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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成经济优势，最穷村落捧上“旅游饭碗”

四川省稻城县亚丁村，隐匿在雪山与森林之间，让人
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村子里共有 35 户人家，每一户藏
房的摆放都十分随意，但细看又似乎都经过精心设计，与
自然那样的协调。

走进素有“最后的香格里拉”之称的亚丁村，在简单
的交谈中，陈柳西了解到，早些年，村里的农牧民以放牧、
挖药、砍材为生，不仅对自然保护区破坏较为严重，人均
年 纯 收 入 也 不 足 7370 元 。 可 以 说 ，是 稻 城 县 最 穷 的
村落。

2011 年开始，村里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稻城县充分利用亚丁良好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作
为旅游资源，通过吸纳村民参与景区管理、门票收入分红
和鼓励发展民宿等方式增加农牧民收入。

格绒尼玛是亚丁村的建卡贫困户，2014 年他家那幢
闲置破旧的房子摇身一变，成了风情浓郁的藏家小楼。
由村里帮助协调，房子出租给景区旅游公司，一年就有近
20 万元的收入。其他 34 户村民的闲置房，也同样随着当
地旅游产业的发展而焕然一新。

除了房屋的出租所得，按照《稻城亚丁旅游门票分红
制度》要求，格绒尼玛每年还会有门票收入。这份补贴分
红，涉及到亚丁保护区内 4 个乡镇的农牧民。目前，已累
计发放各项补贴资金 5325 万元，受益农牧民 9000 余人。

手捧“旅游饭碗”，亚丁村实现了脱贫，成为稻城县最
富有的村子。据了解，2019 年，这个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4.5万余元，是 2010 年的 6倍多。

亚 丁 村 的 华 丽 转 身 ，是 稻 城 人 为 自 己 找 到 的 新
路 —— 旅 游 扶 贫 。

“我们深入剖析了稻城的生态资源，将其转变为经济
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推动绿色发展。”稻城生态环境
局局长次真说，发展全域旅游经济，是稻城县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最重要实践路径。亚丁村的
案例就是最好的说明。

目前，稻城已获得“天府旅游名县”“国家卫生城市”
“省级文明城市”等荣誉，并正积极创建亚丁 5A 级景区、
全省旅游扶贫示范区和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县。

旅游业态跨越发展，贫困县摘帽

“每年 5 月到 11 月，是稻城最好的时节。”陈柳西说，
这里有“阳光、温泉、冰雪、神山、星空”等八大旅游产品供
你选择，在这里，你还可以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叶、冬
玩雪。

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让游客流连忘返。独具特色
的旅游体验与稻城实行差异化发展模式分不开。在探索
中，稻田县实现了扶贫、生态保护和镇村旅游的有机结
合，为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旅游+”的模式开辟出多样的方式。“旅游+体育”、
“旅游+科技”、“旅游+文化”模式开始落地生根。这里成
为国际山地旅游目的地、世界天文旅游目的地，举办了四
川甘孜山地旅游节，Skyrunning 天空跑龙腾亚丁国际性
赛事，国际美誉度进一步提升。新建成的高海拔宇宙线
观测站，为全力打造天文主题公园助力，亚丁演艺中心则
成为大型文化歌舞剧、民俗表演的“盛大舞台”。

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旅游市场和城
镇、农村商贸网点获得了发展机会，传统商
贸模式也不断提升，青稞、川贝母、牦牛、藏
香猪等特产，销量正稳步提升。

旅游业的发展给农牧民带来了增收
的 机 会 ，除 了 旅 游 扶 贫 这 一 项 选 择 ，在
实 现 深 度 贫 困 脱 贫 上 ，稻 城 县 还 全 面 落
实 退 耕 还 林 、退 牧 还 草 等 奖 补 政 策 ，设
置 护 林 员 、河 道 管 护 员 等 生 态 公 益 岗 位
798 个 ，兑 现 生 态 补 偿 资 金 352 万 元 ，使
稻城这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县提前实现贫
困县摘帽的目标。

目前，全县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服务
人员近 9000 人，从数据上看，旅游业对稻
城 GDP 的贡献已超过 50%，旅游收入对全
县农牧民的增收贡献已超过 60%。

“现在，通过新模式的探索，稻城促进
了旅游业态的跨越发展。为提升游客的满
意度，提高游客出行品质，稻城还在弥补短
板上下功夫。”次真介绍，近年来，亚丁景区

把旅游“厕所革命”作为景区发展战略，解决了高原寒冷
景区入厕难的问题。

聚焦于提升旅游服务，丰富旅游产品，这让稻城留住
了更多游客。

擦亮招牌，“两山”实践全面推进

生态旅游的发展，让稻城人经历了从“求生存”到“求
生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的心路历程，他们对生态
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次真介绍，“稻城县作为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自然
资源的富集区，又是生态脆弱区。”

独特的生态地位让这里的发展既有机遇也充满了
挑战。

坚决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严格
落实河湖长制，实施“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湿地）”行
动，加强生态功能区监管，做好生物多样性和湿地保护，
一项项工作，正是稻城对生态环境的细心“呵护”。

通过努力，这里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先后荣获“四
川省绿化模范县”“四川森林草原湿地生态屏障重点县”
和“全国防沙治先进集体”等荣誉。

如今的稻城，已经在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的
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未来，稻城县将以建设“美丽生态、创新开放、繁荣小
康”的新稻城为核心，擦亮“天府旅游名县”的金字招牌，
积极融入全州“三环一带两地”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依
托稻城县生态优势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良好的工作基
础，切实巩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成果。

美好的未来在次真的眼中显得非常具体。“预计到
2021 年，稻城生态旅游收入增长率超过 25%，居民生活水
平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4 万元，农牧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35万元。”

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

稻城亚丁：美丽真的能当饭吃
◆本报记者王小玲

“稻城汇聚了雪域高原最美的一切。”利用周末，成都的登山爱好者陈柳西再次
启程。她觉得，感受亚丁风光的最好方式，就是如当地虔诚的藏民一样，徒步转山，
亲身感受壮丽神圣的雪山、辽阔的草甸、五彩斑斓的森林和碧蓝通透的海子山。

2019 年，有近 350万人次的游客像陈柳西一样，来到这里沉静心灵，感受自然。

“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画晚晴新。”山水
穿越千年，如今的富阳，追随着富春江的“脚步”，
以期用更大气、精致的颜值，邀客“入富春”。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以“两山”理论
为指导，坚持以“三美”建设为抓手，按照“六个
有 ”的 目 标 ，打 造 现 代 版 富 春 山 居 图 最 美 示 范
区。百花大会、江鲜大会、味道山乡成为特色品
牌，龙鳞坝、牛八碗成为“网红经济”引爆点。

全域景区化战略，使城乡建设全
面升级

半山的桃花、九仰坪的紫杜鹃花、浮云岭的
野樱花，美不胜收的景象让富阳生机盎然。富阳
近日以“健康游”为主题，按下了乡村旅游的“重
启键”。为将特色村落串联成美丽风景线，12 条
精品线路贯穿起全域 24个乡镇（街道）。

从拔山的“春风客散茶香在”到上山村的“映
日荷花别样红”，从渔山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
杨家村的“一树金黄一树诗”，游客见证了百余个
村庄的华丽转身，也让“拆违建、清溪流、扫干净、
堆整齐、种满园、点漂亮、增收入、人和谐”的“三
字经”，从富阳走向了全国。

全域景区打造优质品牌，“美名”聚拢人气，

荣誉也纷至沓来，放大了品牌效应。
去年以来，胥口镇佛鲁村等 5 个村上榜“国

家森林乡村”，里山安顶云雾茶园、新登镇友谊畈
田园入选浙江省 100 个“最美田园”，富阳区“一
城山水秀，十里瓜果香”休闲游等入选浙江省 110
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洞桥镇被命名
为“省级森林康养小镇”等，叫响了旅游品牌。

实施全域景区化战略，实现了美丽城乡建设
从点状“盆景”到面状“风景”的全面提升。据了
解，今年，富阳将完成新登镇省级县域副中心型
美丽城镇、场口镇省级工业特色型美丽城镇的建
设。同时，还将打造新时代美丽乡村 60 个以上，
完成 19 个乡镇（街道）“污水零直排”建设、特色
型河流以及富春江新桐段省级精品型河道创建，
巩固深化河长制成果。

丰富内涵外延，美丽经济全面
开花

富阳有一条拦水坝，凭借独特的造型，成为
网红打卡地，这就是湖源乡的龙鳞坝。如今，龙
鳞坝景区配套设施提升工程正在抓紧施工。不
仅以廊桥、龙鳞坝为核心打造夜游项目，还在龙
鳞坝廊桥的上游新增一座亲水平台，在周边打造

樟村老街旅游区，滨水临路建筑打造精品民宿。
洞桥镇近日也迎来 20 多名省内知名营地、

民宿专家和投资运营商，考察杭州国际青少年
（洞桥）营地、“山也度·塘湾里”未来自然社区等
项目，就发展营地产业及乡村旅游项目进行交流
探讨，助力洞桥打造“中国营地之乡”“中国研学
小镇”。

景区的升级改造，也给美丽经济发展带来更
多可能。

“美丽经济不仅要保持现有发展势头，更要
拓展外延、丰富内涵，擦亮富阳金名片。”富阳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富阳在推进大安顶、大龙
门和壶源溪、葛溪流域联动发展的同时，开展洞
桥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加快西岩温泉、富春
小叠空等项目建设，打造一批精品“百花百村，百
村百味”景区村庄、“富春山居农产品”、“富春山
房”民宿子品牌，美丽经济发展实现从点上“出
彩”到面上“开花”的活力释放。

接下来，富阳还将指导督促“一镇一业”培
育发展工作，推广运用“营地+”“互联网+”“文
旅+”等经营模式，打通美丽资源、美丽成果向美
丽经济转化通道，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
力春建乡“茶艺小镇”建设和永昌镇竹产业块状
经济的发展。

富阳实施区域联动富阳实施区域联动 打造新版富春山居图打造新版富春山居图

以精致颜值邀客以精致颜值邀客““入富春入富春””
◆骆炳浩 杨茹松 徐丽亚周兆木

本报讯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
治州达日县《退化草原生态修复
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仪
式，近日在窝赛乡直却沟口草场
举行，标志着青海首个退化草地
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建设拉开帷
幕。

果洛州现有各类可利用草场
面积 625 万公顷，中度退化草原
面积达 177 万公顷，重度退化草
原面积达 200 多万公顷。在退化
草原中，黑土滩面积达到了 120
多万公顷。为生态计、为牧民生
活计，治理已刻不容缓。

据果洛州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靳永忠介绍，今年达日县退化草

原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
划的启动，是对果洛草原生态保
护措施的再加强。在三年时间
里，果洛州要让草原生态功能在
得到有效恢复的基础上，有所提
升。到 2021 年底，完成 8.4 万公
顷的黑土滩治理，完成 9.2 万公顷
中度退化草原的补种和改良。同
时，防控草原鼠害 227 万公顷，建
成人工饲草基地 1.32 万公顷，新
建优良种子繁育基地，使生态型
优良草种实现年产 2.8万公斤。

另外，果洛州还将建立健全
包括草长制度、草畜平衡制度、管
护员管护等制度，提升草原保护
和建设的整体水平。 夏连琪

青海启动首个退化草地综合治理试点工程

3年治理黑土滩8.4万公顷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西安市
水务局获悉，西安植物园引水工
程正式建成通水。通过引水管
道，将来自大峪水库的秦岭清水
引入西安植物园，改变了过去灌
溉依赖地下水的状况，每年可减
少地下水开采量 20万立方米。

西 安 植 物 园 是 集 植 物 资 源
收集与保育、珍稀濒危植物资源
迁地保护与科学研究、植物科学
普及教育、城市生态景观展示与
减灾避险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
园 区 ，年 需 用 水 量 46.7 万 立 方
米。

记者在西安植物园内看到，
滴灌、喷灌、微喷灌等节水器具随
处可见。据西安植物园党委代书

记杜勇军介绍，这些节水器具不
仅可以有效节约水资源，而且不
会伤害植物幼苗，还可避免大水
漫灌带来的土壤板结等问题。

为落实西安市“优先利用地
表水，涵养地下水”的用水决策，
防止地下水无序开采引发自然地
质灾害，满足植物园目前用水需
求，西安市水务局组织实施了西
安植物园引水工程。

据了解，这一工程全长 4.1 千
米。以优先利用地表水源为主
导 ，采 用 大 峪 向 护 城 河 引 水 水
源 ，水 质 可 达 地 表 Ⅲ 类 水 质 标
准，引水方式为重力流引水，完
全可满足园区植物用水标准。

王双瑾

西安植物园引水工程建成通水

每年少采地下水20万方

本报讯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
近日印发加强草原生态保护的意
见。意见指出，到 2022 年，张家
口、承德市的中度、重度退化草原
治理率将达到 50%以上。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80%以上。

意见明确，要建立生态管护
示范区，推进草原生态修复，强化
草原合理利用，壮大经营主体。
以塞罕坝机械林场、红松洼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御道口牧场、闪电
河国家级湿地公园等重点林区、
草原区、湿地、饮用水水源地及生
态环境脆弱区为中心，辐射周边
区域，建立生态管护示范区。

下一阶段，还将积极探索建

立“草长制”，壮大草原管护员队
伍，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加大
监管力度，着力解决草原超载过
牧问题。积极推进划区轮牧和返
青期休牧，合理均衡利用草原资
源。加强草原地区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科学利用草原丰富的旅游
资源，推进草原旅游等生态产业
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同时，探索建立草原经营权
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大力支持采
用绿色防控、生态养殖、资源循环
利用等新技术，增强绿色畜牧产
品的供给能力。为构建“草原增
绿、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共赢
局面而努力。 张铭贤王铁军

河北探索建立“草长制”

修复草原生态 强化合理利用

黑龙江省近日发布公告，全省松花江流域开启为期 77天的禁
渔期。在全省多部门共同努力下，全流域环境质量如今得到恢复，
部分珍贵鱼类重回松花江，再现水清鱼肥的景象。 李明哲摄

游客来稻城观光旅游。王小玲供图

藏族小屋。王小玲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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