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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花识城闻花识城，，寻树知根寻树知根。。

20212021 年年 66 月月，，湖北省黄冈市确定榉树湖北省黄冈市确定榉树、、银杏树为市银杏树为市

树树，，梅花梅花、、映山红为市花映山红为市花。。为打造市树市花这一城市为打造市树市花这一城市““文文

化名片化名片”，”，黄冈将其融入城市建设黄冈将其融入城市建设，，贯彻落实到推进国土贯彻落实到推进国土

绿化绿化、、义务植树义务植树、、村庄绿化村庄绿化、、森林城市创建等具体工森林城市创建等具体工

作里作里。。

自此自此，，市花市树不仅成为黄冈发展的市花市树不仅成为黄冈发展的““见证者见证者”，”，

而且成为黄冈迈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而且成为黄冈迈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

制定发展规划制定发展规划

““将榉树将榉树、、银杏推荐为市树银杏推荐为市树，，梅花梅花、、映山红推荐映山红推荐

为 市 花为 市 花 ，，符 合 黄 冈 自 然 生 态 特 点 和 地 域 人 文 特符 合 黄 冈 自 然 生 态 特 点 和 地 域 人 文 特

色色。。会议决定会议决定，，黄冈市的市树为榉树黄冈市的市树为榉树、、银杏银杏，，市花市花

为梅花为梅花、、映山红映山红。”。”20212021 年年 66 月月 2424 日日，，黄冈市第五黄冈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议通过《《关于批准黄冈市市树市花的决定关于批准黄冈市市树市花的决定》，》，黄黄

冈再添一张生动鲜活的特色名片冈再添一张生动鲜活的特色名片。。

为何是榉树为何是榉树、、银杏和梅花银杏和梅花、、映山红映山红？？

““以乡土树种以乡土树种、、花卉为主花卉为主，，具有鲜明的黄冈具有鲜明的黄冈

特色特色，，体现黄冈东坡文化体现黄冈东坡文化、、红色文化等历史文红色文化等历史文

化内涵化内涵，，符合广大市民群众追求吉祥祥瑞的符合广大市民群众追求吉祥祥瑞的

意愿意愿，，助推城市绿化提档升级助推城市绿化提档升级。”。”黄冈市林业黄冈市林业

局局长骆明正向记者解释道局局长骆明正向记者解释道。。

——榉树广泛分布于黄冈榉树广泛分布于黄冈，，是集观赏是集观赏、、

生态生态、、经济经济、、文化价值于一身的乡土树种文化价值于一身的乡土树种，，

大别山区种植榉树称大别山区种植榉树称““种榉种榉”，”，有有““中举中举””的的

美好寓意美好寓意；；银杏树种植历史悠久银杏树种植历史悠久，，古树名古树名

木数量众多木数量众多，，是老区人民的致富树是老区人民的致富树。。

——黄冈市黄梅县黄冈市黄梅县““晋梅晋梅””为为““中国中国

五大古梅五大古梅””之一之一，，距今近距今近 17001700 年历史年历史，，东东

坡有多首咏梅诗坡有多首咏梅诗，，梅花的独特品格更是梅花的独特品格更是

老区人民不屈不挠革命精神的生动写老区人民不屈不挠革命精神的生动写

照照；；黄冈映山红资源丰富黄冈映山红资源丰富，，有鲜明的地有鲜明的地

方特色方特色，，花开鲜红灿烂花开鲜红灿烂，，体现和象征着体现和象征着

黄冈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黄冈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

年近七旬的刘国庆老人是土生年近七旬的刘国庆老人是土生

土长的黄冈人土长的黄冈人，，对于城市发展过程对于城市发展过程

他历历在目他历历在目，，对当年投票过程也是对当年投票过程也是

记忆犹新记忆犹新。“。“市树市花得是大家喜市树市花得是大家喜

闻乐见的闻乐见的、、易引起共鸣的易引起共鸣的，，更重要更重要

的是能适应城市发展规划的是能适应城市发展规划，，便于形便于形

成城市文化符号推广的成城市文化符号推广的，，榉树榉树、、银银

杏和梅花杏和梅花、、映山红当仁不让映山红当仁不让。”。”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山水园林城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山水园林城

市是黄冈城市发展蓝图市是黄冈城市发展蓝图，，市树市花市树市花

是城市是城市““文化名片文化名片”、”、提升宜居指数的提升宜居指数的

““排头兵排头兵”。”。因此因此，，黄冈在不断提升发黄冈在不断提升发

展水平的同时展水平的同时，，将市树市花纳入城市将市树市花纳入城市

规划规划，，各县市各县市（（区区））还分别制定了发展还分别制定了发展

规划规划。。

例如例如，，发展规划要求发展规划要求，，在城市建设在城市建设

中提高市树市花应用比例中提高市树市花应用比例，，在推进国土在推进国土

绿化绿化、、义务植树义务植树、、乡村绿化等工作中乡村绿化等工作中，，将将

市树市花作为首选品种市树市花作为首选品种，，加大栽植力度加大栽植力度。。

通过加大市树市花苗圃基地建设通过加大市树市花苗圃基地建设，，办好市办好市

树市花示范项目树市花示范项目，，打造市树市花景观打造市树市花景观，，筑牢筑牢

大规模推广的基础大规模推广的基础。。

近近 33 年来年来，，在黄冈全市范围内在黄冈全市范围内，，已累计已累计

栽植榉树栽植榉树 22..11 万多棵万多棵、、银杏银杏 77..11 万多棵万多棵、、梅花梅花

33..66 万多棵万多棵、、映山红映山红 5454..55 万多株万多株。。建成以榉树建成以榉树

为行道树的道路为行道树的道路 3232 条条，，总长度达总长度达 7575 公里公里；；建建

成以银杏为行道树的道路成以银杏为行道树的道路 8484 条条，，道路总长度道路总长度

达达 356356 公里公里；；映山红栽植面积达映山红栽植面积达 34003400 多亩多亩；；梅梅

花栽植面积达花栽植面积达 830830 多亩多亩；；建成市树市花苗圃基建成市树市花苗圃基

地地 4747 个个，，面积达面积达 84008400 多亩多亩。。

培植景观特色培植景观特色

黄冈无地不见绿黄冈无地不见绿，，城市无处不飞花城市无处不飞花。。

点缀于街头点缀于街头、、公园公园、、商圈等周边的绿色草坪商圈等周边的绿色草坪、、花花

坛花箱坛花箱，，以及各种林木高低分布错落有致以及各种林木高低分布错落有致，，组成一组成一

条条林荫大道条条林荫大道，，共同演绎黄冈城市四季美景共同演绎黄冈城市四季美景。。市树市树

市花是其中当之无愧的市花是其中当之无愧的““明星明星”。”。

今年春季今年春季，“，“黄冈东坡庙会黄冈东坡庙会 20232023 花季花季··黄州梅黄州梅””

活动在黄州遗爱湖畔梅园启动活动在黄州遗爱湖畔梅园启动，，150150 亩景区的亩景区的 1818 个个

品种品种 30003000 株梅花竞相绽放株梅花竞相绽放，，日均五六万游客游园日均五六万游客游园，，

610610 万人次观看直播万人次观看直播，，一枝娇俏梅花拉动春季旅游市一枝娇俏梅花拉动春季旅游市

场场““花经济花经济”。”。

每年秋天每年秋天，，黄冈市区的明珠大道黄冈市区的明珠大道、、赤壁大道赤壁大道、、黄冈大黄冈大

道道、、宝塔大道等主干道宝塔大道等主干道，，银杏树叶如金色的蝴蝶翩翩起银杏树叶如金色的蝴蝶翩翩起

舞舞，，将城市描画得颇具诗情画意将城市描画得颇具诗情画意。。麻城麻城 44..44 公里的五脑山公里的五脑山

□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湖北黄冈 绿城无处不飞花

矿山重新披锦绣
本报记者 孙潜彤

在鞍钢集团矿山生态园的花海打卡拍

照，成为辽宁鞍山市民度假休闲的好去

处。近日，一群学生来此参观听讲解时很

惊讶，他们没想到这里的“花果山”曾经

是烟尘飞扬、山石裸露的铁矿场。更没

想到，难以处置的尾矿砂竟成了改造盐

碱地的好肥料，改造后的盐碱地长出了

绿色无公害大米。

绿水丰涟漪，青山多锦绣。鞍钢

集团矿业公司所属 10 个铁矿山全部

上榜“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是全国

冶金系统获此荣誉最多的企业。这

个转折是如何实现的？

鞍钢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聂

振勇说，鞍钢矿多，铁精矿储量、产

量位居国内第一。这也意味着鞍

钢矿山复垦绿化压力大。土少、

水少、石头硬，裸露的排岩场、尾

矿库，迈向绿色矿山的每一步都

很艰难。

曾 在 眼 前 山 矿 参 与 复 垦

的王春成回忆当初：“岩石山没有土，树苗

无处扎根，我们就把树苗种在装满土的柳

条筐里。冬天植树最辛苦，排岩场上的砂

石冻得硬邦邦的，铁锹都挖不动，我们就只

能用双手一点点地抠。”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

“不信青山唤不回”。鞍钢的努力变成了鞍

山市上下一致的行动。鞍山市把“双鞍融

合”的首要工作定位在绿色发展上，制定了

《绿色矿山建设方案》，统筹推进全市绿色

矿山建设，现已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

部门协同、社会支持的四位一体绿色矿山

建设新格局。在鞍山市齐心协力支持下，

鞍钢先后确定了大孤山铁矿排岩场、齐大

山铁矿排岩场等 33 个绿化复垦项目。先

后回填残土 700 余万立方米，敷设灌溉水

线 5000 米，完成生态恢复面积 2220 多万平

方 米 ，种 植 乔 木 1100 万 株 、灌 木 1580 万

株。复垦绿化成活率达 95%，已远高于国

内矿山的平均水平。大孤山休闲旅游园、

眼前山绿色采摘园、前峪尾矿库苗木培育

园 3 个生态园区被授予“国家绿色矿山示

范基地”。

“鞍钢矿业公司研发了 23 项生态修

复专利技术，绿色矿山不仅美了自己，还

‘肥’了别人。”鞍钢矿业生产服务中心党

委书记高江带着记者参观盐碱地改造的

神奇。只见整齐靠在一起的试验田，种着

水稻、小麦、大豆，但土质颜色却深浅不

一。“这是加工后的尾矿砂作为无机肥改

良盐碱地的不同情况，有的是 1 年，有的

是 3 年，经 3 年改良的土质已经富含养分，

所含的矿物质对农作物生根壮秆极为有

利。”高江说，通过中科院沈阳生态所检

验 ，经 过 改 良 的 盐 碱 地 长 出 的 大 米 符 合

《绿色食品大米》标准。

如今，利用铁尾矿改造盐碱地的专利

技术已经从试验田走向农村大地。鞍钢

矿业公司在吉林省、河北省相继大规模开

展了盐碱地改良，培养出优质的水稻，为

生 态 农 业 的 循 环 利 用 提 供 了 可 借 鉴 的

模式。

生态

产品包括

农 林 牧 副

渔 等 有 形

生 态 产 品 ，

也包含培育

生 物 多 样

性 、美 化 环

境、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等

无 形 生 态 产

品。人们常说，

“一方水土生一

方 物 产 ”。 诸 如

安 吉 白 茶 、西 湖

龙井之类的有形

生 态 产 品 有 口 皆

碑，大家在心照不

宣间完成生态产品

价值转换。购茶人

以 支 付 货 币 价 值 这

一 合 理 回 报 促 成 茶

农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生态环境。收获满

满 的 茶 农“ 更 上 一 层

楼 ”，在 茶 园 开 设 自 然

课堂、辟建生态民宿、延

伸 茶 产 品 深 加 工 ，吸 引

更多游客慕名而来，“绿

水青山”“金山银山”循环

增值。

“ 物 之 不 齐 ，物 之 情

也”。相较可以进入市场交

换的农林牧副渔等有形生

态产品，“清风明月不用一钱

买”，无形生态产品定价向来

见仁见智，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 阻 碍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转 换 。

无形生态产品价值难以衡量，

人们在享用过程中又具有非排

他性、非垄断性，实现价值难度

较大，需要政府统筹兼顾、协调

四方，确保自然提供恒久的生态

惠益。

生 态 建 设 从 来 不 是 立 竿 见

影，而是久久为功。当前，政府投

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治理环境，

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时间跨

度往往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受益方对生物多样性提升、气

候改善等无形生态产品的感知较弱，在日用而不觉中没有付出相

应使用成本。长远来看，这种单纯依靠财政资金的生态保护方式

不可持续，也窄化了生态建设投入资金的闸门。

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不会一蹴而就。关键在人，

关键在思路。转化需要资本、劳动、技术、市场等因素的坚实支撑，

关键要有因地制宜的产业导入和升级，从而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激活

生态治理的源头活水。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必须创新生

态环境治理模式。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以一个个量

体裁衣的项目为抓手，解决好项目资金“从哪里来、到何

处去”和建设者积极性的问题，为“探索政府主导、企业

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路径”开辟新空间。

只有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做大金山银山。以生态

保护和环境治理为基础，以契合当地资源环境禀赋的特

色产业运营为支撑，推动社会公益性强的生态环境治理

项目与经济效益好的关联产业项目有效融合、一体推

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来我去、我来你去”的

共生关系。好山好水为关联产业项目铸就“金饭碗”，赋

予更多绿色生态产品辨识度、美誉度。在此基础上，利

用产业项目收益持续反哺公益性生态环境治理支出，拓

宽生态环境投融资渠道，破解生态环境治理与资金投入

之间的供需不平衡，形成社会资本前赴后继跃升为生态

治理项目主体，齐心协力打造生态美、百姓富的良好

局面。

中国疆域广袤，地理环境丰富多彩，荟萃世界上弥

足珍贵的生态资产。各地因地制宜推进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奏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交响。人

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随着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

善，绿水青山的环境承载力、品牌影响力、资源贡献率

拔节生长，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发展效益会在更高水

平上协调统一。从“彼此契合”到“相互成就”，推动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助益生态产品价值收益水涨船

高，是借助经济手段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

重要举措，也是做大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应有

之义。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教授）

因地制宜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樊良树

本版编辑 李 静 美 编 吴 迪

旅游示范公路、京广大道、乘马岗红色公园等各县市

主次干道、乡村道路，一树树的杏黄如一帧帧富有生

机的油画。

榉树一条街的打造是黄冈市城管执法委 2022

年“大力抓场景”的重点工作之一。白潭湖大道、

望湖路、苏林路以及部分主次干道，一株株榉树迎

风起舞，春天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秋天满树褐

红，极为惊艳。

映山红是黄冈名花，麻城龟峰山古杜鹃群

落总面积达 10 余万亩，是全国目前所见的最大

映山红生态古群落；英山天马寨原生态五彩杜

鹃日渐成为热门旅游景点；城市绿地和公园建

设中也大量采用映山红，部分县（市、区）的主

要交通干道护栏也挂上了映山红盆栽。

按照规划，到 2025 年，黄冈将建成一批

以市树市花为主题的城市公园、文化广场、

公共休闲绿地，建设以市树为行道树的道路

200 条以上。

骆明正说，在国土绿化中，黄冈将其作

为栽植或配植的主要品种，每个县（市、

区）拟打造一个以上市树市花主题公园和

两处以上以主干道为主线、包含重要节

点的城市街道市树市花绿化风景线，进

一步彰显市树市花的城市园林绿化景

观特色。

在城市重要山体、城区重要出入口

通道、城镇乡村等绿化节点广泛推广，

打造一系列以市树市花为主的最美山

体、最美通道、最美城镇绿化景观，进

一步彰显城乡绿化区域特色。

依托林业工程项目，建设一批

以市树市花为主的特色景观林、珍

贵树种用材林和以市树市花为主

的产业花卉林，逐步形成以市树市

花为特色的森林景观。

科学推进种植的同时，该市

还要求结合现有种苗生产基地，

积极引导鼓励种苗苗圃业主扩

大生产销售；鼓励高校、科研单

位和企业开展市树市花栽培管

理及应用技术研发、推广，培育

市树市花优良品种，不断提高

市树市花推广栽培成效。

发展特色产业

挖掘文化内涵，黄冈赋予市树市花以灵魂。

黄冈不仅注重市花市树在主要交通干道、城市公

园以及文化广场、名胜古迹等公共绿地的景观应用，

使其融入园林绿化美化建设，从而凸显品牌独特的地

域景观魅力，还注重结合其自身特有的文化底蕴，深

度挖掘、充分赋予市花市树应有的文化特色与深刻内

涵，进一步展现黄冈的地域文化和城市特质。

一朵花，火了一座城。麻城市有 100 多万亩杜鹃

林，仅龟峰山上就有 10 万亩连片成林的古杜鹃群

落。每年春夏之交，杜鹃花次第开放，漫山红遍，蔚为

壮观。麻城的杜鹃文化旅游节，叫响了“人间四月天，

麻城看杜鹃”旅游品牌。麻城先后荣膺中国县域旅游

之星、中国映山红第一城、湖北旅游强市等称号。

黄梅县梅苑景区深挖蔡山“晋梅文化”，以梅花品

种齐全、颜色多样、集中连片而闻名，现种植各种梅树

2 万余株，将打梅花牌、唱梅花戏、喝梅花茶融入文旅

产业发展，每年春节梅花盛开季节接待游客近 30 万

人次，带动周边村庄脱贫户 100 余人就业。目前，蔡

山镇已制定梅树种植五年行动方案，计划投资 1.1 亿

元栽植梅花、筹建梅花品种博物馆等，做足梅文章，开

发“梅花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蕲春县围绕“药旅联动”战略，把银杏产业发展融

入全县大健康产业发展格局，在银杏果、银杏叶、银杏

药材等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银杏药膳食疗、观

光旅游、养生休闲等业态，延伸产业链条，让银杏产业

成为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已建

成银杏基地 21 个，面积达 3000 余亩。

一棵古树，就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与一种文化的记

录，是一部生态史、文化史。罗田县致力于古树名木

保护，建成湖北省唯一一家古树名木展馆，深度挖掘

其文化，让生态文化活起来美起来。为了保护雷店镇

曹家店村一株树龄 610 年的榉树，英山县在实施“过

石公路”改造时，拆除建筑为古树保留生长空间，通过

砌石岸、土壤改良、植草皮、缓流浇水灌溉等措施改善

其生长环境，目前古树枝繁叶茂。

“演绎市花市树的历史渊源，弘扬市花市树的品

格象征，展现城市文化，改善人居环境，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和审美需求，激发市民共建美好

家园的热情。”骆明正表示，推动市树市花发展是一项

长期工作，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方能见效。

种植历史悠久的银杏树种植历史悠久的银杏树，，是人民的致富树是人民的致富树。。 汪金元汪金元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黄冈市映山红资源丰富黄冈市映山红资源丰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象征着黄象征着黄

冈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冈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 汪金元汪金元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在鞍钢在鞍钢，，经过复垦改造后的矿山排岩场经过复垦改造后的矿山排岩场，，已成为市民已成为市民

休闲的生态公园和科普基地休闲的生态公园和科普基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潜彤孙潜彤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