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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好

﹃
大合唱

﹄

陈发明

日前，《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条例》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审 议 通 过 ，将 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 起 施

行。该《条例》是甘肃首部关于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基础性、

综合性的重要地方性法规。

今年 4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在国家层面针

对黄河流域制定基础性、综合性和统领

性的专门法律后，流域内省份是否还有

必 要 出 台 地 方 性 法 规 ？ 答 案 是 肯 定

的。如果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比作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那

么流域中每个省级区域就是其中一段

乐章。每一段乐章表演是否成功、乐章

与乐章之间协作是否紧密、乐器与乐器

之间配合是否默契，都会影响整体大合

唱的效果。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中，尽管全流域共饮一河水，但是上中下

游的每个省级区域在流域内的生态功

能、产业基础、资源状况、污染底数等都

不一样，每条支流对干流的作用和影响

也不尽相同。比如在甘肃区域内，甘南

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和陇中陇东黄土高

原水土保持区等不同的功能区，湿地、冰

川、戈壁等不同的生态系统，其保护与修

复路径就有差异，需要进一步细化；甘肃

产业体系中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等传

统产业，如何进行清洁化约束和改造，也

需要进一步明确。

因此，在国家层面的规划纲要和法

律基础上，黄河流域省份因地制宜出台

地方性法规，将有利于推动黄河国家战

略在省域内的落地见效。

精彩“大合唱”，需要精细管控。这种管控，就像乐谱之于每一

个音符的作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总体发

展规划，也少不了不同层面的专项规划，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管控

体系。甘肃此次出台的《条例》，不仅规定了落实国家相关规划，同

时对黄河流域国土空间分区、分类用途管制、岸线管理、水电开发、

小流域综合治理等禁止性活动作出规定；对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建

立健全水土保持监测监督体系等也进行了细化规定。

精彩“大合唱”，需要精密协作。这种协作，不仅是在中央统一

安排部署下上中下游、干流支流、左右两岸以及各个省份之间的密

切配合；在地方层面，也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流域内的市县乡各级

政府、各个生态系统之间进行“协奏”。比如，甘肃提出省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和黄河流域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

立健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议事协调、联合会商和应

急联动等机制，在黄河流域跨行政区域、生态敏感区域和生态环境

违法案件高发区域开展联合执法。

精彩“大合唱”，需要精准落实。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污染防

治、经济转型、文化传承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

内容，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规划和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指向。内

容不可谓不实，规定不可谓不细，责任不可谓不明，但千条万条，落

实好才算数。只有将这些条文落实为具体行动，法律法规的作用

和权威才能真正显现。

甘肃此次出台的《条例》，旨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甘肃省委

工作安排，以地方性法规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社会行为准则。

假以时日，能实现这一目标，则这部地方性法规必将成为保护黄河

的良法、促进发展的善法、造福社会的好法。

河北省赞皇县——

生 态 建 设 融 入 发 展 大 局
本报记者 王胜强

站 在 位 于

河北省石家庄

赞皇县的嶂石岩

景区远眺，青山环抱，满眼

翠绿。

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中段东麓，山场面

积 115 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70%，林木覆

盖率达 52.69%，深山区森林覆盖率达 90%

以上，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国绿化模

范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

如今的好景致也曾千疮百孔。过去靠

山吃山粗放发展，小矿山、小煤场、小砂石

场遍地，欠下不少生态账。近年来，赞皇县

修复生态环境、发展林果产业、培育文旅产

业，绿水青山重新焕发活力，当地百姓吃上

“生态饭”。

化解产业困局

采藕车上的水泵“隆隆”作响，一节节

鲜藕被连根翻起⋯⋯早上 7 点半，在赞皇

县千根村，趁着天气还不热，经营农业产业

园的郝晓飞和工友们一同下藕塘劳作。

“我这一亩塘能收 3000 斤藕，里面还

养着锦鲤、泥鳅、小龙虾，采摘、垂钓、观光、

餐饮样样俱全，荷花开的时候，游客那叫一

个多！”说起自家产业园的现状，郝晓飞喜

上眉梢。

这片欣欣尚荣的农业产业园距离县城

9 公里，过去是一座煤场，村子里许多人都

在煤场打工。“虽然煤炭生意让村民提高了

收入，但这里也成了脏、乱、差的代名词，山

上灰蒙蒙的，清水河成了黑水河，在路上走

几趟人要黑一圈。”郝晓飞回忆。

生 态 亮 起“ 红 灯 ”，转 型 迫 在 眉 睫 。

2014 年，赞皇县取缔全县露天煤炭堆场，

村里引进莲藕种植项目，将原先的煤场变

成了农业产业园。“如今守着美景，端起‘生

态碗’，日子比以前舒心多了！”郝晓飞说，

夏天是旅游旺季，有时来园区游玩的客人

一天就有 2000 多人，游客们慕名而来，农

业园的生意蒸蒸日上。

千根村的故事，折射出赞皇县治理思

路之变——良好生态环境才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多年来，赞皇县把生态建设嵌入

发展大局，先后关停治理 296 家煤场，清运

煤炭 180 万吨，持续开展“雷霆行动”对矿

山环境进行系统性、公园式恢复治理，打造

矿山修复治理县域样板。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共栽植树木 22.54 万株，美

化绿化村庄道路 121.7 千米，绿化环村小游

园、小广场 151 处共计 1981 亩。

晨光熹微，微风轻拂，横穿赞皇县城的

槐河泛起阵阵波澜，岸旁滨水公园里，附近

的居民祁玉龙一边锻炼，一边享受美景。

“过去，我们晨练可不来这儿。”沿着公

园内的生态长廊前行，祁玉龙向记者讲述

了他记忆中的槐河，“过去槐河常年干涸，

河内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2019 年以来，赞皇县委、县政府多措

并举，对槐河赞皇县城段进行综合整治，修

建了滨水公园和 2.8 公里的槐河生态长廊，

绿色成为槐河两岸生动的底色。如今，焕

然一新的槐河每年还会迎来白骨顶鸡、苍

鹭、绿头鸭等野生水鸟 20 余种。祁玉龙

说：“守着水清岸绿的槐河，看着各式各样

的水鸟，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好生态带

来的幸福感。”

发展林果经济

“门路在山多栽树，板栗为主快致富。

家里千棵板栗树，致富路上迈大步。”这是

流传在太行山深处嶂石岩镇三六沟村的一

段顺口溜。

53 岁的村民胡贵锁告诉记者，顺口溜

朗朗上口，这可是村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

照。“不信，你跟着我上山瞧一瞧！”

山路弯曲，胡贵锁却走得利索，他边走

边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家近千棵板栗树

就要成熟了，现在我每天上山查看栗树生

长情况，这可是咱的‘致富树’。”

站在山坡上，看着茁壮成长的

板栗树，他为记者算起账：“去

年 ，每 斤 板 栗 价 格 在 6 元 左

右，我赚了五六万元，村里

有 人 种 得 多 ，一 年 挣 10

万元左右！”

昔日的三六沟村，偏僻闭塞，光景远不

是这般。村里一没主导产业，二没丰沃土

地，为了致富，村里经过长期实地勘

测和市场调研，把目光转向村内的

万亩山场，开始大规模种植板栗。

逐渐的荒山披上了绿装，村

民摸到了致富门路。如今三六沟

村的板栗种植面积已近万亩，

年产鲜板栗 1500 余吨，仅

种 植 板 栗 人 均 增 收 超

万元。

既保生态又富口袋，

这样的案例在赞皇县屡

见不鲜。鲍家滩村种植

绿色无公害樱桃，辐射带动土门、龙门、清

河、张楞等 7 个乡镇 90 多个村进行规模种

植；岭根底村依托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高

标准种植 2000 亩苹果；松会村打造近 2000

亩葡萄园并谋划建设集国际化葡萄酒酒

庄、休闲观光、农副产品展示展销等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近 年 来 ，赞 皇 县 把 储 绿 与 富 民 相 结

合 ，在 发 展 生 态 林 的 同 时 重 点 发 展 经 济

林，逐渐走出一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

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让“七山二滩一

分 田 ”的 地 貌 劣 势 变 成 金 山 银 山 的 发 展

优势。

“目前，赞皇县依靠特色种植，形成了

‘政府+龙头企业+种植基地+农户’的生

产模式，‘政府+科研院所+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公司+电商+品牌’的销售

模式。”赞皇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郝俊

丽说，如今赞皇县有板栗、樱桃、葡萄、核

桃、大枣等特色经济林果 20 种品类共计

159 个品种，林果面积达到 100 余万亩，人

均拥有 4 亩经济林、200 棵果树，林果业总

产 值 近 28 亿 元 ，带 动 农 民 人 均 年 增 收

2400 元。

深挖绿色潜能

出赞皇县城驱车沿着盘山公路蜿蜒前

行，进入嶂石岩镇下大凡村，一

个 个 错 落 有 致 的 精 品

露营帐篷映入眼帘，

游 客 惬 意 地 享 受

着乡村露营的

乐趣。

来 自 石

家庄市的游

客 赵 晓 鹏

说：“这里是他和朋友们聚会的好地方，一

到周末大伙便相约从市区赶来。”

“依托槐河湿地和嶂石岩景区的生态

优势，赞皇县打造集星空露营、露天影院、

露天烧烤、草滩嬉戏、滨水娱乐于一体的露

营地。”露营地的运营部负责人张晓明介

绍，虽然营地开业的时间还不长，但现在一

到周末就人气爆满。他们正在加紧推进营

地的后期建设，届时将有更加丰富的旅游

业态呈现给游客。

从露营地开车不到 10 分钟，就到了国

家地质公园——嶂石岩景区。景区内一家

名为喜多客的小饭店游客颇多。“我们这儿

15 块钱管饱！”干净整洁的饭店里，老板刘

爱银正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大锅菜，热情

地招呼客人。

刘爱银家就在嶂石岩景区旁的软枣会

村，她已在景区工作 30 个年头，过去经营

小卖部，今年家里凑出 6 万元新开了一家

小饭店。“景区新建了大型停车场，宾馆饭

店的外立面也进行了统一装修，景区发展

越来越标准化，游客越来越多。”刘爱银说，

照这架势，今年有望把投资小饭馆的钱挣

回来。

近年来，赞皇县立足优质生态资源，把

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势，积极探索旅游兴

县发展道路，形成“山上观光体验，山下休

闲度假，大交通串联集散”的空间格局，构

建起“生态观光、文化体验、康养度假、森林

运动、乡村游憩”五大产品体系，推进旅游

产业提档升级，让其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发

展重要动力。

此外，赞皇县还探索林业经济发展的

新机制，编制《赞皇县林业碳汇工作实施方

案》，开展林业资源碳汇开发试点建设项

目。据了解，该县第一期生态产品固碳生

态产品项目预计今年 8 月底完成交易。

“ 良 好 生 态 环 境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宝 贵 资 源 。 下 一 步 ，赞 皇 县 将 持 续 深 入

贯 彻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坚 定 不 移 走 生 态 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更 好 造 福 于 民 。”赞 皇 县 委 书 记 陈 宏 锋

表示。

退 矿 复 绿 美 如 画
本报记者 石 晶

初秋时节的雨后，祁连山上云雾缭

绕，山脉连绵，在葱绿的山峦下，成片的青

青草原和青稞、油菜犹如一幅油画，穿行

其中，人若在画中游。

汽车驶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

县仙米乡祁连山国家公园区域，在讨拉沟

管护站辖区的材龙沟，记者看到一片植被

茂密的草场。这里原来是浪力克铜矿，

于 2015 年关闭后，2017 年实

施了生态恢复治理。

讨 拉 沟 村 村 民

谢环角指着草场

告 诉 记 者 ，

昔 日 的

矿区恢复成草场，他开心不已，如今他的

身份是生态管护员。

祁连山，连接着青藏高原与黄土高

原，是涵养青海北部和河西走廊的重要生

态屏障。同时，这里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

资源。有一段时期，过度开采给这里带

来严重的生态灾难——开山碎石、植被

破坏⋯⋯

2020 年祁连山木里矿区非法采煤事

件曝光后，青海省委、省政府召开了木里

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动员部署会，并开

展排查，全面关停工矿企业，全线铺开修

复整治工作，全面启动祁连山南麓祁连片

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实施以木

里矿区为龙头、覆盖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

的生态修复工程，并以此推动建立健全体

制完善、法制完备、管理严格、保护到

位的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汽 车 一 路 颠 簸 在 仙

小公路，在深入

讨拉沟 40 多公里后，在银灿铜矿北坡生态

恢 复 治 理 点 上 ，已 看 不 出 明 显 的 矿 区

痕迹。

“为了更好地恢复草场，我们在矿点

生态恢复治理过程中，采取刷坡、平整、种

草、封育四项措施，种植适宜生长的本土

品种，披碱草、旱地早熟禾、中华羊毛，用

人工混合撒播，采用无纺布固土保墒，最

后用网围栏进行封育。”祁连山国家公园

门源县分局干事李占庆说。

“我们恢复治理后全部用网围栏管护

起来，种草恢复不容易，不能让牛羊啃食

了。”提起管辖范围内的每一个山头、沟口

和坡地，祁连山国家公园讨拉沟管护站站

长王玉平都如数家珍，30 年的林业管护经

历，让他成为当地人心目中的绿色生态

卫士。

2021 年 3 月，青海省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财政、公安、林业草原五部门联合印

发《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矿业权退

出工作方案》，明确了任务分工、完成时

限，海西州、海北州政府及相关部门有力

有序推进矿业权退出工作。截至目前，

78 宗矿业权已全部关停并公示注销，

全面完成整治修复，通过省级和州

级认定、验收工作。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项目

服务中心主任马良义介绍，

青 海 对 祁 连 山

国 家 公 园 实 施 严

格的生态保护，关停并

清退区域内所有的矿产开

采活动，并对采矿以及一些无主

体矿形成的渣山、矿坑等通过裸地土

壤重构、乡土草种补播等方式进行植被恢

复，实现植被复绿面积达到 0.47 万公顷。

3 年多时间，青海退矿复绿取得阶段

性成效，不仅初步改善了祁连山南麓的生

态环境，也扭转了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干

部以及人民群众的发展观，生态文明思想

更加深入人心。

理念之变是驱动力，为了更好地保护

和全面实现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发展目

标，青海与甘肃两省管理部门建立协作机

制，并共同签署了“协同保护管理协议”。

全面建立跨省域的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

资源及生态保护机制，共同研究保护与发

展问题。

前不久，祁连山国家公园司法协作联

席会议暨法治论坛在甘肃省张掖市举办，

来自青海与甘肃的三级相关法院、林草行

政机关，实地调研祁连山国家公园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和司法修复情况，共

商共研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司法协

作。两省高院签订《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协作框架协议》，推动建立

“联动联创、共治共享”的祁连山国家公园

司法保护协同机制。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说，

青海法院依托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森林管护地同步设立 18 个生态环境司

法服务站，协同省林草局设立全省首个生

态保护司法协作修复基地，全方位构建

“案件审理+司法宣传+生态修复+综合治

理”的司法保护体系，探索出具有青海特

色的环境司法模式。

本版编辑 徐晓燕 美 编 高 妍

赞皇县的河北赞皇县的河北

枣能元食品有限公司枣能元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里生产车间里，，工人在大枣饮工人在大枣饮

品生产线上忙碌品生产线上忙碌。。

梁子栋梁子栋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赞皇县大凡露营地赞皇县大凡露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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