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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始“ 出 圈 ”记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夏至刚过，前来湖北建始县茅田乡封竹

村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封竹民俗农庄”老

板王富刚满是幸福的“烦恼”，他的农庄住不

下这么多客人。王富刚一方面忙着自家的接

待，另一方面又耐心地为其他客人联系、推荐

民宿客栈。

封竹村，中国“地膜玉米”的发源地。《建

始县志》记载，上世纪 80 年代，农业科技人员

与当地农民一道，试种地膜覆盖保温播种玉

米技术成功，亩均单产由原来不足 180 公斤增

加到 300 多公斤，为解决高寒山区农民的温饱

问题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随后，封竹“地膜

玉米”技术在全国高寒山区推广，建始全县种

植面积达 40 万亩。每年秋季，家家户户晒玉

米，金灿灿的一片，建始县从此有了“金建始”

的美誉。

40 余载物换星移。从种玉米到康养再到

生态产业，建始发展的成色是金色，发展的底

色是绿色。正如王富刚所言，“过去我们是卖

粮食、卖木材、卖煤炭，现在我们是卖风景、卖

气候、卖生态”。

清凉山水引客来

6 月 15 日，在海拔 1200 余米的建始县茅

田乡，绿意盎然，凉风习习。从炎热的武汉一

到此地，清爽宜人之感扑面而来。

随着气温不断攀升，鄂西大山深处的茅

田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避暑旺季。今年 44

岁的王雪峰，在茅田老街经营着一家名为“灯

火阑珊”的民宿。“去年开始就生意红火，今年

客源更不愁。武汉、黄石、荆州等地的客户

5 月底就给我们打电话了，6 月底孩子们放暑

假后，基本上是一房难求。”王雪峰说。

在离王雪峰经营的民宿不到百米的地

方，有一家小余川菜馆。老板余时清一边张

罗着上菜一边告诉记者，“每天的人流量相比

以前增加了 1 倍，像我们这种小餐馆，以前营

业额只有一两千元，现在生意好的话可以达

到四五千元。即便是在淡季，也和以前的旺

季差不多”。

茅田乡旅游的火爆，得益于湖北新界文

旅集团在这里打造的 2188 亩茅田生态旅游度

假区。海拔 1250 米的茅田乡，森林覆盖率超

过 90%、负氧离子含量达每立方厘米 3 万个、

年均气温在 10℃到 16℃之间，看准了这里的

避暑资源，不少外地客商主动前来投资。

“很难想象，从公司股东反对到投资再到

追加 10 亿元，‘砸’25 亿元来打造一个小山乡

的生态康养小镇。”湖北新界文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雄春告诉记者，99%的股

东起初反对投资不是没有理由的，茅田地处

偏远，而公司手中又有太多优势资源项目。

因此，自己执意要投资，当初派管理人员来

时，都说没有高额的补助就不来。

何雄春坚信自己的想法。茅田乡，拥有

10 万亩日本落叶松，是天然氧吧；“鼓乡茅

田”，文化底蕴深厚；拥有“全国文明乡镇”“全

国卫生乡镇”和“全国基层治理示范村”3 块国

字号金字招牌，这里民风淳朴，夜不闭户。

仅仅用时两年，一个以乡村田园为引，以

优质生态为底，全时康养、四季康养、全龄康

养沉浸式体验的中国式生态康养新标杆正在

茅田小山乡崛起。恩施州新界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晶说，茅田生态旅游度假

区整体囊括乡村会客厅、天然温泉酒店、高山

滑雪场、创意农业体验乐园、奇幻森林主题乐

园、生态禅境禅养休闲中心、山野星空艺术主

题营地、丛林探秘运动主题乐园、盐道古街、

民宿酒店群、颐养中心、生态康养智慧住区等

丰富业态，构建集“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

闲情奇”于一体的全康养产业体系。

“因山造势，因山造景，最大限度保护山

体、保护生态，把茅田生态旅游度假区打造成

大自然的森林公园，让‘天然氧吧’更‘氧’人！”

投资商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想法不谋而合。

茅田乡党委书记范妮告诉记者，该乡将以

茅田生态旅游度假区为轴心，推进封竹公社记

忆馆、太和百年老屋文化礼堂、三道岩露营基

地建设，以点带面，以线串珠，形成一步一景、

一景一特，为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只此青绿绘“新”颜

近日，建始县地心谷景区游人如织，景区

核心在一条名叫石门河的两岸。这里山上苍

松翠木，石门河水清澈纯净；外面热浪袭人，

景区里凉爽宜人。

每每看见家乡的这些情景，民宿老板陈

东风不禁感叹：“建始县委、县政府当初在这

里搞旅游开发，真是有远见，既保护了绿水青

山，又让我们老百姓吃上了‘旅游饭’。”

陈东风的感叹是有缘由的。10 多年前，

建始县计划在石门河上建一座小水电站，水

电站建起来后，经济效益“吹糠见米”，但经过

亿万年河水侵蚀和冲刷形成的奇特河谷地貌

将沉睡水底，小河上那座千年古桥也将从人

们的视野中消失，悬崖上有着 1000 多年历史

的原生态“巴盐古道”也将被淹没。不仅如

此，水电站建起后会阻断河道，破坏石门河流

域生态。

是要眼前效益，还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建始县通过现场反复踏勘、多方征

求意见、专家科学论证，最终作出了在石门河

进行旅游开发的决定。

2014 年 8 月，地心谷景区开门迎客，2015

年，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10 年来，恩

施地心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每

年带动周边实现旅游收入超 10 亿元，成为建

始县文旅产业的“排头兵”。

“因为地心谷，招来花硒谷”。就在离地

心谷景区约 6 公里的一个小山村，湖北鼎途旅

游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程昆第一个尝

试，投资 1.5 亿元建设花硒谷大健康管理中

心。围绕治未病、强体魄、重食材、悦心情四

大健康要素，加上有陪伴、有呵护、有价值，打

造“康养+养老+大健康管理”三位一体的生

态康养新标杆。“我就是冲着康养来的。”时

下，正在高坪镇花硒谷康养小镇休养的武汉

游客林艳芬说。

同时，旅游的火爆带火了当地的田园综

合体和民宿产业发展，很多小村庄被前来避

暑康养的游客挤满了。“在仙居花坪度假，真

是赛过神仙的好日子。”每年都来花坪镇避暑

的重庆游客张啸明说。

康养避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财气。

每年一季的康养避暑就为花坪镇百姓带来超

2 亿 元 收 入 ，全 镇 服 务 行 业 从 业 人 员 高 达

8000 人。

点绿成金“康养+”

大自然对建始仿佛有几分眷顾。神秘的

北纬 30°线穿越这里，冬少严寒，雨量充沛，四

季分明，地处武汉和重庆两大“火炉”之间，是

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这里硒资源出露面积近 480 平方公里，位

于平均硒水平含量最高的富硒生物圈上，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富 硒 王 国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9%，境内水资源丰富，多年平均降水量达

1600 毫米，人均年淡水资源达 5200 立方米。

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公元 260 年

建县，距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建始民歌《黄

四姐》入选世界百首优秀名歌，丝弦锣鼓、南

乡锣鼓、土家背鼓舞、喜花鼓等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享誉荆楚。距今 195 万年至 215 万年

的“建始直立人”化石，被认定为中国乃至亚

洲最早的古人类。

经中国气象学会科学论证评估，于 2021

年授予建始县全国首个“中国生态气候康养

金地”称号。同年，该县获得“中国天然氧吧”

称号。

“建始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康养，尤其是气

候条件。”建始县委书记张渊平说，要充分利用

“中国生态气候康养金地”招牌，发挥气候优

势，聚全县之智、集全县之力打造六

大生态康养小镇，推

出一批食养、药养、体养、文养拳头产品，让人

体验“到了建始，就是健康的开始”。

康 养 小 镇 建 成 什 么 样 ？ 概 括 起 来 就

是：处处是风景，时时能体验，事事可融入，人

人可参与。经过多年发展，建始县已经形成

以核心景区为引擎、旅游城镇为载体、美丽乡

村为网络、康养业态为保障的发展格局，使

“康养+”“+康养”的产业体系不断完善。

县、乡医院正建立康养服务中心；制定具

有建始地方特色的康养标准；抱团发展，建康

养联盟，延伸康养产业链；找准赛道，围绕特

色做好生态康养产业，着力开发食养、药养、

体养、文养等拳头产品。

同时，建始县累计投入 78 亿元，完成了

200 公里旅游公路黑色化，完善了建始火车

站、高坪火车站等旅游集散中心相关设施建

设，完善了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成了

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去年，该县接待游客

90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5 亿元，分

别增长 35%、56%。

建始的发展正验证了这样

一句话：康养一业兴，带

来百业兴。

水 美 乡 村 入 画 来水 美 乡 村 入 画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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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江西省宁都县固村镇固

村村，农田里，翠绿的水稻茁壮成长，一排排

房屋坐落有序，一条条入户道路干净整洁。

在新近建成的“曲水流觞”滨水休闲公园里，

村民们三五成群休闲娱乐，孩童们正嬉戏玩

耍，欢乐的笑声不时随风传来，勾勒出一幅和

谐优美、生态宜居的乡村新画卷。

可 就 在 两 年 前 ，这 里 还 是 另 外 一 番 景

象。固村镇固村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玖生向记

者介绍：“原来这里是一片滩涂地，杂草丛生、

垃圾成堆，一些村民在这里圈养猪、牛、鸭，污

水横流、臭气熏天。改造后，这里建起了特色

景墙、景观小品等设施，变成了风景优美的公

园，村民们都爱来这里娱乐、健身。”

固村村的村容村貌变化得益于该县近年

来开展的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2022年，

宁都县被列为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和全

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县，按照“一江、两

岸、三脉、多点”的总体布局，当地积极推进水

系连通及水美乡村项目建设，努力补齐农村基

础设施短板，擦亮水美乡村生态底色。

建设防洪工程、恢复河湖生态功能、修复

河道空间形态、建设水美乡村是水系连通及

水美乡村项目建设的重点。宁都县水利局副

局长李炽生告诉记者，开展水系连通及水美

乡村项目建设以来，当地紧扣“人水和谐”绿

色主题，采取水系连通、岸坡整治、清淤清障、

水土保持、滨岸带治理、景观人文建设、水利

信息化建设等八大措施，对黄陂河、青塘河、

琴江河 3 条中小河流及其小布河、小源溪、尹

岗垴溪、社岗溪、河背溪 5 条支流进行系统治

理，先后投资 4.79 亿元，治理河道总长度 125

公里。

现在，只要赶上天气晴好，固村村村民胡

小平每天都会带着孙子来滨水休闲公园玩

耍。“早上在这里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晚上在

这里跳个广场舞。看到绿水青山，到处是美

丽的景色，心情很愉悦。”

在黄陂河、小布河、小源溪等河段项目施

工现场，清淤疏浚、河道清障、岸坡整治等项

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工人正分散在不同区

域全力以赴完成混凝土挡墙、景观节点工程

等附属工程及收尾工作。“前不久遇上连续暴

雨天气，完工的主体工程经受住了洪水的考

验，河流防洪能力明显提升。”李炽生说，通过

水系综合治理，实现了黄陂河、青塘河、琴江

河沿线 9 个乡镇 39 个村庄 11.3 万人受益。结

合打造固村村等 10 个水美乡村景观节点，宁

都县正建设形成“黄陂革命血脉”“琴江粮仓

叶脉”“青塘客家文脉”三大水美乡村片区，

“堤固、水清、岸绿、村美”的河流水系新格局

已然成型。

探索行之有效的治沙模式

邵艳军

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

题，而我国又是世界上荒漠

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

始终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

作，把防沙治沙作为荒漠化

防治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科学

化、规模化治沙，完成沙化土

地治理任务 3.31 亿亩，封禁

保护面积 2708 万亩，53%的

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

理，“三北”工程建设取得的

丰硕成果，为我国北方树立

了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也

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

生态治理树立了成功典范。

目前，我国探索出了一

些行之有效的治沙模式，为

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中国

经验”。但我国沙化土地面

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治理

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

还 需 着 力 解 决 以 下 几 方 面

问题。

首先，用系统思维破解

生态用水匮乏难题。加强部

门协同，强化“三北”地区各

级林草机构建设，优化调整

水资源分配体系，统筹安排

“三北”工程生态用水份额，

推动中央企业参与三北生态

建设，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另外，坚持科技创新，大力发

展现代化节水设施，发展节

水林草，加强水资源的优化

配置。

其次，创新荒漠化防治

人 才 培 养 、引 进 与 发 展 机

制。“三北”地区职工平均年龄普遍偏大，年轻的大学生偏

少，而防沙治沙工作迫切需要更多懂科学、有文化、有技

术的年轻人，要解决人才困境，必须要创新人才培养、引

进和发展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防沙治沙事业，同

时要加强与农林院校的相关学科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

的专业人才。

此外，还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防沙治沙工

作。长期以来，各地防沙治沙主要依靠政府主导、依托国

家重点生态工程来开展。荒漠化防治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要广泛地开展环境保护教育，

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形成荒漠化防治合力。

最后，荒漠化防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

来谋划发展。“三北”地区部分干部和群众对生态保护的

重要性、紧迫性以及防沙治沙工作的必要性认识仍有欠

缺。荒漠化防治高质量发展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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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谋划发

展。“三北”地区要统筹全流域、进行全局性研判，努力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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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湖北建始县地心谷

景区一角。

本报记者 柳 洁摄

图② 湖北建始县石门河

一角。文 林摄（中经视觉）

图③ 鸟瞰湖北建始县茅

田乡。程 勇摄（中经视觉）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黄陂河段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黄陂河段，，工作人员正在巡河护水工作人员正在巡河护水，，清理河面漂浮物清理河面漂浮物。。

曾嵘峰曾嵘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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