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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响唱 响““ 庐 山 天 下 悠庐 山 天 下 悠 ””品 牌品 牌

匡庐奇秀，

甲天下山。庐山北濒长

江，南傍鄱阳湖，“一江一湖一山”

浑然一体。

夏日登庐山，望青峰秀峦、看银泉飞瀑、观

云海冲腾，壮美的山岳景观尽收眼底。陶潜低

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浅唱“九江

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苏轼感叹“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这

302 平方公里的空间里，依然回荡着古代文人

雅士留下的千古佳句，令人回味无穷，心神

向往。

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积极践行“两山”理

念，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文章，始终把绿色

生态作为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唱响

“庐山天下悠”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奋

力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上的璀璨明珠。

焕新文旅业态

盛夏的庐山，万木葳蕤，百卉竞艳。清晨，

成群结队的游客抵达庐山景区，乘坐旅游观光

车或索道直达山上景区腹地。沿途向远处眺

望，青山如黛，碧空如洗，雄浑壮丽的自然风光

一览无余。

高温天气下，作为四大避暑胜地之一的庐

山成为全国各地游客的热门选择。游客们纷

纷走进含鄱口、五老峰、芦林湖等景点纳凉休

憩、打卡拍照。“我来过庐山多次，无论是生态

环境还是人文历史，都令我心驰神往！”来自上

海的游客侯捷说。

近年来，九江举全市之力支持庐山管理体

制改革，按照“旅游产业市场化、公共服务属地

化、保护职能部门化、山上山下一体化”的思

路，推动市场化快速上山、行政化有序下山，实

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从单一模式向多元

业态、从“做大庐山”向做“大庐山”转变，打造

具有庐山气质、中国气场、世界气派的世界级

知名旅游目的地。

2023 年 9 月 1 日，庐山景区推行“一票多

次多日使用制”，实现“一票畅游环山十大景

区”，并将每年 3 月定为庐山景区“免票开放

月”。2024 年 6 月，相继推出生肖年生日当月

免票、结婚纪念日免票、重大体育赛事

免票、全球学子背诵诗词免票等活

动⋯⋯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接踵

而至，为庐山旅游转型升级

做足了铺垫。

“加快激发庐山文

旅 市 场 内 生 发 展 动

力，摆脱门票经济‘依赖症’，是推动庐山旅游

业转型升级、迈向优质供给服务的重要一步。”

庐山市委常委、副市长，旅发委主任袁勇说，

2023 年，庐山市文旅业态实现融合多元发展，

旅游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庐山旅游创下 3 个

历史：一是在免票一个半月基础上，庐山景区

购票人数达 161 万，创下 10 多年来新高；二是

观光车售票与营收创下历年之最，营收首次

超亿元，达到 1.2 亿元；三是交通索道购票人

数突破百万，达到 105 万人，比历史最高值增

长 44%。

“开始懂李白的浪漫了！”近段时间，李白

笔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

山瀑布美景，在社交平台火爆出圈，累计播放

量超 10 亿次，带动景区持续火热。

如何让“流量”变成“留量”？答案在于打

造特色文旅 IP，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袁勇介

绍，庐山既是生态名山，也是人文圣山，多元文

化在这里融合交汇。庐山充分挖掘文化内涵，

尝试通过重点节会树品牌、聚人气。1980 年，

《庐山恋》电影热播，让庐山与电影结缘，如今，

这里已连续举办四届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致

力于把庐山打造成爱情电影创作的大本营、爱

情电影营销的主阵地、爱情电影成长的新坐标。

此外，庐山全球商界精英大会、九江名茶

名泉博览会、中医药杏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

会、庐山国际山地半程马拉松赛等一批重大节

会和体育赛事，成为游客广泛参与、深度体验

的新平台，推动庐山文旅创新融合发展。

守护自然之美

庐山是矗立在广袤的长江中下游大平原

上的一座独立山体和“生态交汇岛”，奇特的地

质地貌、变幻的气候现象、丰富的生态资源、浓

厚的文化底蕴，让它拥有多张耀眼的名片——

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全国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

盛夏时节，登上庐山牯岭镇，一丛丛松林

密密匝匝，直冲云霄。庐山市林业局林业发展

事务中心主任张小毛告诉记者，庐山核心景区

松林占森林面积达 70%，构筑起九江市生态安

全的重要屏障。

然而，2005 年九江市首次在庐山区域内

发现松材线虫病疫情，随后不断扩散蔓延。“一

棵松树从发病到死亡最快 40 天，一片松林从

发病到毁灭只需 3 年至 5 年时间，危

害程度和治理难度都

极大。”张小毛说，一场持续近 20 年的松材线

虫病防治战由此铺开。当地建立联防联控指

挥体系，坚持科学防治理念，做到监测全覆盖、

普查无盲区。

2023 年 5 月 1 日，《九江市松材线虫病防

治条例》颁布施行，筑起松林保护的法治防

线。“可喜的是，目前松材线虫病疫情小班数

量、疫情面积、病枯死松树数量和疫点乡镇数

量呈现‘四下降’的良好态势，较好遏制了蔓延

势头。”张小毛说。

松材线虫病防治是庐山筑牢生态屏障的

一个缩影。8 只白鹇同框而出，“林中隐士”白

颈长尾雉悠闲觅食⋯⋯山中，200 余台红外相

机 24 小时全天候监测野生动物，多次拍到白

鹇、白颈长尾雉、豹猫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的踪迹。

庐山保存着较为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

态系统，动植物种类繁多，被誉为长江中下游

大平原上的“物种基因库”、珍稀动植物的“天

然避难所”。随着庐山整体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越来越多的动物选择在自然保护区安家落

户、繁衍生息，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画卷。

“我们采取‘人工巡护+智能监控’等形

式，对辖区内野生动物进行日常保护和监测。

同时，运用现代遥感、无人机、远程监控等技术

设备，建立起‘空中看、地上查、网上管’的立体

监管体系，对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等进行

实时防控。”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许仕说。

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24 年，庐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监测到的鸟类由 219 种增长到

268 种，两栖爬行动物由 24 种增长到 27 种，昆

虫由 2519 种增加到 2745 种⋯⋯在一系列严格

科学有效措施保护下，庐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

量持续增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

性不断提升。

释放生态红利

走进位于庐山西北麓的庐山云雾茶场，千

亩有机茶园错落有致，绿意盎然。“我们按照茶

园就是景区景点的要求，打造了集数字化生

产、茶文化展示、研学体验、茶园观光于一体的

产业园，通过弘扬茶文化、精耕茶产业、深化茶

科技，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庐山云雾茶场副

厂长胡海松说。

近年来，庐山市通过组建庐山云雾茶产业

集团，完善“企业+合作社+茶农”生产经营体

系，推动云雾茶产业从传统化向标准化、

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转

变。同时，运用

大数据等新兴业态搭

建云展一体化平台，打造“VR

庐山云雾茶馆”“中华天下茶阁”

“人间山泉雾境”三大“云上展厅”。

此外，深化“茶叶+”理念，制定茶旅融合

发展规划，探索“采茶、制茶、品茶、评茶、

吃茶、游茶”全产业链体系建设，打造集

茶山康养、民俗体验、茶创空间、茶食餐

饮、茶语山墅、茶产研学于一体的茶旅融

合示范园。2024 年，庐山云雾茶入围区域

品牌（地理标志）价值百强榜单，品牌价值

高达 70.17 亿元，位居江西茶叶品牌价值

榜首。

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屋舍古朴典雅、

道路干净整洁⋯⋯走进庐山市白鹿镇秀峰

村，满眼绿意，犹如一幅山水田园画卷。依

托庐山南麓的秀美自然风光和森林氧吧资

源，秀峰村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农业观光、休

闲采摘等乡村旅游项目，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尝到了绿色发展的甜头。

“过去，这里是有名的污染村。”秀峰村党

支部书记邱望彬说，当地花岗岩资源丰富，居

民“靠山吃山”，以开采、加工、出售石材为生，

一来二去，青山变成“瘌痢头”、小溪变成“牛奶

河”。2018 年起，村里彻底关停了小散乱、高

污染的石材企业和矿山，开始发展特色乡村文

旅产业。

“想不到短短几年，曾经空置的民居，成为

人气火爆的精品民宿；废弃的石材园区，发展

成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园；生态复绿的矿山，

正规划建设采石遗址公园。”邱望彬掰着手指

头算了一笔账，依托乡村旅游，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已达 50 万元。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从环境污染村到

“生态网红村”，像秀峰村一样，庐山周边不少

村庄华丽蝶变，村民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

饭”。庐山市依托旅游资源优势，探索“生态修

复+农旅融合”新模式，山上进行生态修复，山

下打造农旅项目，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先后荣获“中国

生态旅游大县”“中国十佳休闲旅游名县”“中

国最佳绿色休闲旅游名城”“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等称号。

庐山，正展示着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魅力，

不断谱写文化与旅游、绿色与发展、经济与民

生共荣共赢的和谐乐章。

用法治力量守护黄河安澜

梁

婧

近日，山西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山西省黄河流域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条

例》。条例主要内容包括规

划与管控、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染

防治、促进高质量发展、黄河

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保障与

监督 7 个方面。

条例规定，山西省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设立补

偿资金；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纳入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体系。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

是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

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

流之一。包括山西在内，黄

河沿线不少地区均面临这一

问题：如何行之有效地保护

黄河，进而实现黄河流域的

高 质 量 发 展 ？ 用 好 法 治 力

量，可以成为守护黄河安澜

的重要抓手。

运用法治力量可以为黄

河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制度约束。众

所周知，去年出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以下

简称“黄河保护法”）作为一

部针对黄河流域的基础性、

综合性和统领性专门法律，

它的颁布施行，让保护黄河

变得有法可依。据了解，黄

河保护法实施一年来，黄河

保护治理持续推进、取得实

效，10 条重点河流、20 个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全部

达标。

司法机关有法可依能动履职守护黄河。黄河流

域线长面宽，各地如何因地制宜让黄河保护法真正落

地，同样考验着沿线司法机关的智慧和执行力。《山西

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是黄河保护

法在山西的具体落地和延伸。无独有偶，沿黄九省区

立足山水相济大保护的流域司法特色，聚焦重点区域

保护修复、水沙调控、水资源集约利用、污染防治等突

出问题依法能动履职，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持续发力统筹管理提升黄河水安全保障能力和

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治理大保护让滔滔黄

河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保护黄河，既是攻坚战，

更是持久战，依法守护母亲河需要持久发力：河湖长

制要落实到位，应在法治轨道上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同时，还要以流域为单

元、以水资源为核心，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

统筹管理体系，实现一盘棋谋划、一张网布局。此外，

还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充分挖掘各地依法保护生态修

复的生动案例，向沿黄居民宣讲黄河保护法，让更多

群众成为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宣传者、实践者、推

动者。

山 东 五 莲 扮 靓 山 水 田 园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夏末，走进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胡林村，四

周山水环绕、溪水潺潺，村内绿树成荫、鸟鸣婉

转，五颜六色的花圃生机勃勃，空气中弥漫着花香

的味道。花径、小溪、老屋、石墙、古树，仿佛走进了

现实版的“莫奈花园”。

“这里风景很好，空气清新，民宿贴近自

然，屋外满目青翠，而且住宿环境也很温馨，装

修精致，特别适合带家人一起来，感觉十分清

爽。”来自潍坊市的游客吴悦说，告别了城市的喧

嚣，与家人在胡林村找到了诗和远方。

胡林村党支部书记杨落宝告诉记者，今

年该村利用 108 万元“GEP 贷”，把村子打造

成休闲、放松氛围感浓郁的“乡村自然艺术

打卡点”。今年以来，胡林村已累计接待游

客 5.3 万人次，带动消费 400 余万元。

因山而得名的五莲县，山地丘陵面

积占 86%，全县森林覆盖率 31.45%。近

年来，该县坚定践行“两山”理念，深入实

施“生态强县”战略，积极构建生态价值转

化体系，核定年度 GEP292.96 亿元，为首批 13 个试点

村整村授信 1.5 亿元，累计发放“生态价值贷”5 亿元。

同时，不断推进整个县域 GEP 核算成果运用，通过探

索果树入股、乡村游入股、土地入股等多种模式，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达到 620家，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在与胡林村相距不远的户部乡大马安村，山坡

上青青的牧草、羊圈内活泼的湖羊、梯田里绿油油的

茶园，宛如油画一般。作为获得授信的 13 个试点村

之一，2023 年该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用贷 600 余万

元，建起一座生态加工厂。

“我们通过种植牧草、养殖湖羊、羊粪还田，因地

制宜发展‘牧草—湖羊—绿茶’高效生态循环产业，

2023 年合作社实现产值 200 余万元，其中村集体增收

67.8 万元。”大马安村党支部书记孙著武说。

五莲县不断加快推进 EOD模式（生态环境导向的

开发模式）落地和碳汇开发，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为

基础，以特色产业为支撑，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系统。

茶树郁郁葱葱，茶香氤氲弥漫，茶农三五成群，

正在忙碌地采摘⋯⋯行走在五莲县街头镇代吉子村

生态茶园，很难想象这里曾堆满了矿石废料尾渣，除

了零散的茶树，几乎没有植被。

“借助‘生态价值贷’，我们用矿石废料垫平深

沟，再覆盖泥土平整土地、种茶复绿，目前茶园面积

达 400 多亩，每年可增加群众收入近 400 万元。”街头

镇代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泽学说，从填坑修路到发

展茶园生态农业，代吉子村探索出一条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之路，形成了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群众富的

美丽乡村新画卷。

近年来，五莲县先后投资 17.8 亿元，实施了林泉

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提升等 3个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类

项目，并关联 2个产业项目，在东部山区打造万亩级生

态建设和乡村振兴 EOD 模式项目，架起“青山”与“金

山”转化的桥梁。

“我们选取县内生态环境最优的村庄，集中连片

建设‘近零碳’乡村示范区，探索零碳美丽乡村建设

新标准，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互促进，真正让

美丽乡村吃上了‘生态饭’。”日照市生态环境局五莲

县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政国说。

俯瞰庐山风景名胜区俯瞰庐山风景名胜区，，山峰山峰、、房屋房屋、、蓝天相互映衬蓝天相互映衬，，一幅夏日美景映一幅夏日美景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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