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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象和谐新名片

曹

松

日前，云南五项亚洲象地

方标准正式施行。该系列标准

的实施，对于进一步保护好我

国境内的亚洲象种群，保障百

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人象

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亚洲象也是我国西南

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旗

舰种和伞物种。持续推动保护

亚洲象不仅是保护单一物种，

还可以让更多与象同在的其它

物种得到保护，从而推动地方

生物多样性恢复和生态系统综

合性保护。

多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

列抢救性保护措施，国内野生

亚洲象种群数量从 150 多头增

长到目前的 300 多头，分布在

云南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和临

沧市一带。但从全球范围看，

由于人类活动扩张、栖息地被

压缩、非法猎杀等原因，亚洲象

的数量一直在下降。这也对我

国下一步保护亚洲象提出了更

高挑战。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创建

亚洲象国家公园。为了立足更

高水平的保护，可根据亚洲象

活动和迁移规律，参照大熊猫、

东北虎等旗舰物种保护模式，

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和相关区域，开展栖息地修复、生

态廊道建设，改善栖息地质量和连通性，扩大并动态调

整适宜栖息地范围，积极推进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

保护与发展并重，推动人象和谐共处。野生动物

资源属于国家，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如何既保护好

亚洲象，又满足所在地政府和群众经济发展的需要？

可设立专项基金，面向全社会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

提高用于保护象群的基础设施、生态移民、科研监测、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等方面的投入。地方也应立足生

态绿色资源，发挥亚洲象品牌优势，用活野象 IP，提前

设计一批以亚洲象国家公园为心、民族文化为轴、生

态资源为点的精品旅游线路，促进生态旅游、生态农

业发展，利用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机会来带动地方经

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

保护协调发展。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亚洲象保护新格局。除

了我国云南，亚洲象还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 13

个国家。面对亚洲象保护的诸多挑战，要加强与周边

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交流合作，共同打击非法盗猎和

贸易，增强公众保护意识，保护亚洲象栖息地。加强

国际间沟通协调，分享经验和资源，形成保护合力，促

进亚洲象基因交流，增加物种遗传多样性，扩大种群

数量，形成新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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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建设大梧桐生态融合区——

好 风 景 新 业 态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草长莺飞，万物复苏春意浓。每到这个

时节，深圳市梧桐山风景名胜区的毛棉杜鹃

便在漫山遍野间恣意绽放，汇成一幅巨大的

花屏。

踏着春天的脚步，记者近日走进了这座

位于深圳市中南部的绵延山脉，只见山峰挺

拔秀丽、云雾缠绕、溪涧幽邃、古木苍劲，与散

布山间的毛棉杜鹃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生

机勃勃的春日画卷。

城区环境品质提升

梧桐山风景名胜区成立于 1989 年，横跨

深圳罗湖、盐田、龙岗三个行政区域，总面积

42.04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83.9%，是

一个以滨海、山地和自然植被为景观主体的

城 市 风 景 类 国 家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深 受 市 民

喜爱。

梧桐山凉爽的气候与湿润的空气为毛

棉杜鹃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令其成为梧

桐山风景名胜区最亮丽的一张名片。这里

的毛棉杜鹃之王，树龄已达千年。3 月中旬

以来，漫山遍野的毛棉杜鹃在烟云缭绕中次

第绽放，为梧桐山染上浓厚的春色，也为人

们带来了 2024 深圳市梧桐山第九届毛棉杜

鹃花会。

走进山中，花影绰绰，美不胜收。“梧桐山

的毛棉杜鹃是世界上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

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也是世界唯一自

然分布于大都市市中心的大树杜鹃。”深圳市

梧桐山风景区管理处资源部部长张开文介

绍，整个风景区目前共有毛棉杜鹃 10 万多株，

是深圳市最大规模的原生毛棉杜鹃花海。自

2016 年 起 ，梧 桐 山 便 着 手 举 办 毛 棉 杜 鹃 花

会。如今，梧桐山毛棉杜鹃花会已成为深圳

推动城区环境品质提升、推进深圳先行示范

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力量。

梧桐山毛棉杜鹃“花开深圳映山红”盛

景的背后，离不开梧桐山管理人员的持久努

力。“我们推出毛棉杜鹃花会，一方面是想打

造一个可以长期传承且叫得响的梧桐山文

化品牌，另一方面其实是想抢救这里的自然

资源。”张开文说，2015 年前，毛棉杜鹃基本

属于无人工干预的自然生长。作为植物界

的弱势树木，毛棉杜鹃生长缓慢，往往会被

旁侧成长快速的高大乔木遮盖，导致缺乏光

照，这里的毛棉杜鹃基本不开花。如果没有

人工干预，该种群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为此，他们成立专业团队，秉承生态优先的

基本理念开展保育工作，通过适当合理的

林 间 修 剪 ，为 其 拓 展 生 长 空 间 ，

形成绿木红花交相呼应、相互融

合的生态景观。

“ 如 今 ，梧 桐 山 已

然成为深圳乃至

周 边 城

市居民休闲旅游的打卡地。”张开文介绍，近

年来，梧桐山已累计引入杜鹃花园艺品种与

原生种 750 余种、12.5 万株杜鹃花苗木，园艺

品种收集量位居全国第一。

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工作。“每年花期

后，我们都要对其进行精心养护，让它们‘吃

好喝好’，这样来年就会繁花不断。同时，我

们每年还会补种新的毛棉杜鹃，旨在让其形

成种群生长梯队，进而实现整体生态的长期

可 持 续 发 展 。”张 开 文 表 示 ，不 单 是 毛 棉 杜

鹃，针对梧桐山的各类植株，他们都遵循其

生态规律，常态化开展相应保护工作。随着

梧桐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鹰嘴龟、白鹇等

野生动物来此安家，甚至野猪都成了这里的

新晋“网红”。

多种业态融合发展

在拥有秀丽山水的同时，如何兼顾经济

发展？结合深圳产业特色，推动多业态融合，

梧桐山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今年，大梧桐生态融合区正式纳入深圳

市重点区域，不仅涵盖了‘鹏城第一峰’梧桐

山，还有‘供港大水缸’深圳水库、‘都市翡翠’

仙湖植物园，以及兰科、苏铁、蕨类三个国家

级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库）。”深圳市罗湖区重

点片区发展中心主任宿静介绍，为加快推动

片区生态融合发展，相关规划研究编制工作

正紧锣密鼓地开展中。大梧桐生态融合区将

着眼文旅、科创、人文三大领域，规划建设生

态融合提升区、环湖生态涵养区、仙湖科教文

旅区和山林保育观光区。

“我们正以‘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快速

推动大梧桐生态融合区的发展。”深圳市罗湖

区大梧桐生态融合区指挥部现场工作组负责

人李品德介绍，在点上，先行布局可落地、可

实操的项目，将各项目及其衍生产业串联成

线，再结合整体规划的落地，推动整体片区改

造提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深圳加速布局“天空之城”，为梧

桐山发展低空经济打开了一扇门。1 月 26

日，深圳市罗湖区发布《深圳市罗湖区低空经

济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6 年）》和《深

圳市罗湖区促进商旅文低空应用的若干措

施》，对“低空+商旅文”主题活动、开通低空载

人观光航线、低空物流配送等给予全方位支

持。大梧桐生态融合区梧桐云巴“山顶线”同

步开通，以差异化运营，打造成为深圳“屋脊”

上的最美观光线。

打“飞的”游览梧桐山渐成现实。为抢抓

低空经济发展新机遇，3 月 13 日，大梧桐生态

融合区正式开通首条直升机观光旅游线路。

“大梧桐生态融合区一半山水一半城，飞

行条件较好，观光资源较多，推出直升

机观光商业飞行，将更好发挥罗

湖旅游资源价值。”李品德

表示，借助毛棉杜鹃花会的举办契机，罗湖区

特别策划了“露营周”活动，推动低空经济企

业与露营地创新联合，打造低空游花海的观

光旅游项目。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实

现了营地接待量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目前，已逐步拓展了 5 至 15 分钟不同

类 型 的 阶 梯 式 观 光 旅 游 线 路 ，不 仅 可 以 在

空中一览梧桐山全貌，还可以远眺香港，领

略山城融合的美景。”中南通航总经理张连

顺 介 绍 ，后 续 还 计 划 把 航 空 航 天 科 普 内 容

融 入 项 目 中 ，持 续 提 升 飞 行 体 验 和 用 户 满

意度。

“露营可以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也

可以关联很多业态。”云栖望桐公司总经理陈

健科介绍，目前，云栖望桐露营地联合中南通

航开通了溪谷体验线、大美梧桐线等观光航

线。该项目的推出不仅丰富了营地的活动内

容，提升了游客满意度和体验感，也为营地注

入了全新发展活力。

大梧桐生态融合区对低空经济新场景的

探索不止于此。3月 17日至 18日，一场电动垂

直升降飞行器多机飞行演示活动在此举办，再

次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活动现场，深圳博领鹏

城之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 5 台飞行器变换

不同组合飞行，向人们展示了未来无人驾驶载

人航空器在低空大规模应用的场景。

“此次演示活动运用的无人驾驶载人航

空器，搭载了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具有智能

化程度高、飞行噪声低、乘坐舒适平稳、安全

性能稳定、绿色低碳等特点，不仅能为游客带

来便利有趣的观光体验，而且其飞行过程不

会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十分契合

梧桐山生态保护优先的发展理念。”深圳博领

鹏城之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由扬介

绍，公司目前正加快推动项目商业化运营落

地，逐步拓展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应用场景

设计，未来还将加大相关项目布局力度，为深

圳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深港生态共治共享

梧 桐 山 与 香 港 新 界 山 脉 相 连 、溪 水 相

通。深港两地在地理上紧密相邻，两侧均有

天然的自然保护区，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相

互关联又有所不同。如今，深圳罗湖正与香

港共同探索开展生态合作，以此构建起深

港生态领域合作新平台，共同

守 护 这 片 湾 区 绿 色

屏障。

据宿静

介 绍 ，

依托深圳莲塘口岸

“十分钟经济圈”，罗

湖 区 正 紧 密 衔 接 香 港

北部都会区生态康乐旅

游圈建设，探索与香港携

手共建“梧桐山—红花岭—

八仙岭”生态走廊，以此促进开

展生态空间共育、生态科研共创、

生态设施共建、生态人文共享四大行

动。借由该走廊，推动深港两地之间珍

稀动物资源的保护和交流以及两地生态环

境共治共享。

“生态交融亦可促进深港两地人才的交

流。”宿静表示，香港和深圳的山林间有很多

绿道和沿河栈道。借由生态保护这一共同目

标，能让两地的设计师共同参与、共同设计，

助力两地深度融合发展。同时，相关专家也

可通过交流合作，推动生态资源价值的创新

转化。

“同时，结合各类新业态，大梧桐生态融

合区还将持续开展文旅产业提升行动，打造

文商旅游特色活动，不断提升梧桐山音乐会、

梧桐绿道欢乐跑、梧桐山踏青登山等系列活

动，唱响‘梧桐山+’文化品牌，并重点布局高

端康养、会奖旅游等生态友好型业态，计划引

进顶级度假酒店、高端野奢酒店、萤火虫乐

园、极限探索公园等项目，真正实现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宿静说。

目前，大梧桐生态融合区依托兰科、苏

铁 、蕨 类 等 国 家 级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中 心

（库），大力发展生物育种、生态保育、研

学旅游等特色领域，探索推行森林中

草药认证，谋划发展康养经济、中医

药生态旅游。通过联合香港专家，

引 导 生 物 技 术 、大 健 康 等 创 新 产

业落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经

济融合发展新典范。此外，充分发

挥片区优渥的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

大梧桐生态融合区还将依山就势，通过

低 密 度 开 发 ，规 划 打 造 大 梧 桐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打 造“ 一 带 一 路 ”具 有 全 球 影 响 力 的 文

化 交 流 窗 口 、深 港 生 态 融 合 与 文 化 互 动 的

重要发展平台。

畅 跑 远 安 生 态 廊 道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在暖暖春光中，

走进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嫘祖镇黄柏河流

域盐池片区，黄柏河生态环境系统整治项目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神龙河河道清淤即将完

成，盐池河路基加固正在加速建设，周围环

境满眼覆绿、一片葱郁。

近年来，远安县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在

山、河与湖，更在百姓的房前屋后，推窗见

绿、四季有花，居民们切身感受到生活在远

安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早在 2016 年，远安

县就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

验，倡导村民“扫干净、码整齐、收通豁”，深

入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域基本不见白

色垃圾，农村环境面貌显著改善。

“前一阵，2024 远安马拉松赛事在远安

县鸣枪开赛，来自全国的近万名跑者纷至沓

来。”远马合作赛事公司博润体育工作人员

王博文说起当时的场景：干净宽敞的田野道

路，油菜花海掩映下的整洁院落，可谓人在

画中游。

全长 42.195 公里的赛道不仅是马拉松

跑道，更是远安生态廊道。赛道沿沮河而

设，途经鸣凤山、双河堰、太清洞等景点，沿

线花海相伴、绿水相依，既可感受路旁美丽

乡村的醉美风光，又可领略万亩花海的春日

浪漫。远安马拉松赛事自 2016 年以来已连

续举办 5 届，从“铜牌赛事”晋升为“金牌赛

事”。这项赛事，凭借其优美的生态风光、专

业的赛事组织以及绝佳的赛事体验而深受

广大马拉松爱好者喜爱。

通过体育活动将良好生态、诗画田园展

现在广大运动员和游客眼前，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人走进远安的美丽乡村。统计显示，马

拉松赛事期间，远安县共接待近 6 万名选手

及游客，城区大小宾馆一房难求，还带动了

周边餐饮、住宿、休闲采摘等消费升温。

作为赛道重要节点，马拉松的开跑也为

鹿苑村带来了持久的人气。

“水好一半茶，来村里的游客，一半是奔

着好山好水来的，一半是冲着好茶来的！”远

安县旧县镇鹿苑村村民汪孝顺说。

作为中国四大黄茶之一、全国农产品地

理标志远安黄茶的核心产区，远安县旧县镇

鹿苑村以鹿溪河流域治理为抓手，按照“治

水、理田、植绿、营园”实施路径，对 6.8 公里

鹿溪河沿岸景观实施分段打造，建设河畔烧

烤公园、天然戏水乐园、黄茶文化体验园等

休闲娱乐场所。以鹿苑乡居为引擎的田园

综合体带动全村旅游发展，仅马拉松赛事当

天鹿苑村就接待游客超 5000 人次。

到鹿苑村里赏丹霞美景，亲眼看一看非

遗项目古老的黄茶制作技艺，品一杯香茗，

吃一顿地道农家饭，成了周边城市居民近郊

游首选。

近日，远安县花林寺镇高楼村上千亩的

水果采摘基地里，草莓采摘接近尾声，依然

有游客前来问询。草莓、葡萄、桃子、梨子、

火龙果⋯⋯一年四季皆可采摘，高楼村也发

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小水果产业基地，每年为

村里带来近 550 万元的收入。

“高楼村的水果大又甜，离不开好水源

的滋养！”高楼村党支部书记王平说，鸣凤

河就像高楼、宝华、横岩坪三个联建村的

“母亲河”。曾几何时，上游的小煤矿对

河流生态造成了极大影响，后来煤矿全

部关停，村里生态环境持续好转，村子又

恢复到最初的模样。曾经，高楼村及附近

共建村都是产业“空心村”，产业不成规模、

不成气候。近年来，通过“联村共建”进一

步推进鸣凤河流域综合治理，携手生态治

理、实现产业互补，打通了流域沿线村落发

展的“任督二脉”，绿水青山让旅游产业生

机勃发，优质充沛水源为农业产业注入生

机和活力。

“近万人畅跑花海，展现的是远安生态

保护所取得的成效。”远安县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朱芯仪表示，近年来，远安县通过生态

引领，探索“体育+旅游”模式，创新举办田

野马拉松、自行车赛、汽车场地赛等各具特

色的体育赛事，助力全民健身、借势旅游推

介，生态经济红利有望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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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远安县旧县镇董家村沮河与鹿溪河交汇处，河水潺

潺，清澈如玉，两岸新绿犹如画卷。 本报记者 董庆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