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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为何古树多

杨开新

前不久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古

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普查

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 508.19 万

株，包括散生 122.13 万株和群状

386.06 万株。散生古树中，1000

年以上的有 10745 株，5000 年以

上的有 5 株。

普查结果显示，陕西拥有超

过 50 万株古树名木，在全国 31 个

省区市中仅次于云南。更令人称

奇的是，5000 年以上的 5 株古树

竟全部在陕西。

稀有古树名木常被称作“活

化石”，在生态、历史、文化、科学、

景观和经济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

值。它们能存活至今且相对集中

分布，偶然中有必然，除了自身抵

抗病虫害等能力较强，也离不开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究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重视之心。陕西的这几

株树名唤黄帝手植柏、保生柏、老

君柏、仓颉手植柏、页山大古柏。

从名字中就可以知道，与我们休

戚与共的古树名木，与华夏文明

有着密切关联，为我们保存了一

份珍贵的文脉信息，记录并生动反映了自然变迁和社会

发展。它们的存续均离不开周边人群的重视。中国人自

古崇尚天人合一，习惯将自己视为自然生态的一部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些理念也是当代弘扬生态文化、

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强基础。

二是保护之行。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但如果只有理

念而没有切实行动，任何事都无法善作善成。保护林木，

中国古已有之。如今陕西等地对古树名木更是呵护备

至。西安市对古树名木实行挂牌保护，给了古树名木一

张“护身符”，有专人对其进行管护，对生长情况实时监

测，专家开展会诊把脉，对生长位置、树龄、胸径、冠幅、生

长状况等信息逐一调查，建立“一树一档”。在位于延安

市的黄帝陵，工作人员为每株古柏建立了电子档案，配备

专职古柏管护队，建设了独具特色的古柏消防系统，通过

对枝条进行无性繁殖来解决古柏树势衰弱的问题。正是

这些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才让陕西成为当之无愧的古

树名木大省。

三是生态支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山水林田湖

草沙是个生命共同体，如果周边生态退化恶化，没有一株

树能“独善其身”。单独保护某株树不算麻烦，但在生态

脆弱地区将环境保护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破坏后再治

理更是难上加难。这方面的教训并不少。比如，黄土高

原历史上植被茂密、生态良好，但由于长期的过度开发，

只能吞下风沙侵袭、水土流失的苦果。近几十年来，当地

治水治土治沙一起抓，不利局面得到改观，绿色发展带来

从“黄中找绿”到“绿中找黄”的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传承

千年的古树名木是大家共同的财富，让人们能够睹树怀

古、思绪飞腾，但无形中也给了我们压力。“一派青山景色

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

头”。面对前人留下的宝贵绿色财富，我们能否巩固并传

承拓展，进而以生态的“含绿量”提升发展的含金量，值得

深思并提交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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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些重要表述回应人

民关切，顺应发展潮流，引发了广泛共鸣。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纳入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

本方略，“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我们党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

长远性的工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

和绿色发展奇迹，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奋进新征程，

我们要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

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报告为我们创建全国生态文明高地、推

动绿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西

藏昌都市委书记龚会才说，10 年来，昌都立

足藏东高原水风光热资源禀赋，以清洁能源

产业发展为抓手，积极推进绿色转型，编制完

成清洁能源“一基地两示范”规划，川藏联网

工程竣工投运，藏东与藏中电网并网运行。

目前，昌都全市在建电站装机容量达 974.5 万

千瓦，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产业正成为

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龚会才表示，新征程上，昌都将自觉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进一步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生态优先、节约

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

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

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

循环利用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这句

话，让齐鲁石化胜利炼油厂联合装置车间技

术员于江涛心潮澎湃。

近年来，于江涛所在的齐鲁石化逐步淘

汰低端落后设施，应用先进成熟技术，降低能

源与资源消耗，实现绿色清洁生产。通过技

术攻关、创新优化，于江涛领衔的“劳模创新

工作室”累计完成攻关课题 200 多项，获得

2 项国家发明专利和 40 多项荣誉，创造经济

效益过亿元。

“我们要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方面

继续发力，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

和推广应用，推动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于

江涛说。

经过多年发展和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已成为普遍共识和行动自觉。

山东省烟台市委常委、栖霞市委书记包

华说，被誉为“中国苹果之乡”的栖霞市，最大

的富民产业是苹果产业，当地把保护耕地红

线与做强现代果业相结合，整治人居环境与

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完善基础设施与提升

功能形象相结合，强力推进“四好农村路”、污

水收集处理、城乡供水一体化等十大攻坚

行动。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生态功能涵养区建

设，争创国家级森林城市、国家级重点生态功

能区；扛牢水源地保护责任，深入实施全域水

系治理，打造美丽幸福河湖。”包华说。

西藏林芝市素有“雪域江南”之称，10 年

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

色日益成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

底色，各族群众也在参与绿色发展中得到了

实惠。

“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去年全市生态旅游业累计带动农牧民就

业 2.75 万人、人均增收 3500 余元，生态农牧

业辐射带动 7.8 万余名群众、人均增收 3200

余元，生态红利持续释放，惠民利民效果不断

显现。”西藏林芝市委书记敖刘全说，林芝市

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主动担负起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重大责任，扎实推动以

旅游业为战略支柱的生态产业发展，打造清

洁能源和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新业态，真正把

优美的环境、良好的生态，转化为林芝发展的

“ 聚 宝 盆 ”“ 绿 色 银 行 ”和 各 族 人 民 的 幸 福

源泉。

筑牢生态屏障、增创生态优势、护航绿色

发展等也是各地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

注点。

甘肃张掖是国家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近年来，张掖

市在甘肃全省率先建成天地空一体化的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

生态环境监管保护，严控环境风险，全面完成

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划、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去年，

张掖市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到 38.3%，排名甘肃省第二位。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筑牢守好国

家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张掖的重大政治

责任和光荣使命。”甘肃张掖市委书记卢小亨

说，张掖市将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农

业、生态工业和旅游、会展产业，构建绿色低碳

产业体系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努力创建国

家零碳城市。张掖还将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加速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经济价值，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河南省南阳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

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肩负着保生态、保水

质、保发展、保民生的多重责任。河南南阳市

委书记朱是西表示，将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

二十大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强化政治担当，护好一库碧水，确保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安全、水质安全、供水安全，让沿线

人民喝上放心水；加快转型跨越，打造绿色发

展增长极，蹚出一条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深

度融合、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的新

路子，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力争“十四五”

末南阳市经济总量突破 6000 亿元。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近年来，牛油果迅速走红，成为国内水果

市场的一匹“黑马”。形似鸭梨，外皮粗糙，果

肉绵密，牛油果总是与麦片、牛奶、沙拉同框

出镜，成为营养健康、品质生活的代名词。

然而，急剧扩张的牛油果市场却一直依

赖进口。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牛油果的进

口量只有 1.9 吨，2019 年和 2020 年的进口量

维持在 3 万吨左右。10 多年间，中国人对牛

油果的需求爆发式增长。

如今，在云南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

族自治县这个边陲小城，漂洋过海的网红“洋

水果”实现了身份转变，一个完全由进口垄断

的市场正在被打破，“国产牛油果”以新的姿

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老百姓的餐桌。

好山好水育好果

金秋十月，走进孟连县芒信镇芒信大寨

牛油果基地，一颗颗成熟的牛油果紧密垂挂

在绿叶丛中，个头饱满、果皮锃亮。基地之

外，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汇聚于此，他们中

有生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有餐厅和奶茶店

的经营者，也有大大小小的物流商，他们的目

的只有一个——找果。

曾几何时，为了让这种热带水果在中国

落地生根，普洱绿银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祁家柱开始了长达 10 年的试种之路。

“很多外国专家断定我们不具备种植条

件，但是中国幅员辽阔，气候类型多样，我相

信一定可以找到。”功夫不负有心人，祁家柱

最终把眼光聚焦在云南。

“孟连县独特的自然条件契合了牛油果

的生物学特性，这是试种成功的关键。”孟连

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局长赵原分析称，

孟连县属典型南亚热带气候类型，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土壤排水良好。独特的小气候环

境，与具有“世界牛油果之都”的墨西哥米却

肯州乌拉邦市非常类似。

2017 年，孟连芒信大寨牛油果基地实现

了初投产。当年 9 月，绿银公司种植的首批

200 多吨牛油果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短短

3 个月卖出近 1000 万元。

“国产牛油果最大的特点就是更新鲜。”

祁家柱说，进口牛油果海运耗时 1 个月，为防

止中途腐烂，一般在六到七成熟时即采摘，抵

达国内再进行催熟。相比之下，枝头自然熟

的国产牛油果从采摘到端上消费者的餐桌，

最快只需要 3 天。

截至今年 9 月，孟连县牛油果种植面积达

7.04 万亩，投产面积 1.5 万亩，鲜果产量预计

突破 1 万吨，预计产值 3 亿元，填补了中国市

场无国产牛油果的空白。

反哺生态已成势

牛油果种植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还形成反

哺之势。

牛油果是一种速生常绿阔叶乔木树种，

树形多姿美观，叶片浓绿茂密，是生态绿化树

的理想选择。由于每年换叶量大，牛油果树

对改良生态环境有良好作用，特别是在荒山

造林、保护水土流失方面有巨大生态效应。

孟连县政协主席、“一县一业”牛油果发展项

目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杨春华说，“我们既要利

用好大自然赋予的生态优势，更要保护好这

种优势，用实际行动践行‘两山’理念”。

作为孟连的母亲河，南垒河的生态环境

曾因热区资源开发遭到破坏，水量减少，水质

恶化。为了让南垒河重新焕发生机，当地出

台《南垒河流域保护条例》，提出优先发展生

态农业、观光农业、林业和高附加值的农产品

加工业，积极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

南垒河绿色长廊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牛油

果产业为南垒河的治理注入了新的动力。

通过陡坡地治理、退耕还林、绿色产业开

发，南垒河流域的生态得到有效改善，南垒河

绿色长廊的森林覆盖率达 65.74%，娜允镇娜

允村、富岩镇芒冒村等行政村还因生态风貌

较好、森林功能效益显著、涉林产业发展良好

入选“国家森林乡村”。如今的南垒河，水石

明净、绿树成荫，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牛油果的种植，让孟连县的山更绿、水更

清、经济更红火，也让当地老百姓的钱包鼓了

起来。

今年 3 月 28 日，孟连县芒信镇芒信村下

回林小组迎来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当天

举行的分红大会上，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脸

上 洋 溢 着 笑 容 ，一 起 分 享 种 植 牛 油 果 的 喜

悦。“我家牛油果种植入股了 21.69 亩土地，今

年初投产，虽然产量还不高，但也拿到了第一

笔分红，我打算把闲置的 10 亩土地再入股种

植牛油果。”村民岩谢除了领取到 1.9 万余元

的分红，他们一家还拿到了 2 万多元的打工收

入，尝到甜头的她畅想着下一步的生活。

2018 年，芒信镇回林鼎园牛油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29 户农户以土地入

股，流转土地 400 余亩用于种植牛油果。2021

年，牛油果初产 64 吨，实现销售收入 126 万

元，利润 70 余万元，分配给社员的红利达 19.6

万元，户均增收达 7000 多元，最高分红达 2 万

多元。

这是孟连县探索建立的“平台公司+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的一个鲜

活样本。在这套模式下，孟连县成功让资源

变资金、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鼓励了各

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杨春华说，农户除了

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租金外，还可以参与牛油

果基地种植管理，每天获取 80 元至 150 元的

劳务报酬。同时，农户以土地入股，进入丰

产期后，预计每亩果园将获得 6000 元左右的

分红。

2018 年，孟连县委、县政府把牛油果产业

作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进行打造。一个产

业从无到有的背后是政府、企业、群众的合力

推动。如今，孟连县已培育牛油果产业主体

33 个，其中有 9 家民营企业和 22 个专业合作

社，覆盖全县 6 个乡（镇）101 个村民小组 7009

户 25008 人，成为国内种植规模最大的牛油果

基地。

乡村振兴新动能

小小牛油果，正深刻影响着一个县的农

业产业结构。在孟连县南垒河流域的耕地

中，坡度超过 25 度的坡耕地及轮歇地面积占

比较大，面临退耕还林和复种的繁重任务。

杨春华告诉记者，孟连的传统经济作物是橡

胶、茶叶、咖啡和甘蔗。近年来，由于橡胶、茶

叶的价格走低，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

的占比逐年下降，种植业结构调整已成为当

地农业产业升级发展的当务之急。“传统经济

作物每亩地的年收入大约是 1000 元至 3000

元，而一亩牛油果地的收入

则可达 1 万元至 3 万元。”杨

春华说，虽然牛油果种植要求

严、管理精度高，但高投入也带

来高回报，是孟连县推动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小小牛油果不仅为产业转型

提供助力，提高了农户收入，更引领

村民从“靠天吃饭”向有文化、懂技

术、擅管理、会经营的现代职业农民

转变。

“牛油果太难‘伺候’了！”祁家柱坦

言，牛油果种植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农

业，要求种植人员熟练掌握植物生长周期

各个阶段的操作要领，并具备大田管理的丰

富经验。

田间变课堂，农民变学员。除了牛油果

栽种管护技术培训会，孟连县还把课堂搬到

了田间地头，邀请专业技术人员针对幼苗管

护、水肥管理、拉枝修剪、病虫害防治等进行

现场教学和实操指导。嫁接技术员、致富带

头人、职业经理人⋯⋯一批“土专家”“田秀

才”纷纷破“土”而出。

来自云南红河的哈尼族小伙大萌是这批

新农人中比较特别的一位。2021 年，身为旅

行体验师的他在孟连租下 200 亩地，开始打造

以牛油果为主题的田园综合体农场——“牛

友果星球”。不同的是，除了学习种植和管护

技术，大萌还发挥摄影特长，把当地特色的自

然风景和人文风情发布在社交平台。收集甘

蔗花的少女、佤族老人的耳环、南垒河畔的村

寨⋯⋯一幕幕极具感染力的画面让很多粉丝

发出感慨：“好想去孟连看一看”“怎样才能买

到这里的牛油果”。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孟连的牛油果和

咖 啡 ，还 能 感 受 当 地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文 化 特

色。”在大萌的设想中，除了农业本身，借助当

地的民族文化，打造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文旅

项目，也是未来要探索的方向。他说，希望更

多年轻一代，能撸起袖子，在祖国乡村的田

间地头奔忙畅想，为乡村振兴带

来更多可能。

大山里种出网红水果大山里种出网红水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琼艳康琼艳

孟连县孟连县““牛友果星球牛友果星球””农场的农户收获果实农场的农户收获果实。。

大大 萌萌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孟连县芒信大寨牛油果基地的牛油果孟连县芒信大寨牛油果基地的牛油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琼艳康琼艳摄摄

孟连县牛油果种植基地孟连县牛油果种植基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