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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如何
让贫困地区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口袋里的“金
山银山”？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各地采访了解到，通过生态
扶贫，贫困地区群众依托当地生态条件，走出一条
建设生态文明和脱贫攻坚相互促进的路子，以“绿”
生“金”来，脱贫奔小康。

一“退”一“补”，守好绿水青山无价宝

4 月的青海湖，从严冬的沉寂中苏醒。42 岁的
藏族牧民扎公疾跑几步，一把按住了被风吹跑的垃
圾袋。

扎公家住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吉
乡冶合茂村，2015年他被村里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从 2019年起，扎公成为当地的一名生态管护员。
这个岗位每年可以给他带来 1.5万元的工资收入。

扎公心里有一本账——以前只靠放牧，一年收
入也就 1 万元左右。近两年，虽说因为退牧还草等
政策，家里放牧的收入看上去比原来减少了一些，
但每年能收到奖补资金，再加上生态管护员的工
资，一年收入能达到 2 万多元。他盘算着，今年夏
天能采点蘑菇，再联系买家定期卖牛奶，“日子会越
来越好”。

“当管护员不只是多了一份收入，更多了一份
责任。”扎公笑着说，“现在湖边垃圾少了，草场变好
了，游客也会越来越多。”

地处三江源头的青海省，生态功能极其重要，
九成以上国土面积被列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
区，在探索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双赢”的路上，逐
步形成了自己的方案。仅仅是扎公所在的泉吉乡，
2020 年全乡禁牧草场就有约 102.53 万亩，草畜平衡
草场约 92.33 万亩，预计发放草原生态保护奖补资
金超过 1100 万元；安排各类生态管护员超过 100
人，预计发放补助资金约 190万元。

不只是青海，贫困地区要想富，生态是一道不
能绕开的考题。

黑龙江为了加快生态保护修复，在重点生态功
能区、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及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县等 44 个县（市、区）开展了生态护林员
选聘工作，2019 年选聘生态护林员 1.7 万多名，补助
资金 6600 多万元，人均增收近 4000 元。

2016 年以来云南省林草部门在深度贫困县累
计聘用生态护林员 12.06 万名，带动 51.73 万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稳定增收，有力促进了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

数据显示，全国生态扶贫共带动 300 万贫困人
口脱贫和增收，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项目也向贫
困地区倾斜。与此同时，贫困地区林草植被面积持
续增加，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不断减少，森林覆盖
率平均增长 4个多百分点。

生态产业，大山里结出致富“金果果”

“森林碳汇”，这个新名词一度让贵州省盘州市
保基乡冷风村村民李小胜感到遥远而又陌生。

妻子身体有残疾，孩子还在外面读大学，靠着
种地营生，李小胜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

“帮扶干部说，多种树空气好，把树保护好就能
赚钱。”52 岁的李小胜咋都想不到，今年他家的 450
株 树 全 部 实 现 碳 汇 售 出 ，家 里 收 入 增 加 了 1350
元。“多种树这个事肯定是好事！”

李小胜所在的贵州省，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之一，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实施单株碳汇精准扶贫
项目。贵州将拥有林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树木
按照树种、大小和碳汇功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
气）进行筛选、编号、拍照，再上传到贵州省单株碳
汇精准扶贫平台，每棵树每年的碳汇价格为 3 元，
开发一次可连续售卖 6 年。这些碳汇树可出售给
个人或企业，购买碳汇资金全额进入贫困农民的个
人账户。目前项目所覆盖的 2649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若碳汇量全部卖出，户均可年增收 960元。

“这个项目让我们又多了一条增收渠道，我们
一定要保护好这些树。”李小胜说。

近年来，随着生态扶贫产业的发展，山大沟深、
地处偏远等发展劣势，正在成为贫困地区探索绿色
发展、开发生态富民产品的新“热点”。

暮春时节，地处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平利县，茶
山上绿意葱茏，云雾缭绕。当地生态好、气候温和，
产出来的茶叶品质优良、独具特色。

一亩茶十亩粮。“乡亲们说，种茶才能换来真金
白银。”家住平利县三阳镇牛角坝村三组的陈行
友说。

陈行友一家 4 口人，两个孩子在外务工。近两
年脱贫后，老两口在家种点庄稼，管理 1 亩多茶园，
日子却老也“富不起来”。

依托当地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2017 年，村上
产业大户祥华茶业有限公司被遴选为带动经营主
体，带着乡亲们发展生态种茶产业。陈行友老两口
现 在 一 边 能 自 己 种 茶 ，一 边 还 能 给 茶 厂 打 工 挣

工资。
2019 年，陈行友夫妇仅自家茶叶就卖了将近

5000 元，给当地茶厂管理茶园、采茶，一年下来还能
挣到 15000 元左右。

“跟 2015 年脱贫时相比，收入翻了一倍多，日
子越过越好，致富的希望也更大了。”老陈对未来的
日子充满信心。

通过政策引导、典型带路，推动贫困地区因地
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等产业，山上长出了“金叶叶”，
田上结出了“金果果”。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林业产
业总产值已达到 4.26万亿元。

生态旅游，好山好水待客来

“家里养的小笨鸡很受游客们欢迎，就靠卖鸡
和鸡蛋，我家一年都能增收三四千元。”家住吉林省
查干湖附近的贫困户李月娥自信地对记者说。

查干湖冬捕的名片越擦越亮，这几年到这里来
旅游的客人越来越多。李月娥所在的查干湖镇妙
音寺村就搭上了这趟生态旅游的发展快车。

近年来，当地政府对查干湖区域生态进行系统
治理，坚持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互促进。李月娥
和乡亲们过去零散种植玉米，自家随意施肥，对查
干湖也造成一定污染。如今，为了减少面源污染，当
地 230 公顷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同时实施种植
结构调整。从种玉米改为种植中草药材、花卉等。

查干湖镇妙音寺村党支部书记潘立辉说：“过
去大家种玉米，每公顷收入约 5000 元，如今流转土
地，村民每公顷能获得 12000 元，自己不用种地还
可以打工多赚一份钱。”村里还有近 40 户人家开设
了农家乐，年增收 2万到 10万元。

“环境好了才有更多的人来玩，所以我们现在都
自发保护查干湖。”村民赵苍说，过去村里塑料薄膜
满天飞，玉米叶也随地都是。现在大伙儿都爱护环境，
空气好了，村子也干净了，来查干湖旅游的人更多了。

好山好水好风光。我国现有的 5A 和 4A 级旅
游风景名胜区，百分之六十以上分布在中西部地
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景区周边集中分布着不少贫
困村。随着森林旅游、休闲康养等新兴绿色产业日
渐兴旺，绿水青山正在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
银山。

这些年，每次造访苏州，我常常会
不由自主地羡慕那些临河栖居的平常
人家。一天夜里，春雨淅沥，在品尝了
苏州特色奥灶面后，我去了沾满了吴
风古韵的平江路，恰巧遇到一个临河
的家庭旅馆，一时兴起，便住了进去。

我的房间紧邻平江河，透过花格
木 窗 ，河 面 与 河 对 岸 的 景 致 一 览 无
余。河水在窗下平静地流淌，左侧不远
处的河面上，一座石桥憨实地横卧两岸，
线条式的霓虹灯将桥体勾勒得立体而
分明。河对岸一条青石板路上，穿梭不
息的游人撑着伞，款步细雨中。临河的
路边高悬着一排红灯笼，在灯光的照
映下，河面顿时笑红了脸，泛起片片红
晕。路的另一边，是茶肆、咖啡馆和售
卖丝绸旗袍的小店，灯火通明，生意兴
隆。夜色与雾气中，远处的瓦房高低
错落、隐约难辨，给人留下无限遐想。

不知从何时起，屋外传来轻柔的
评弹声。循声推门，屋檐下，一位苍发
老人正闲坐在石质茶几旁，独自细品着
飘香的碧螺春新茶，而那评弹声就是从
他手机里播放出来的。他热情地相邀
同饮，我欣然落座。与他边饮边叙，得知
他是这个民居的主人，姓陆，退休前是小
学语文老师，已在此安居数十年了。

陆老伯很健谈，无意间聊起苏州
的水、苏州的河。他不紧不慢地说：

“苏州自古重视水环境治理，曾任苏州
刺史的白居易主持修建了七里山塘，
还有苏州知府范仲淹提出修围、浚河、
置闸三者并举，解决了苏州水患，成为
苏州人世代盛赞的治水佳话……到了
清朝乾隆年间，为保护水环境，苏州还
曾专门颁布禁令‘勒石永禁虎丘开设
染坊’，那块石碑而今还竖立在虎丘景
区南门呢，这是我国最早的水环境保
护法令，比英国的环保法令早将近一
百年呢……如果有时间，我可以陪你
去瞧瞧。”

聊到上世纪 80年代苏州的水环境
时，陆老伯突然皱起了眉头：“那个时候，
城里到处都是工厂，污水直排到河里，河
水恶化很严重。我记得，当时市里曾组
织过一次环保主题学生作文比赛，我教
的一位学生获得了特等奖，获奖作文的
题目是《我家门前的七彩河》，为什么河
是七彩的呢？因为上游有多家纺织印
染企业，排放的废水昨天是红色的，今天
是绿色的，明天又是紫色的……”

雨下得紧了些，雨落声也更响了
些，但丝毫没有影响陆老伯高涨的畅
谈情绪。再提到当前水环境时，陆老
伯呷了一口茶，立刻来了精神：“今非
昔比啊，现在河水很不错啦，水下的小
鱼和水草，都能看清楚呢。明天一早，
你到岸边瞧瞧就知道了。上周我还在
河里钓到一斤多的花白鲢呢！”陆老伯
一脸自豪，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在
水 环 境 治 理 上 ，苏 州 用 了 不 少 真 功
夫。就拿近几年说吧，政府加快提升

古城区河道水环境，实施了一个古城
区河道水质提升行动三年计划，又是
截污治污又是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
等，还建了几个溢流堰，那个护城河娄
门堰就在东面不远呢，走过去也就十
来分钟。”陆老伯用手指了指。

我俩聊得投机，不知不觉，夜已渐
深，可陆老伯依然聊兴不减。后来，他
又从屋里翻出一张旧报纸递给我，是
2020 年 4 月 16 日的《苏州日报》。他
带上老花镜，读起来：“按照‘一河一
策’行动计划，有序落实 2020 年度‘一
事一办’工作清单任务……”他摘下老
花镜，看看我，认真地说：“你瞧瞧，新
闻上说了呀，河道里将由‘水好’向‘水
清、水美’再提升……”陆老伯说完，爽
朗地笑起来。

在老伴反复催促下，聊得意犹未
尽的陆老伯感慨着，丢下一句“河水越
好啊，咱老百姓住得越舒心哟”，便进
屋休息了。而我，对陆老伯谈论的内
容兴致未消，尚无倦意，于是慵懒地依
着窗，静静地看着灯光投在河面的闪
闪碎波，遐想着如若投胎在这样的临
河人家，人生该是何等幸运与幸福。
好在今晚，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临
河而居了。

那一夜，我睡得很晚，因为这短暂
的经历让我倍加珍惜。那一夜，我也
睡得很甜，因为河水让我的心境愈发
安静，也品觉到了因水而绵绵不息的
吴文化，是那样的质朴、淳古、雅韵、清
致与悠远。那一夜，虽然已过去了多
日，可我仍旧怀念。

我常想，如果有机缘再去苏州，定
然还要住在那个家庭旅馆里，再次感
受临河而眠的无限美好，再次细听陆
老伯讲述苏州水环境的新变化……

◆新华社记者高敬

2015 年 4 月，十堰市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10
个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项目计划总投资
约 50 亿元，平均 1 公里需要近 1 亿元资金。这
笔庞大的资金从何而来？成为横亘在十堰管
廊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

为此，十堰市政府和中建三局以 PPP 模式
展开合作，组建中建十堰管廊公司，注册资本
金 9 亿元，其中十堰市出资 3 亿元，中建三局
出资 6亿元，使十堰管廊建设有了启动资金。

3 年试点，中央财政每年补贴 3 亿元，3 年
累计 9 亿元，这笔国家补贴的足额及时到位，
也极大地缓解了十堰管廊建设资金压力。

在此基础上，十堰还积极拓展融资渠道，
通过多家银行授信等方式，很好地解决了管廊
建设融资难题。

为回报投资建设方，十堰市授予中建十堰
管廊公司 30 年特许经营权，形成“投资、建设、

运营、收益”闭环体系。
为解决后期运营难题，十堰市经多方调

研，相继出台《十堰 市 城 市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运
行维护及安全技术指南》《十堰市城市地下
综 合 管 廊 运 营 维 护 实 施 细 则（试 行）》等 文
件，重点明确了入廊要求、有偿使用和各方
管理职责。

“目前，我们主要通过收取入廊费、日常
维护费、可行性缺口补贴来保障项目运营。后
期，我们将持续对运营机制进行探索和完善，
对服务品质进行改进和提升，以专业运营和优
质服务，助力形成地下管线应入尽入和有偿使
用全面落地。”中建十堰管廊公司运营总监刘
小鑫说。

截 至 目 前 ，中 建 十 堰 管 廊 公 司 已 与 电
力 、通 信 、广 电 、供 水 等 管 线 使 用 单 位 签 订
入廊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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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批 10 个
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之一，湖

北十堰市于 2015 年底正式启动综合
管廊建设，2018 年 9 月全面建成运营。项

目累计总投资 50 亿元，建设管廊干线 22 条，
总长度 53.3 公里，服务区域约 72 平方公里，服
务人口约 72万。

百里山地管廊，百年地下基业。项目建设
形成了山地城市集约化建设、生态敏感区绿色
开发等经验，可为全国同类地区管廊建设提
供借鉴、复制与推广。而十堰市则通过建

设综合管廊，积极践行“内修人文，外
修生态”城市建设理念，达到了

“ 里 子 、面 子 ”的 协 调
发展。

“这段管廊我们采用的是先进的盾构技术。”在中建十
堰管廊公司管廊建设展示大厅，公司项目负责人指着地图
上熊家湾转盘至夏家店路段介绍说，“我们通过盾构机在地
下‘打洞’，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地面与环境的‘干扰’。”

记者了解到，在开展这段管廊建设前，曾有人建议全部
采取爆破方式，以提高管廊工程建设速度。但考虑到路段
周边居民较多，又临近神定河，实施爆破作业对周边居民与
环境会造成较大影响。最终，他们创新技术工艺，果断采取
对环境“干扰”较小的管廊盾构技术。

如何在提高工程建设进度的同时避免“大动手术”？公
司积极探索研究和大胆 现 场 实 践 ，将 拼 装 技 术 应 用 于 管
廊隧道建设中，不仅大获成功，而且填补了国内管廊建
设领域的技术空白。这种“搭积木”方式也推动全市近
10 公里路段管廊隧道建设的高效完成，缩短建设周期约
60%，减少建筑垃圾约 70%~80%，还在十堰催生出华中地区
最大的管廊预制厂。

“十堰是一个山地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不少地段
要穿山遁地、过街跨河，有的还要跨越铁路，项目施工难度
很大。”项目负责人强调。面对诸多困难，建设者们迎难而
上，积极采取现浇、预制、钢模台车、盾构、管廊桥、管廊隧道
等多种施工方案，累计创新投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 30
余项，其中有 16项创新性技术取得国家专利。

这些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投运，更加精准地实现
了施工误差控制，保障了施工质量，同时又成功实现了降耗
提效和节能减排，为山地硬岩环境施工积累了丰富经验。

◎创新技术工艺，降低对环境“干扰”
10多项专利助力综合管廊建设

十堰综合管廊建设内修人文外修生态

““里子里子””做实了做实了““面子面子””才好看才好看
◆通讯员叶相成 刘小鑫 杨仁义

“看！这里是综合舱。红色管道是污水管
网，黑色管道是给水管网。”在火箭路管廊控制
中心监控平台，工作人员指着大屏幕介绍说，
如果管廊内出现异常，平台会立即报警提醒。

随后，记者跟随有关人员来到火箭路地下
管廊示范段。在示范段电力舱，公司现场负责
人指着左右侧两排桥架介绍说：“右边我们安
装的是 10 千伏高压电缆，左边将用来安装超
高压电缆。”

在电力舱，但见其舱顶监控摄像头、传感
器、灭火器等各种大小设施遍布。现场负责人
说，电力舱对安全性要求非常高，我们安装有
温湿度传感器、气体浓度传感器、液位传感器、
感温光纤、感烟探测器等各类环境监测设备，

只要廊内有任何数据异常，都会反馈至智慧平
台，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采取措施确认情况并排
除异常险情，保障管廊与管线运行安全。

记者了解到，十堰已建成干线管廊 22 条，
规划入廊管线有给水、雨水、污水、中水、电力、
通信、广播电视、燃气、热力、直饮水和真空垃
圾等 11 类，根据不同属性，这些管线安装于管
廊的综合舱、电力舱、蒸汽舱、燃气舱中。

为实现管廊、管线的智慧化管理，十堰累
计投资 1000 多万元，建成管廊智慧运维管理
平台 4 个，每个平台监管一个行政区，各平台
均安装有视频监控系统、环境监测系统、通风
系统、排水系统、消防系统、照明系统、标示标
牌七大系统，其中安装摄像头 3000 余个。

◎雨污管道入廊，平台系统分工
3000 余摄像头助力智慧监管

◎拓展融资渠道，创新特许经营
PPP 模式合作，多方筹措资金保障运营

本报讯 历口镇石迹村是安徽省黄山
市祁门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然而，在村
里 10 平方公里区域内，竟然出现了 500 多
只罕见种群密度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白鹇。

每天清晨或黄昏时分，白鹇就从山上
下来，三五成群在竹林、茶园、菜园、民宅
边，时而求偶追逐嬉戏，时而悠闲漫步觅
食，安逸自在共沐春光。

据黄山市派驻祁门石迹村驻村扶贫
队长吴叶生介绍，石迹村村内山峦叠嶂、
风光旖旎，野生动物种群十分丰富。历口
镇更是驰誉海内外的“祁门红茶”的核心
产区。近几年，县委县政府以全方位植树
造林为依托，将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生态
修复相结合，使全镇森林覆盖率达 90%以
上，优良的生态环境为白鹇高密度天然栖
息和繁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

为深入宣传保护白鹇的重要性，吴叶
生特地买了相机，一有空就去观察、拍摄
白鹇。他还亲手在村委会的白墙上画了
白鹇，制作了白鹇的宣传展板。

石迹村书记兼村长吴培旺也深知唤
起全体村民保护白鹇意识的重要性。在
村里的大会小会上，他不厌其烦地进行普
法宣传教育。

村民吴树文主动无偿承担起了给白
鹇喂食的差事。时间长了，他竟然和有灵

性的白鹇成了好朋友。每次投食，白鹇就
在他身边鸣叫嬉戏。令吴树文惊喜的是，
今年见到的白鹇种群越来越多——从牛
头岭进山到坞里自然村，沿途就有十多
群，每群少时三五只，多时十五六只。

白鹇家族的壮大也和村民们对野生
动物的友好态度密切相关。据了解，白鹇
到山民菜园吃菜，大伙从不驱赶。因为村
里早立下严苛的村规民约，没有人会去惊
扰它。村民吴德盛有次上山采茶时发现
一窝白鹇蛋，一只母白鹇正在孵蛋，吴德
盛立即掉头轻声离开，随即向村第一书记
报告，村里马上采取保护措施，在距离鸟
窝 500 多米的地方设置路障，提醒过往山
民不要惊扰大山精灵。

白鹇多了，吴叶生也萌生出很多想
法。除了常规的扶贫工作外，他们几经努
力，帮助村里获得了黄山市摄影家协会

“中国白鹇摄影创作基地”、国际摄影家协
会“中国白鹇摄影创作基地”等称号，现正
全力筹划申报创建“中国白鹇之乡”。

当下，吴叶生计划组织开办民宿和农
家 乐 ，发 展 深 山 旅 游 ，带 动 山 村 全 面 发
展。此外，计划在一些方便喂食、利于拍
摄的地方，修建几个观鸟亭，着手进行生
物多样性的研究，进而提供研学服务，呼
吁更多人参与保护行动中来。

方昇 汪志超

祁门山村美 引来白鹇居

决战决胜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美丽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