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景如画三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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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神 峰 前 ，松 涛 阵 阵 、鸟 鸣 花

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络绎不绝；

巨蟒峰下，流霞飞云、气象万千，一

众游客纷纷来此地拍照打卡；夜幕

降临，山脚下的金沙服务区依旧灯

火通明，欢声笑语、推杯换盏之间，

人们尽享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人间

烟火气”。

自暑期旅游市场开启以来，江

西上饶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始终保持

“高开高走”的旅游态势，1 月份至

6 月份，核心景区接待境内外游客同

比 增 长 29.6%；接 待 团 队 同 比 增 长

44.5% ；接 待 入 境 游 人 数 同 比 增 长

1169.3%。“三清山将着力构建‘高水

平的话语传播体系、高质量的多元

产 品 体 系 、高 品 质 的 旅 游 供 给 体

系’，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做优旅游主

业，奋力打造高品质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党委书记

葛健告诉记者。

打造多元增长极

“ 这 次 来 三 清 山 玩 得 太 开 心

了。风景特别美，而且各方面设施

更加完善，体验感、互动感非常好，

以 后 有 机 会 还 要 约 朋 友 一 起 来 度

假。”游客徐慧游览三清山后赞不

绝口。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游客的旅游需求已从注重观光向注

重体验、兼顾观光与休闲度假转变，

同时，三清山周边同类型的景区如

黄山、庐山、武夷山等发展已较为成

熟，国内旅游发展迅猛态势更是给

三清山带来了不小的竞争压力。

“当前的旅游市场不进则退，我

们没有退路。”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主任王庆辉说。围绕山上山下

双轮驱动、协同发展，三清山全面推

进山上核心景区与山下服务区项目

建设。在山上，推进游览步道提升、

观景平台优化、旅游公厕改造等基础

设施项目改造，不断增强游客体验

感；在山下，不断优化“金沙沉浸式夜

游体验区、枫林高端民宿集聚区、港

首旅游生活幸福区”功能布局，对金

沙服务区游客广场进行微改造、精提

升，布局金沙夜游氛围，打造让游客

心情愉悦的旅游环境。

在位于港首服务区的汾

水索道项目现场，工人们正

忙着给索道基站浇灌水

泥，这条可直通三清宫

的三清山第三条索道

正 在 快 速 建 设 中 。

作 为 三 清 山 的 又

一张优质名片，

三 清 福 地 优

化 提 升 工 程

也全面开工，风景

区还大力推进桥坞慢漫

邨度假区、玉琊山居二期等重点项

目建设，深化与 Club Med（地中海

俱乐部）、法国 PVCP 集团自然乌托

邦自然度假综合体、英国极致 EX-

treme 集团的合作。2024 年，三清山

谋划重点项目 55 个，总投资 113.783

亿元。一批项目的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让三清山“吃住行游购娱”全

链条更趋完善，旅游承载力不断提

升，有力推动了三清山由门票经济

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

塑造文旅新 IP

“三清山在游戏里带给我的印

象就是仙风道骨、空灵悠远，让人回

味无穷，如今总算是身临其境了。”

青年游客赵晓霞兴奋地说。去年以

来，一款名为“逆水寒”的手游火爆

全网，耳熟能详的三清山女神峰等

标志景点，完美融入游戏全过程，让

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通过游戏了解

并走进三清山。

今年以来，三清山风景区坚持

以“文化+旅游”“体育+旅游”“统

战+旅游”等方式，组织策划了多场

有影响力、有号召力、形式多样的宣

传营销活动，如“有龙则灵”许愿仪

式、杜鹃赏花月等活动先后引发市

场极大关注。其中，“寻美中国·花

漾三清”暨上饶 2024 年“5·19 中国

旅游日”主会场系列活动微博话题

阅读量近 3 亿，抖音平台浏览量超

2500 万。

三清山风景区还积极与上海阅

文集团合作，开设云上书店打卡点，

力争将三清山打造成为集玄幻、仙

侠、穿越于一体的网络文学创作基

地，截至目前线上投稿量已超 1.1 万

篇。同时，在核心景区开拍网剧《世

另我》，以时下最新潮的网剧和网络

文学圈粉年轻人。在新媒体营销方

面，景区通过抖音、小红书、微博等

平台不间断发布优质图文和短视频

作品，实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热

点，今年上半年新媒体总曝光量超

10 亿次。

近年来，三清山风景区还积极

打造民宿经济，以望三清、玉琊山

居、雷迪森、畲影、云山居、坐忘等为

代表的一批价格实惠、环境舒适、特

色鲜明的三清山旅游民宿近年来不

断火爆出圈，成为三清山文旅新 IP，

人们在此地休闲、康养、度假，赏民

俗 、品 美 食 、看 美 景 ，尽 享 旅 游 慢

生活。

推进生态价值转化

每当春夏之交，在三清山风景

区东海岸的观鸟亭，人们总会发现

这么一群独特的鸟类，它们外形醒

目、身姿优美、色泽鲜艳，还不时与

周边的小松鼠追逐嬉戏，构成了一

幅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妙画卷。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黄腹角雉，又被称为“鸟中

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鸟类，

山上现有近百只。它们在三清山能

够常年繁衍生息，正是三清山积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

环保理念、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的 最 生

动体现。

为 保

护好核心

景区约 2.5 万

亩 松 林 及 全 国

少有的黄山松古树

群 落 ，景 区 大 力 开 展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在核心景区

巡山的林长制护林员王方才说：“我

们会经常性地开展打孔注药、飞机

飞防和日常排查，严防松科植物及

其制品进入辖区，一旦发现疫树立

即上报处置。经过我们的努力，三

清山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没有松材

线虫病疫情的生态名山。”

三清山风景区坚持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三清山风景区

应急管理局局长毛哲良说，利用林

长制网格化管理体系将工作压实到

一线，全山分为 57 个网格，发挥“一

长（林长）两员（护林员、监管员）”网

格作用，推进生态保护。同时，实施

环山公路林相改造提升工程，让游

客一到三清山辖区，就能感受到一

路 皆 景 、满 目 皆 美 的 美 丽 生 态 画

卷。此外，风景区还全面推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五个一”行动，一片

片精致的油菜花海、一栋栋干净整

洁的民房、一条条幽雅静谧的乡村

小 道 ，使 三 清 山 处 处 是 景 、步 步

如画。

葛健说，下一步，景区还将依托

良好的森林生态资源，探索生态产

品价值转换，开发中医药与森林旅

游、康养服务相结合的产品，培育特

色鲜明的森林康养基地和品牌，加

快推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重庆涪陵——

守 牢 乌 江 口 生 态 门 户
本报记者 吴陆牧

乌 江 是 长 江 上 游 南 岸 最 大 的 支

流。在重庆涪陵区，蜿蜒碧绿的乌江

穿城而过，汇入长江。

面朝乌江，涪陵区敦仁街道观音

阁社区的乌杨树体育运动公园里，每

天都有许多居民前来休闲、健身。“过

去，这里是一处闲置的废弃码头，杂草

丛生。”80 岁的观音阁社区居民杨长荣

告诉记者，去年以来，经过拆除废弃建

筑、完善绿化、添置设施等一番改造

后，这里一改往日脏乱差景象，面貌焕

然一新，成了一个网红公园。

涪陵区地处长江与乌江交汇处，

被称为“乌江门户”。乌江涪陵段长约

33 公里，是千里乌江的压轴之卷，沿线

分布了 5 个自然保护地，面积达 229 平

方公里，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和水源涵养地。

近年来，涪陵区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把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实施了乌江干流岸线保护

与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乌江水源涵养

生态带，走出了一条“以水兴产、以水

兴城、反哺利水”的高质量保护和发展

之路。

在 涪 陵 区 白 涛 街 道 的 乌 江 麻 柳

嘴水质自动监测站，高锰酸盐指数分

析仪、总磷分析仪、氨氮分析仪等设

备 24 小时不停运转，系统屏幕上实时

显示电导率、溶解氧等水质参数。“这

些数据会实时自动传输到管理人员

的手机终端，一旦水质出现异常，系

统将自动预警并进行智能响应。”乌

江麻柳嘴水质自动监测站技术人员

熊卫斌说，乌江涪陵段水质连续 6 年

保持Ⅱ类标准。

去年 5 月，涪陵区建设的水生态环

境智能化监控系统正式投用，推动治

水从“人治”迈向了“智治”。涪陵区生

态环境局水环境保护科科长王陈良告

诉记者，该系统对辖区水源地、污水

处理厂、沿江排污口等重点监管点位

进行在线监控、实时数据传输、智能

预警以及信息推送，实现乌江涪陵段

水生态环境监控“数字化、信息化、智

能化”。

既 要 管 控 污 染 ，也 要 修 复 屏 障 。

在白涛街道的大溪河采石场生态修复

项目现场，一排排树木错落有致、新叶

葱郁。过去，乌江涪陵段沿线因采石

场无序开采，不少山林被毁，弃土石渣

被冲入河道，水质恶化、垃圾漂浮。如

今，经过矿山修复治理和岸线整治，

100 余亩青草绿树逐渐覆盖裸露的土

地，重现水清岸绿的美景。

大 溪 河 采 石 场 生 态 修 复 是 涪 陵

区全面推进乌江流域生态治理的鲜

活注脚。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涪陵

区关闭非煤矿山和小水泥厂 40 家，完

成了 10 万平方米乌江涪陵段岸线生

态修复，同时实施了国土绿化提升行

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在乌

江两岸造林 6 万余亩，乌江涪陵段呈

现出“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生态画

廊景观。

站在白涛街道麦子坪村柚子基地

远眺，河谷流水潺潺，漫山遍野的柚子

树长势喜人。“通过实施乌江流域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工程，一方面将坡耕地

改造成梯田，并配套建设蓄水池、灌排

沟渠等水利水保工程，提高了水源涵

养功能；另一方面引导村民种植柑橘、

李子等经果林，实现增绿与增收的结

合。”涪陵区白涛街道党工委书记高亮

告诉记者，目前街道已发展柚子种植

1500 余 亩 ，年 产 量 100 余 万

斤，产值 300 余万元，带动果农户

均增收约 5000 元。

涪陵区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引导

企业实施绿色技术改造，培育发展页

岩气、新材料等新兴绿色产业，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涪陵白涛工业

园区为例，该工业园区沿长江、乌江布

局发展新材料、能源、消费品三大主导

产业，建成 10 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成功

创建国家级高性能塑料及树脂制造创

新型产业集群，2023 年规上工业产值

超过 1000 亿元。

涪陵区委书记黎勇表示，将建立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推动实现生

态环境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加大

乌江流域涪陵段水环境保护和生态修

复力度，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强

化利益联结机制，拓宽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进一步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以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实现生态美、产

业 兴 、百 姓 富 的 有 机

统一。

科学保护野生菌资源

曹

松

正值夏季，云南各地可

食用野生菌大量上市，成为

市民和游客餐桌上的珍馐。

为 科 学 保 护 利 用 野 生 菌 资

源，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近日发布《野生菌保护利用

管理办法》，这是全国首个野

生菌保护管理规范性文件。

与人工菌不同，野生菌

是指非人工种植、分布在野

外、靠自然条件生长的大型

真菌子实体，其对生长环境

要求极高。云南凭借独特的

气候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拥

有约 900 种野生食用菌，占全

国资源的 90%。由于资源稀

缺性和不可复制性，野生食

用菌价格近年来一路走高，

上山捡菌也成为助力农民增

收的手段。据统计，去年仅

楚雄彝族自治州就采集野生

菌 5.45 万吨，给农民带来人

均 2900 多元的收入。但也要

看到，不科学、过度采集等掠

夺性采摘现象仍然存在，致

使野生菌资源遭到破坏，影

响产业长远健康发展。

保护好野生菌资源，要

创新模式，构建责权利统一

的野生菌经营制度。野生菌

是自然的馈赠，长期以来，村

民上山采菌，谁先采到就归

谁，这种采摘方式易使野生

菌资源造成极大破坏浪费。

比如，有人上山挖松茸，会把

短于 5 厘米的童茸与开伞的

老 茸“ 一 窝 采 ”，妨 碍 其 繁

殖。因此，可积极探索野生

菌承包经营，明确保护和收

益主体，激励村民规范采摘，

在承包区域内主动实施保育

促繁技术，促进野生菌种群恢复。

许多野生菌只生长在特定的森林环境，尚不能人

工栽培。农业农村和林草部门在采菌季可以加强对农

民的指导培训，推广规范的采集技术，如使用木棍、竹

片轻轻挖出真菌子实体，避免用锄头等大型工具，减少

对菌塘的破坏，采集后将原土壤和枯枝落叶恢复到采

集前的自然状态，采取分时段、分地段轮流与采集和

“采、养、繁”结合的措施等。规范合理的采集方式可以

最大程度保护野生菌的生长环境，做到在保护山林的

同时积蓄野生菌资源。

此外，可以建立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或平台，在方

便百姓销售的同时也便于集中监管。市场管理方或行

业组织可完善相应措施，实行分级收购，明确禁止销

售、收购未成熟的野生菌（童菌）与菌帽过度展开等过

熟的野生菌，从市场环节倒逼前端树立科学采集、源头

保护的理念，稳定野生菌产量和品质，实现对野生菌资

源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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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江西上饶三清山风景名江西上饶三清山风景名

胜区胜区女神峰景观女神峰景观。。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图图②② 江西上饶三清山风景名江西上饶三清山风景名

胜区云雾缭绕宛如仙境胜区云雾缭绕宛如仙境。。

刘建辉刘建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腹

角雉角雉。。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船只在乌江涪陵段航行船只在乌江涪陵段航行。。

杨润渝杨润渝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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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