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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秋 醉 美 幽 岚 山 ，红 叶 尽 染 坡 峰

岭。”当黄栌林第一片叶子变红，紧接着便

是一枝、一树、一谷⋯⋯坐拥“华北最壮观

山地红叶”的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

店村，正用漫山红遍的美景讲述着“破破

岭”变成“金银山”的故事，这是一段好生

态助力乡村文旅业发展的不凡历程。

自然美景是根本

地处太行山余脉的黄山店村，是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浅山村落，却有京西燕

南八景之一的“红螺三险”：鬼斧神工、巍

峨壮观的“官财山”，外旷内幽、奇景深藏

的“醉石林”，漫山红叶、层林浸染的“坡

峰岭”。记者到访时，正值坡峰岭景区第

十二届红叶节，整座幽岚山谷被由浅到

深的红、零星的翠绿浅黄渲染成一幅浓

淡相宜的画卷。

沿着曲折蜿蜒的步道拾级而上，穿行

于枝叶怀抱的红叶林中，顿生心旷神怡之

感 。 驻 足 坡 峰 岭 景 区 石 阶 步 道 1700 米

处，波光粼粼的“云湖”闯入视线，这里是

欣赏湖景与坡峰岭主峰、远眺“官财山”的

最佳位置。湖水边，粉嫩的格桑花迎着阳

光盛放，枕木为骨、碎石铺就的沿湖步道，

让人倍感轻松。

“大山赋予的美景是增收致富的根

本。”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进刚说，“我们打造的是休闲公园，所

以 步 道 更 平 缓 ，可 两 人 并 行 ，最 大 限 度

保留原始风貌，设计了玉虚宫、鹰嘴岩、

好汉岩、云湖等景点。”

2013 年景区开始售卖门票，每年都

举办周口店·幽岚山红叶节和黄栌花节，

年接待游客由 5 万人次增长到 46 万人次，

已基本形成以坡峰岭景区为龙头，辐射

“醉石林”“玉虚宫”“迎风峪”的旅游产业

格局。截至去年底，坡峰岭门票收入累计

为 6272.3 万元，黄山店村全年旅游收入

3000 万元。

来到坡峰岭脚下的红色背篓餐饮部，

坐在门口的小方桌上，点一碗特色饸饹

面，浇上溢着浓香的臊子，配上味醇汁浓

的农家炖菜、山泉水卤制的豆腐、手工磨

制的醇香豆浆、大山里种植的鲜嫩时蔬、

香糯的炖肉⋯⋯让人瞬间融化在大山的

味道中。

春有黄栌，秋有红叶。“只要能进山，

坡峰岭就人流不断。”北京市民郭晓燕是

这里的常客。她说，来山村的游客多

了，村民的柿子、栗子、猕猴桃在家

门口就卖出了好价钱。借着

坡峰岭景区的名气，黄山

店 村 打 造 了 不 少 民

宿，土生土

长的山里人一下子成了“民宿管家”，在家

门口就业致富。

时光倒转十几年，因山石多黄岩而得

名的黄山店村，曾长期以开采、销售石灰

石为主要收入来源。2010 年，矿山关闭

转型，黄山店村将村边遍布黄栌、多年撂

荒的“破破岭”作为旅游产业开发的突破

口，植树造林带动生态质量提升，实现了

从矿山开采向生态旅游的转变。

2016 年，紧抓区级灾后永久避险安

置房建设政策机遇，黄山店村村民集体搬

迁上楼，村里将腾退的 360 余处宅基地收

归集体，作为旅游产业经营用地，由村集

体统一规划、改建，让村民享受民宿产业

经 营 带 来 的 利 润 分 成 ，走 出 了 一 条“乡

村+民宿+多业态融合”的产业强村之路。

此 后 ，幽 岚 山 一 带 ，精 美 古 朴 的 民

宿 聚 落 群 出 现 ：“ 姥 姥 家 ”院 落 依 山 而

建，树木参天；“桃叶谷”依河而建，悠然

自在⋯⋯

“我们这里的叶子比别的地方红，红

叶观赏季每天游客都在 2 万人左右。”张

进刚的语气透着自豪，仅以包子、饸饹面

为主打的红色背篓餐饮部，虽然单价不

高，每天也有八九万元的流水。

漫山红遍有“功臣”

红叶之美，并不全是大自然的馈赠。

坡峰岭黄栌林约有 20 万株，占地 2000 余

亩。要让这片“烂漫的红”每年如约而至，

离不开人工补植营造特色景观，离不开修

枝、割灌的林木抚育，更离不开“红叶医

生”的守护。

在房山区的生态林中，约有 20%的树

木是人工种植的。可观赏红叶的树种中，

除了黄栌，还有黄红色的元宝枫，黄色的

白蜡、栓皮栎和槲栎。人工种植树木，是

为了让红叶景观“突出重点、集中连片、形

成规模”。房山区园林绿化局造林科工作

人员王硕说，近年来，他们着力种好树、管

好林，在林间坡地修建与现有道路衔接的

登山步道，推动森林向开放性、观赏性、康

养性、文娱性转变。

坡峰岭红叶观赏区以黄栌为主，以元

宝枫、白蜡、栓皮栎、槲栎、侧柏等阔叶乔

木和针叶树种为辅。“2010 年和 2011 年，

我们连续两年在坡峰岭景区周边实施了

森林健康经营林木抚育项目。”王硕说，以

黄栌特色景观林为主要经营对象，通过补

植树木，营造集中连片、色彩丰富、过渡自

然的特色景观；通过去除枯枝，改善林木

健康状况，促进天然更新的幼苗生长。

为了让发展更可持续，2021 年，坡峰

岭设立了森林健康经营林木抚育项目的

市级永久性示范区，总面积 2900 亩。有

针对性地补植黄栌、元宝枫、侧柏、栓皮栎

等，采取定株、修枝、割灌除草等抚育措

施，并修建作业步道，设置指示牌、休息

凳等。

和人一样，树木也会生病。“这棵黄栌

树得了枯萎病。”在离黄栌王不远处，房山

区园林绿化局生态资源保护站站长周晓

然指着一棵挂着黄色标签的小树说：“病

菌寄生在土壤里，没有特效药，对黄栌是

致命的。”在此前的巡检中，他们为枯萎病

中度发生的植株系上黄色标签，重度发生

的系上红色标签，通过补充营养、增强树

势的治疗延长树木寿命。

每年 5 月、8 月和 10 月，是周晓然进

山最多的月份。2013 年 10 月，她作为专

家技术组成员进驻坡峰岭时，野生黄栌

“红叶不红”，叶片上遍布白斑和虫洞。病

虫害严重、树势极度衰弱，再加上枝叶郁

闭、山上干旱、土壤贫瘠，树木存活都是问

题。“会诊”后，通过修剪树木，让树形美

观、营养更集中，打薄树木通风透光，消除

病菌生存环境。次年开春，黄栌萌发新

枝，“抵抗力”也强了。

对野生黄栌来说，任何虫害都不能忽

视。“黄栌胫跳甲幼虫时期，会伪装成一小

坨‘鸟屎’潜伏在叶片上。不及时灭杀，能

啃光整片黄栌林。”周晓然说，为摸清黄栌

胫跳甲的发生规律，他们还在关键地区设

立 10 块样地进行系统观察。目前，房山

区园林绿化局已经把坡峰岭防治黄栌白

粉病、黄栌胫跳甲的经验，输送到了百瑞

谷、大安山等地。

如今，红叶医生们的工作清晰明了。

“每年 4 月开始进行病虫害监测。”周晓然

说，为了让红叶长得好，房山区园林绿化

局会发布病虫害预警，各乡镇不少测报员

都学会了根据具体病虫害“对症下药”。

在房山，吃上“赏红饭”的不止黄山

店村。一条长约 7 公里的步道修通后，南

窖乡 7000 余亩红叶林成为新晋“网红”

打 卡 地 。 目 前 ，房 山 全 区 已 累 计 完 成

116.4 万亩森林健康经营，完成步道建设

3.5 万米，涉及河北镇、史家营乡、霞云岭

乡、大安山乡等 15 个山区丘陵乡镇。

最爱深山行不足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漫步山中步

道、聆听虫鸟私语、俯瞰层林尽染⋯⋯每

到假期，从北京市区去往房山方向的高速

路上便车流涌动，谁能想到，这里曾因生

产建筑材料而被称为京郊“灰姑娘”。

绿色生态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优

势、最大的品牌。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

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

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黄山店

村依托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资

源 优 势 ，实 现 了 村 集

体经济绿色转型，形成了以幽岚山坡峰岭

景区为核心、以特色精品民宿为代表的全

域生态文化休闲旅游产业格局。

忙完红叶节，身兼多职的张进刚又要

以“林长”的身份带着 60 多名村民上山剪

枝，养护黄栌林，为明年的满山红叶积蓄

营养。从病虫害防治到森林防火，负责日

常巡查的林长功不可没。

不久前，房山区将景区整合提质提上

议程，提出依托房山自然资源禀赋和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打造好首都西南国际旅游

精品线路。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市场化专

业化运作，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

统一。许多镇村都开始挖掘身边的旅游

资源，聘请专业团队运营，房山的优质旅

游资源越来越多。

京西南深山中海拔最高的村落——蒲

洼 乡 东 村 ，其 独 有 的 落 叶 松 林 在 雨 后

宛 如 人 间 仙 境 ，负 氧 离 子 高 达 每 立 方

厘米 5000 余个。站在海拔 1800 米的山

顶 ，东 望 百 草 畔 及 霞 云 岭 ，南 眺 蒲 洼 群

山 连 绵 环 绕 ，西 赏 东 村 特 色 梯 田 。 通

过 经 营 民 宿，发展林下食用菌种植，早

在 2019 年，该村就实现全村低收入户的

全面“脱低”。

位于史家营乡的百瑞谷景区，建有

佛 教 文 化 区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区 、矿 业 遗

迹展示区等 7 个功能区域，以山门天池

为 中 心 ，分 设 东 西 2 条 旅 游 观 光 路 线 ，

由 暖 窝 沟 步 道 相 连 。 景 区 内 始 建 于 北

周时期的瑞云寺，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沧

桑变迁。

把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贫 困 人 口 就 地 转

化为护林员等生态管护员，村里的集体

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都“活了起来”，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5 年 来 ，房 山 区 共 完 成 浅 山 台 地 造 林

22953 亩，在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

每年增加土地流转补助资金 2300 万元、

养 护 资 金 5800 万 元 。 当 地 村 民 不 仅 有

了稳定的土地流转补助，还得到了绿岗

就业机会。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房山区供游

人休憩赏玩的景点越来越多。曾经只专

注于种树、养护的林业人，也逐渐有了多

重身份。“我们现在不光关心种树、养护，

周末还会做生态文化活动，做昆虫标本、

做科普。”平常老往山里钻的周晓然，周末

也会化身“孩子王”，让下一代了解绿色

生态的难能可贵。

““ 破 破 岭破 破 岭 ””变 身 金 银 山变 身 金 银 山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寒 风 习 习 ，在 江 西 省 吉 安 市 青 原

区“ 水 系 连 通 及 水 美 乡 村 建 设 项 目 ”

施 工 现 场 ，依 旧 是 一 番 如 火 如 荼 的 建

设 场 景 。“ 我 们 以 富 水 河 干 流 及 17 条

支 流 水 系 为 脉 络 ，正 在 打 造 集 防 洪 、

排 涝 、绿 化 、景 观 、休 闲 等 多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生 态 廊 道 。”青 原 区 水 利 局 局 长

稂 演 说 ，项 目 整 体 竣 工 后 ，将 全 面 提

升 区 域 内 水 系 水 源 涵 养 及 水 土 保 持

能 力 。

青 原 区 水 系 发 达 ，河 流 纵 横 交

错 ，湖 库 星 罗 棋 布 。 全 区 有 大 小 河 流

30 多 条 ，小 型 以 上 水 库 54 座 ，山 塘

427 座 。 过 去 ，部 分 农 村 河 流 、湖 塘 没

有 进 行 系 统 整 治 ，矿 山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落 实 不 到 位 ，导 致 不 同 程 度 的 水 土 流

失 。 为 守 护 好 绿 水 青 山 ，近 年 来 ，青

原 区 持 续 推 进 水 系 连 通 、中 小 河 流 治

理 、矿 山 水 土 保 持 标 准 化 治 理 等 基 础

工 程 ，全 力 做 好 新 时 代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吉安市青原区富吉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负责人周文斌说：“按照新时代水土保

持工作的新要求，我们通过构建常态化

生态保护系统，实现了环境生态化、开采

方式科学化、资 源 利 用 高 效 化 、管 理 信

息数字化。”

青 原 区 水 利 局 水 土 保 持 股 负 责 人

王 良 旻 说 ，“ 截 至 目 前 ，全 区 所 有 矿 山

企 业 水 土 保 持 治 理 工 作 均 已 完 成 。 在

此 基 础 上 ，我 们 针 对 当 前 水 土 流 失 监

测 数 据 不 精 准 不 及 时 的 情 况 ，研 发 了

水 土 保 持 监 测 监 督 管 理 系 统 ，通 过 系

统 操 作 ，可 以 实 现 足 不 出 户‘ 一 键 ’掌

握 整 个 矿 山 企 业 的 实 时 运 行 情 况 ，随

时 随 地 查 阅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及 水 土 流 失

情况。”

走进青原区富田镇，满山满坡的柚

子 树 映 入 眼 帘 ，阵 阵 柚 香 扑 鼻 而 来 ，沁

人心脾。“以前，我们这里一下雨，土层

流失后形成泥石流，严重影响村民正常

生活。”富田镇镇长郭晖介绍，全镇充分

发挥“水保+产业”的综合效益，将水土

保持工作与产业相结合，昔日的荒山正

被郁郁葱葱的山林所代替，变身成为农

业 观 光 休 闲 园、产 业 扶 贫 致 富 园、综 合

效益样板园。

在青原区，得益于水土保持的镇村

越 来 越 多 。 围 绕 水 源 涵 养 和 绿 色 发 展

区、生态文明和特色旅游发展区“两区”

建 设 ，当 地 在 布 设 水 土 保 持 措 施、改 造

蓄排水工程、治理村庄生活污染的基础

上，创建了 2 个红色文化村、4 个生态文

明村和 5 个美丽宜居示范村，集中连片

打 造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区 ，助 力 全 域 旅 游

发展。

“ 干 净 的 道 路 ，清 澈 的 湖 水 ，热 闹

的 农 家 小 院 ，我 们 村 现 在 真 是 好 看 ！”

青原区富滩镇富滩村村民郭平喜说。

水 土 涵 养 看 青 原水 土 涵 养 看 青 原
本报记者 刘 兴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大都市之一，北京近年来积极

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明显提高，重要生态系统和栖息地

得到有效保护。优质生态的供给，为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更多“源头活水”。

围绕重点区域和重要节点，北京很多区持

续构建稳定森林生态体系，开展森林健康经营，

这是夯实生态本底、让“生态美”和“百姓富”联

动起来的生动实践，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典型案例。

当然，想让生态“美”得以持续，必须让付出

汗水的百姓从绿水青山中切实得到实惠，让“生

态美”“百姓富”同频共振。为实现两者的有机

统一，不少地方都进行了有益探索。最常见的

做法，就是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

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形成具有一定规

模的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生态价值实现

的良性循环，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将从生

态产业获取的收益反哺生态系统保护、自然保

护地建设。

而今，要算明白这笔“生态账”，有了更明确

的体系、标准。在多年持续开展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EI）监测评价的基础上，北京率先落实国

家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规范，在去年底出

台地方标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今

年印发《北京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GEP-

R）核算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底，实现对市、区、

街 道（乡 镇）三 级 行 政 区 及 重 要 生 态 空 间 的

GEP-R 核算，核算结果年度动态发布并逐步应

用到生态保护补偿等工作中。

这项工作落到实处，意味着以往“无价”的

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可以“有价化”，科学衡量绿

水青山可以转化成多少金山银山，架起二者的

转化“桥梁”。通过统筹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全面、客观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整体核

算全市及各区最终生态服务价值；再辅之以国

土空间调查监测数据，以实测结果反映生态服务能力；同步引入可比

GEP 的概念，更客观反映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例

如，北京市房山区推动森林经营工作向开放性、观赏性、康养性、文娱性

转变，不断满足市民和社会日益提高的森林环境和文化需求，这既是百

姓心之所盼，也是生态建设的应有之义。我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越

来越多的地方能以更宽视野、更大力度做好生态保护，不断拓宽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将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以更高品质生

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生态美带动百姓富

杨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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