄龙 4000 多株高山兰花。

在国家植物园，有许多研究者在植物领域默

默耕耘，用丰硕的成果讲述着一个个动人中国植

物故事。未来，新组建的国家植物园将对标世界

顶级植物园，规划收集活植物 3 万种以上，强化

自主创新，接轨国际标准，建设成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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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贵州省龙里县三元河畔散步市民在贵州省龙里县三元河畔散步。。

袁苏梅袁苏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① 国家植物园内景色宜人。

图② 被誉为“中国鸽子树”的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植物——珙桐。珙桐花型奇美，是我国

独有的珍稀名贵观赏植物。

（国家植物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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