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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岩冠豸山经济生态齐头并进——

山 奇 景 美 文 旅 兴
今年 3 月，福建省龙岩地质公园获批

成为世界地质公园，丰富的世界级地质遗

迹资源是获批的重要原因。其中，位于龙

岩 市 连 城 县 的 冠 豸 山 正 是 龙 岩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的 核 心 组 成 部 分 之 一 。 冠 豸 山 是 以

石墙——峡谷地貌组合为特征的壮年早期

单斜式丹霞地貌，是中国丹霞地貌最典型

的地区之一，主要由距今 1 亿年到 8000 万

年期间形成的冲洪积物构成，成分为紫红

色砾岩、砂砾岩。

丹霞地貌不仅是自然的奇观，也是历史

的见证。这些地貌的形成经历了数百万年

的地质变化，记录了地球历史的重要阶段。

如何保护、管理与利用好宝贵的世界级地质

资源是连城人民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一

个重要课题。近日，记者走进冠豸山，实地

探访当地如何做好“两山”转化，齐头并进抓

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水美如画

来到冠豸山游客中心大厅，映入眼帘的

是国家非遗模型姑田游大龙、芷溪花灯等作

品；在游客中心旅游纪念品店内，陈列着融

入雕版印刷、客家木偶等众多非遗元素的文

创用品，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连城当地非遗

文化。

盘山而上，沿途绿意盎然。“我爱冠豸

山”展陈、许愿墙、灯笼墙⋯⋯这些别致的设

计与所在的山水环境和谐映衬，吸引游客打

卡祈福。

“冠豸山风景区总面积 123 平方公里，

主要由冠豸山、石门湖、竹安寨、旗石寨、九

龙湖、云霄岩等景区组成，旅游资源主要有

山岳、湖泊、河流、瀑布、泉水、溶洞、森林、草

场等 40 多种，奇特的景点有 100 多处。”跟随

导游的脚步，记者来到石门湖，乘坐游船感

受“水转山间走，山回水中行”的秀丽景观。

生命之门、河马饮泉、大象戏水、观音

绣花鞋、小三峡⋯⋯一步一景，步步惊

艳，连绵不绝。冠豸山兀立于平地之

上，险峻而奇幽，景色雄奇瑰丽；山后

一片绿汪汪的湖泊，清波荡漾。柱石

林立与潺潺流水形成山映水、水映

山的碧水丹山奇观。

正带着 2 个孩子游览冠豸山的

游客谢贤蓉说：“游览冠豸山需要

一 些 想 象 力 。 常 言 道‘ 三 分 靠 形

象，七分靠想象’。这里很适合孩子

来游览，让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来

看这些山体，寻找其中的乐趣。”

冠豸山与武夷山同属于丹霞地

貌，两山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被世人誉为“北

夷南豸，丹霞双绝”。“‘豸’这个字只有在我

们 这 儿 读 zhài，与 龙 生 九 子 之 一 的 獬 豸

（zhì）相关。”连城县委常委李镇祥介绍，獬

豸能辨别曲直，象征“公正清廉”。冠豸山正

是因其形似獬豸冠而得名。“公正清廉”便是

冠豸精神的内涵，也是冠豸山的神韵所在。

冠豸山集“山、水、岩、泉、寺”于一体，呈

现“雄、奇、幽、秀、绝”之大观。无论是欣赏

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沉迷于岁月沉淀

后的人文景观，在这里，都能找到沉醉之处，

尽兴而归。

为了让老幼及行动不便的游客尽情享

受冠豸山的魅力，冠豸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冠豸山风景区管委

会”）在鲤鱼背景点原游步道旁的山涧里建

设自动扶梯。冠豸山风景区管委会鲤鱼背

自动扶梯工作人员黄德勤说：“这段路高低

落差 60 多米，且需要徒步攀登 266 级非常陡

峭的台阶。在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后，管委

会特别建设了 3 段自动扶梯，并于 2023 年国

庆期间投入使用。游客从起点到坡顶全程

只需 2 分钟，每小时大约输送 3600 人。”

鲤鱼背自动扶梯的建设是冠豸山优化

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游客体验的举措之一。

早在 2020 年，冠豸山客运索道便投入使用，

把冠豸山、石门湖、竹安寨、九龙湖 4 个景区

有效串连起来，构建起立体、快捷、融通的交

通体系，实现景区间的“快行慢游”。

壮丽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文旅元素、完

善的基础设施，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据统

计，今年 1 月至 6 月，冠豸山接待游客 113.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5.89%；实现旅游收入

7336.40 万元，同比增长 100.06%。

绿意点妆成

沿着山间小道拾级而上，道路两旁的

参天树木遮云蔽日，投下一片片荫凉。冠豸

山风景区管委会规划建设科科长邹勇回忆

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边村民上山伐

树，乱砍滥伐现象严重破坏冠豸山的森林资

源。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以飞机播种

的形式造林，才有了现在郁郁葱葱的林木。”

近年来，连城县围绕冠豸山文旅高质

量发展目标，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采取注重资源保护、合理

开发景观、完善管理机制、加强安全监测等

多 项 措 施 ，让 景 区 水 更 绿 、山 更 青 、环 境

更美。

“飞机播种多以马尾松为主，但是单一

种植容易引发病虫害。现在原生的阔叶林

也长起来了，对现有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很好

的补充和保护。”邹勇告诉记者。

播种造林只是生态恢复和绿化工程的

一部分，而后续的管理和维护同样重要。华

鑫是冠豸山护林员，他每天上山巡查，脚步

踏遍了管辖区内的沟沟坎坎。他的父亲也

是护林队的一员，小时候的他就常常跟着父

亲上山巡查，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特殊

感情。“小时候的生活让我对冠豸山更有感

情，我习惯了青山绵延，走惯了山路逶迤，我

将把我的心血与精力投入冠豸山的生态建

设。”华鑫饱含深情地说。

为了确保播种造林的成功，早在 1988

年、1999 年，冠豸山风景区分别编制了两轮

总体规划。邹勇介绍，由于之前的总体规划

偏于原则性和宏观性，刚性不足，可操作性

也不强，难以满足风景名胜区对资源保护与

开发利用的进一步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要

求。因此，冠豸山风景区管委会于 2018 年

委托福建工程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冠

豸山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此外，连城县还坚持机制建设优先，先

后出台一系列保护和管理的规章制度，进

一步加大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力度，风景

名胜资源的保护工作走上法治化、规范化

轨道。

为保护好冠豸山风景名胜资源，实现永

续利用，冠豸山风景区管委会以统一经营管

理的模式，确保景区林木资源保护工作的持

续性、稳定性。由于风景区内村（居）民涉及

5 个乡镇 5 个行政村。自 2002 年起，冠豸山

风景区管委会通过租赁方式，获得景区 5 个

乡镇 15 个行政村林地、林木 50 年的经营管

理权。“我们每年会从门票收益中拿出部分

给村集体或者村民，按照亩数进行发放，

1 亩 10 多元。”邹勇说。

连城县政府党组成员、冠豸山风景区管

委会主任李川龙表示，连城把景区生态环保

摆在规划管理的首要位置，与景区建设统筹

考虑、统一部署，积极探索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的模式，注意生态旅游区的游客

容量和承载力，努力减轻生态环境压力。

打造深度游

行至半山，一条钢丝绳横挂半空，特技

演员连番上阵，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表演场地旁边是一座冠豸山白鸭馆，馆内提

供连城特色白鸭系列产品：白鸭汤 1 盅 8 元、

白鸭蛋 1 颗 3 元，这与城区的价格基本持平。

龙岩福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副

经理林锋说：“根据前期市场调研，我们对景

区的商铺进行差异

化定位、合理化定价，

既让店铺经营者有合理

的收入，也给游客更好的消

费体验。景区商铺有汉服馆、

白鸭馆、连城特色小吃店、奶茶店、

综合便利店等，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的同时

还能推介连城特色产品。”

近年来，连城县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

业，结合冠豸山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工

作，聘请国内知名规划专家，因地制宜对景

区景点高标准、高品质规划。目前，冠豸

山已完成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推出湖面

泛舟、休闲垂钓、温泉养生、森林漫步

等游憩体验产品，不断丰富景区优质

旅游产品供给。

“连城将立足生态优势，以冠豸

山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世界

地质公园‘四牌同创’为抓手，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的新产品、新业态。”李川

龙说。

“传统的‘登山游湖、打卡拍照’旅

游模式，导致游客一览而过难停留，也

成 为 制 约 冠 豸 山 景 区 旅 游 发 展 的 瓶

颈。”李川龙介绍，2021 年起，冠豸山风

景区管委会与连城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合作，积 极 延 伸 旅 游 产 品 供 给 链 ，开 启

“白+黑”游玩模式，推出多元旅游产品

和线路，为游客提供多重选择和更丰富

的旅游体验，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还

想来”。

夜幕降临，位于连城县城区的四角井

历史文化街区流光溢彩、美不胜收，该街

区的改造是连城这两年发展夜游经济、增强

冠豸山景区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连城县先后对四角井、培田等

老街、古村的整体面貌、文化氛围、业态空间

布置进行升级，打造“培田古村落”夜景工

程、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等，有序推进游客

服务中心、吴家巷北段等节点改造，引进 15

家非遗技艺门店入驻非遗一条街，推动文创

集市等业态商圈逐步形成。

此外，借助旅游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连

城县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优势，鼓励和引导林

农大力发展冠豸山铁皮石斛，还重点发展茯

苓、金花茶、灵芝、黄花远志、多花黄精、七叶

一枝花等林下中草药种植，走“百姓富、生态

美”的绿色发展道路，拓宽百姓增收渠道。

据介绍，2024 年该县林下经济经营面

积有望达到 182 万亩以上，实现综合产值 53

亿元以上。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薛志伟薛志伟

依托生态颜值提高经济价值

蒋

波

近日，江苏首单水土保持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在无锡宜兴落

地，当地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水

土保持治理，探索以生态环境治理

提升产业开发价值，将难以量化经

济价值的生态优势得以具体化、市

场化，实现生态颜值与经济价值的

双向提升。

这几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

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正实实在

在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也要看到，生态环境保护想要

具有可持续性，除了推动生态文明

理念深入人心之外，还要在保护的

前提下，加快把蕴藏在自然生态环

境中的生态资源转化为满足人类美

好生活需要的生态物质产品和服务

产品，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

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当前，

拓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

化通道，更是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开展调查核算，夯实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基础。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

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生

态利益导向机制，准确界定权能主体

修复和维护绿水青山的法定义务，对

乡村生态产品开展调查统计，梳理生

态产品类型、数量及价值量，构建区

域生态产品数据库。同时，鼓励各地

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绿色发展的扶

持措施，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绿色

信贷等，释放政策红利、激活市场“乘

法”，引导和激励企业、个人积极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

做强生态产业，活用市场机制

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各地应打通生态

产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畅通生态产品市场交

易路径，同时，积极搭建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推介博览会、线上

销售等不同形式的市场化平台，推动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

提升绿水青山转化效益。此外，各地还可以围绕地区比较优

势，将生态优势与资本、技术、人口等结合起来，延长产业链

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发展“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为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加强机制创新，大力发展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各地应该

拓展生态资源权益交易范围，探索开展碳汇、碳排放权、用水

权、排污权、用能权等生态权益交易机制创新，在构建生态银

行、生态产业体系、实施生态修复保护与综合开发等多方面，

拓展适合区域特点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提升生态产品

价值转化效益。探索生态资源资产运营平台共建机制，同时

通过要素共享提升交易活跃度。推动各类权益交易平台和服

务机构对接，促进区域生态资产盘活，加快环境权益交易市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贵州水土保持有新招
本报记者 王新伟

虽然汛期时常遭遇暴雨，贵州省湄潭县

高台镇金塘村已有好几年没有发生过严重

的水土流失，这让从事水土流失治理 20 多年

的高台镇水务站技术员谭小红十分高兴。

“工作成果一次又一次经受住了暴雨考

验，证明治理思路是对的。”在谭小红和同事

们的努力下，金塘村大小山坡不到 10 年时

间就变身“茶满山”。

金塘村曾是湄潭县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

村庄之一。当了多年村干部的高台镇金塘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先开华告诉记者，过

去只要雨水稍微大点心里就嘀咕：“几乎年年

都要遇到土坡塌方，泥沙向低处淤积，严重影

响作物生长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15 年，金塘河小流域综合治理被纳入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对流域内 1600

公顷的水土流失地块进行综合整治，在坡度

超过 25 度的山坡上栽种茶苗及乔灌木，同时

设置截水沟、集水池等水土保持设施。

随着茶苗不断生长，经济价值、生态价值

日益凸显，曾经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

变身村民增收的茶海。先开华告诉记者，当

地茶园的年亩均收入近年来稳定在 7000 元

左右，“群众像对待‘宝贝’一样对待茶园”。

据了解，截至目前，湄潭县累计投入1.125

亿元对 17 个小流域实施综合治理，通过栽种

茶苗、培育生态林等，治理水土流失256.4平方

公里，全县水土保持率达 76.43%，2023年被水

利部评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

如今在湄潭，漫无际涯的茶海，固住了

水土、增添了绿色，成为群众增收的“生态银

行”。数据显示，湄潭县的茶园面积目前稳

定在 60 万亩以上，茶叶综合收入超过 180 亿

元，30 余万茶农人均增收 1.3 万元，连续 4 年

位居“中国茶业百强县”第一名。

贵州是长江与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

障，喀斯特地貌发育完整，“九山半水半分

田”，是国内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水土保持率仅为 56%。近年

来，该省以实施生态治理工程为抓手，推动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投入 344.93 亿元，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78 万平方公里，水土保

持率提高到 74.42%，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和强

度“双下降”，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提升。

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的毕节市，山高坡

陡、河谷深切、地形破碎、土地贫瘠，是典型

的石漠化地区。当地以小流域为单元，推进

“山水林田湖路村”统一规划，坚持治理保护

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

结合，先后实施“长治”工程、坡耕地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工程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等项目，使水土流失面积由 1988 年的 1.68 万

平方公里下降到去年底的 0.96 万平方公里，

水土保持率提高到 64.29%。

毕节市织金县南郊的凤凰山，曾是当地

水土流失的重灾区，2009 年的一场山火更是

将原本就稀疏的植被烧毁殆尽。织金县水

土保持监测中心主任江河告诉记者，面对生

态之痛，织金县 2012 年引入专业企业，一边

抓水土治理恢复生态，一边抓茶产业发展绿

色经济，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当地茶园面积

接近 1 万亩，并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发展茶叶

4 万余亩，区域林草覆盖率提升到 86.7%。

处于乌蒙山脉腹地的六盘水市，一方面

积极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矿山生态修复、

退化林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工程，通过

栽植水土保持林、矿山复绿、工矿废弃地复

垦和未利用地整治等措施，恢复“绿水青山”

的颜值；另一方面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流域

治理、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相结合，积极改

善种植结构，改变过去以单一粮食生产

为主的模式，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同增长。截至目前，该市今年累计完

成小流域综合治理 16.27 平方公里、退

化林修复 46.61 平方公里，同时依托

高标准农田建设、保土耕作等建设完

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13 平方公里。

根据规划，贵州将在“十四五”

时 期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1.49 万 平 方 公

里。截至 6 月中旬，该省今年完成总

投资 20.36 亿元，新增治理水土流失

1874.09 平方公里。

贵州省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聚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推动综合治理提

质增效，科学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强化

林下水土流失治理，大力推进坡耕地治理，

系统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提升水土流失治理

的综合效益，力争到 2035 年全省水土保持率

达到 78.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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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牂牁江风景名胜区，草木植被

郁郁葱葱，远山、江水、民居、道路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福建龙岩冠豸山丹霞

景观。

（新华社发）

福建龙岩冠豸山因其主峰形似“獬豸冠”而

得名。 （连城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