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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见习记者董若义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有一座隐蔽在青山绿水中的小
村庄——老树峪村。小道蜿蜒
间，石头砌成的老屋在青山绿
树的怀抱中颇具特色。但在当
地年轻人心中，这些石头屋却
像围城一样，禁锢着脱贫致富
的梦想。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
离 开 ，留 下 老 人 在 此 辛 勤 耕
作。收获的农作物，几乎是全
村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一状况，随着村第一书
记的到来而改变。

4 年 前 ，济 南 市 生 态 环 境
局历城分局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赵洪亮赴老树峪村履职第一书
记。那时，老树峪村还没摘下
贫困的帽子。全村总人口 118
户 354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达到 59户 201人。

从一名环境执法者到第一
书记，赵洪亮努力适应着角色
的转变。他拿起锄头，和村民
一起，种起地来。“不种地不知
道，真是特别辛苦。”赵洪亮说，
在炎热的夏天，谷子长到膝盖
高的时候，为了保持水分，村民
的习惯是要多犁两遍地，据说
犁一遍和两遍，谷子的口感不
一样。但辛苦的耕种只能得到
微薄的收入。

为了改变现状，赵洪亮请
来土壤专家，研究既适合老树
峪村土壤、又有经济效益的作
物。今年 80 岁的山东省地质
科学院土壤专家张洪安开出了

“药方”：老树峪村十分适合种
植有机富硒小米。

“老树峪村距离水源地较
远，水资源十分缺乏，基本不具
备水浇条件。”张洪安说，“这里
没有工业企业污染，完全可以
发展绿色农业。”

从此，老树峪村开始种植

富硒小米。这期间，虽然第一
书记的工作基本脱离了环境执
法的“老本行”，但是赵洪亮的
专业还是派上了大用场。有人
想在附近开个加工厂，也有人
想找他“走后门”开个食品公
司，但都因对环境有影响，被他
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守护好青
山绿水，是我们的责任。”

与此同时，济南市生态环
境局历城分局的土壤污染调查
正在进行，环境监管网格员们
深入田间地头，让村民放弃使
用农药化肥，放弃使用不可降
解的塑料薄膜，让守护每一寸
净土的理念深入人心。

2019 年，老树峪村富硒小
米首试成功。在天气干旱的情
况下，依然收获两万斤，每斤较
此前种植的普通小米多盈利 5
元多。

今年 6 月，从老树峪村又
传来好消息：“老树峪”商标注
册证拿下来了。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在 济 南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历
城分局的帮扶下，老树峪村在
守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经
济 效 益 的 提 升 。 2018 年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为 13 万 元 ，2019
年 达 18 万 元 ，2020 年 预 计 增
收 4 万元。全村“五通十有”已
基本实现。

如今，老树峪村头的谷子
苗正迎风沐雨，舒展着绿油油
的身姿。待到今秋 10 月，金黄
的 谷 子 将 面 朝 土 地 ，等 待 收
获。今年，它们将带着“老树峪
富硒小米”的生态标签，走进千
家万户。

本报讯“以前我们收割的
这些秸秆，大多数都是准备等
下雨的时候一把火烧了。现在
养 牛 场 回 收 秸 秆 让 我 们 有 收
入，政府还给我们补贴，所以，
不舍得烧，运到这里卖比较划
算。”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刘
圩 镇 农 民 黄 叔 正 和 村 民 们 一
起，把收割的秸秆陆续运到镇
上一家回收秸秆的畜牧养殖公
司。

南宁市生态环境局日前在
这家企业举办秸秆综合回收利
用现场会。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有关负责人、南宁市农业农村
局和生态环境局以及各县、区
的分管负责人参加。代表们实
地观摩和了解了青秀区刘圩镇
秸秆综合利用的经验做法。

这家畜牧养殖企业去年回
收农作物秸秆 10.9 万吨进行综
合利用，为企业降低了 700 多
万元的养殖成本，通过秸秆还

为当地增收 2100 多万元。
据介绍，南宁市秸秆综合

利用主要是肥料化利用、基料
化 利 用 和 饲 料 化 利 用 3 种 模
式 。 2019 年 南 宁 市 作 物 秸 秆
资源总量约 587.8 万吨，综合利
用率达 92%，其中作为肥料加
工的占秸秆资源总量 53.43%，
作为饲料化处理的占 24.47%。

根 据 自 治 区 有 关 文 件 精
神，收购秸秆按照收购当地农
作物秸秆量进行补贴，补贴标
准 为 150 元/吨 。 秸 秆 就 地 还
田 ，按 每 亩 60 元 补 贴 。 这 些

“利好”的政策出台，极大提高
了 农 民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的 积 极
性，减轻了秸秆焚烧带来的大
气污染，真正实现了农民增收、
企业受益、环境改善的“三赢”。

目前，南宁市的青秀区、横
县、宾阳县、上林县、隆安县已
列入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化综
合利用试点。 韦善康

农民增收企业受益 环境改善

南宁秸秆利用实现“三赢”

济南老树峪村：

走生态路圆脱贫梦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桃花岛上因住着一位性格
古怪而武功绝世的黄药师，给人带来无尽的神秘感。
现实生活中，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南部就有一
座桃花岛。除了桃花岛，普陀区还分布着大大小小
522 座海岛，6728 平方公里的土地，有 93%的区域都属

于直辖海域，这也让普陀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屿海洋大县。
岛屿海洋是普陀的“绿水青山”，在多年的发展建

设下，也变成了普陀人的“金山银山”。随着普陀建成
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绿色发展之路将在这里越走
越宽广。

蚂蚁岛上渔民搓草绳。 肖琪供图

生态修复和环境整治，让这
片海更洁净

海岸线可以说是普陀的生命线。以
往，海岸线上只种着些海草，浪大的时候，
一下子就冲掉了，滩涂又变得光秃秃。荒
芜、裸露的滩涂上如果能种树就好了，这样
830 多公里的岸线就能变成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

普陀人是这么憧憬的，也是这么实践
的。浙江海洋大学科研团队被盛情邀请而
来，开发了红树秋茄抗逆性生长调节剂，还
顺利开展了“三合一”滩涂改造、流变式驯
化、高低温北移驯化等实验。

如今，在普陀鲁家峙西南侧及沈家门
客运站的滩涂湿地上，8 万余株红树秋茄
长势喜人，一株株小树苗整齐排列，筑起一
条绿色堤坝，而小螃蟹则机敏地在滩涂上
爬来爬去。

北纬 29 度，突破了红树林在我国人工
种植的最北界限。不仅如此，他们还给相
似地理条件的浙江玉环市种植红树林带来
了信心。下一步普陀计划在桃花岛成立红
树林育苗种植基地，给各地提供苗种。

海水是滨海生态的一面镜子。
“沈家门渔港的清水期来喽。”夏天来

临，与港湾朝夕相对的船老大们眼望着碧
蓝的海水，眉眼舒展。他们说，以往清水期
要等到 7 月份，且一年中只维持 1 个月，现
在能延长到 3个月。

海水是如何变清的？这与一场蓝色海
湾整治行动分不开。在海底，1500 总吨的

“自挖-自航-自运-自抛”一体化抓斗挖泥
船，成为常年值守港湾的“清淤卫士”。在
海面，普陀的大小船只纷纷配备油污水分
离器，从源头上保证船舶污水不入海。舟
山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提供了一组数据：
2019 年舟山市近岸各海区水质评价结果
显示，普陀海区Ⅰ类、Ⅱ类海水占比提升显
著，2019 年比 2018 年提升了 12.7%，占到普
陀海区面积的 61.8%。

“如果运气好，你还能看到海豚跃出海
面。”客船上的乘客谈起对海水水质变化的

感受，激动地分享了那次看到海豚的经历，
“我想，海豚比人类更能感知这些变化。”

如今，在普陀，超过 15 万平方米的生
态湿地得到恢复，18 座废旧码头被拆除，
9.2 万平方米港口废旧构筑物被彻底清理，
8.7 公里的滨海生态廊道串联起 3 个海岛
生态公园和 5.7万平方米的景观绿化带。

这里不仅海面洁净，更绿意盎然。

发展绿色产业，让“靠海吃
海”更可持续

清晨的马峙岛掩在薄雾之中。在万邦
永跃船舶修造公司厂区，来自挪威、希腊、
日本、新加坡等地的 20 万-30 万吨级国际
巨轮，正停泊在公司码头和船坞，进行专业
维修和养护。

在这里，不见漫天的扬砂、漆雾和粉
尘，也听不到传统船厂特有的嘈杂。修船
现场，一艘 30 万吨的巨轮，被 20 余组绿色
修船新型装备包围。在这其中，绿色修船
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船壳除锈、废料
真空回收，分别由万邦永跃自主研发的超
高压水除锈和真空回收装备所包揽。

紧靠海洋发展出来的船舶修理行业，
要让这笔财富变得更加绿色又可持续。装
备升级改造后，绿色环保的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相比别处的传统修船厂，许多客户即
便绕个远路，也要把船开到我们这里来修。”
万邦永跃公司总经理陈勇感到很骄傲。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随海洋而来的，
还有丰富的海洋产品。当刚刚捕获的海产
品一筐筐输送到城市的餐桌上时，海洋的
热闹也许还未停歇。

海洋水产加工业是普陀多年来的传统
优势产业，但水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
体量大，多年以来一直未得到较好利用，在
处置和排放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废水和
腥臭味。

对海岛绿色生态造成影响的因素，都
是普陀在意和想要改善的。普陀区经信局

工作人员缪海东介绍：“边角废料中富含大
量的鱼蛋白及其他营养成分，如能通过酶
解等技术合理萃取，便可提炼成高附加值
的海洋生物制品——海洋肽。”在普陀，浙
江荣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丰宇
海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已率先实现海洋肽
产品产业化生产，成功转型为海洋生物生
产加工的“环保明星”企业。这就是化废为
宝的魅力。

产业的绿色化，让海洋资源变成了最
大的优势。

海岛生态游，让发展定位更清晰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这熟悉的旋律诞生于一座海岛。夏天，游
客可以到普陀一个陆域面积仅 3 平方公里
的小岛——蚂蚁岛上，抓一把清爽的虾皮，
品一品渔村的青瓦白墙，听一听老一辈艰
苦奋斗的故事。在这座以“红色旅游”为特
色的海岛，歌谣与故事给人带来了愉悦的
精神享受。

游客从普陀本岛出发，半个小时后就
能抵达蚂蚁岛。这里不像都市那样繁华，
却独有一份闲适。先辈们在艰苦岁月中留
下的印记变成了一个个触动人心的故事。

“三八海塘”附近，渔民还在熟练地倒腾着
手中的工具对渔网进行修补，置身其中能
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与历史同在。

如今，渔民的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新事
物，年逾 60 岁的蚂蚁岛村民李荷珠现在每
个月能领到 2000 元左右的失地保险，每到
饭点，她都能到村里的食堂花 4 元吃上一
顿丰盛的饭菜。岛上的环境变得整洁靓
丽，人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如蚂蚁岛这般，普陀区海岛的生态旅
游资源在近几年逐渐显露光彩。有以海钓
为主题的白沙岛、主打海上武侠文化的桃

花岛、深挖非遗文化资源的东极岛，还有深
耕农旅文化和孝文化的展茅。“一岛一品”
的旅游规划，让每一座海岛的定位变得更
加清晰。

作为白沙岛上土生土长的人，胡军杰
在很早之前就给自己来了一次身份的转
换。“我不甘心只做渔民，我想在海岛上做
出一番自己的事业。”2006 年，胡军杰就开
始在白沙岛上开办渔家乐。如今渔家乐升
级换代，变成了“蓝海岸居”民宿。不止步
于民宿，在胡军杰心中，休闲渔业、海钓、皮
划艇等各式项目的开发能让这份事业变得
更具吸引力。

据 统 计 ，2018 年 普 陀 区 接 待 游 客
3802.89 万 人 次 ，旅 游 总 收 入 达 496.92 亿
元，到 2019 年，旅游总收入增长 14.9%。“中
国最美海岛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和首批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美名，有了实实在
在的认可。

对于游客而言，来普陀有了更多的选
择，可以在东极看日出、在展茅游田园、在
夜排档吃海鲜、在蚂蚁岛寻找红色印记。

注入发展动力 点亮生活秀带
五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本报记者王琳琳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5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老工业城市工
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把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作为推动
老工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不仅
给老工业城市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也让工
业遗产迎来发展“高光时刻”。

完善顶层设计，助力文化振
兴带动老工业城市全面振兴

《方案》指出，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
见证，是工业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宝贵的工业
遗产资源，自 19 世纪后半叶洋务运动以
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
期，工业遗产不仅见证了我国近现代工业
化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也蕴藏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价值。

“比如武汉的汉阳铁厂遗址，是我国
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也是洋务运动
的重要标志。”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遗产二所所长李婷告诉记者，“保护这些
工业遗产，就是保护工业文明的见证，保
护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扩展和深化工业
遗产保护工作，相继推出老城区工业改造搬
迁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等
一系列举措。尤其是 2017 年以来开展的
3 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工作，对推动工业
遗产保护和利用、保护一批工业遗产、抢

救濒危工业文化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国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

相对薄弱，保护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足，
特别是一些工业遗产遭到破坏、损毁甚至
消亡，急需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有效保护和
合理利用。

“一些大城市保护利用工作开展得
早，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较好，一些城市则
因缺乏资金支持，很难开展有效保护。”李
婷说。此外，在城市建设和更新过程中，
一些城市存在急功近利，用宝贵工业遗产
进行房地产开发等现象。

对此，《方案》肯定了工业遗产在提升
城市功能、丰富城市内涵、彰显城市特色
中的作用，并明确了“保护优先，以用促
保”“完善体系，形成合力”“明确路径，多
方参与”“全面推进，突出重点”的基本原
则，从顶层设计层面给老工业城市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源，也助力文化振兴带
动老工业城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明确6项具体任务，活化工
业遗产

针对当前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方案》明确了今后的
6 项主要任务，包括开展资源认定管理、
推进重点保护展示、完善工业博物馆体
系、繁荣新业态新模式、拓展文化生活新
空间、塑造城市文明新形象等。

“这 6 项任务立足实际，立足现实，给
当前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中的
问题指出了操作性强、可实践的具体路
径。”李婷说。

比如，当前一些工业遗产很难界定它
是否能成为历史建筑，其自身价值也很难

得到挖掘。在利用和改造的过程中，哪些
值得留下，哪些可以拆除，改造力度如何
把握，改造功能如何合理植入等问题都亟
待解决。

“解决之道便是对工业遗产进行资源
认定管理，全面开展工业遗产的调查、评
估和认定工作，摸清工业遗产底数，明确
工业遗产构成，评估工业遗产价值，为科
学规划、分类保护、有效利用提供有力支
撑。”李婷说。

李婷表示，一些老工业城市或三线建
设城市工业遗产项目多，数量大，研究、保
护、利用难度也很大，全面开花、普遍保护
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可以先全面收集、梳
理相关资料，从宏观和微观、历史和现实
等多个层面开展深入研究，选择有代表性
的遗产项目和内容进行保护利用。

再比如，当前我国国家级历史博物
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博物馆等有很多，但
缺少国家工业博物馆，并且绝大部分工业
大省或因工而兴的城市没有建设相应的
工业博物馆，部分重要的领域也没有代表
性的行业博物馆。

《方案》指出完善工业博物馆体系，支
持设立重要工业遗产博物馆、专业性工业
技术博物馆，鼓励设立省市工业博物馆，
推动形成分行业、分区域工业博物馆体系
等。这将推动我国工业博物馆在形式、定
位、展陈方式等方面日渐成熟和多样化，
活化工业遗产。

繁荣新业态新模式，变“工
业锈带”为“生活秀带”

很多人觉得工业遗产就是一个工厂，
跟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工业遗

产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在上海，百余年前中国近代工业文明

的重要发源地——杨浦新江正在成为摄
影爱好者喜爱的取景地、运动达人的慢跑
地、一家人周末出游的“网红”地、老人们
抚今追昔感慨巨变的怀旧地……

在成都，原来东郊老工业区中的电子
管厂旧址，被改造成了潮流与文化兼具的
音乐产业基地“东郊记忆”，周末去东郊记
忆观看一场音乐演出，成为今天成都青年
最受追捧的娱乐休闲方式之一。

不过，网友“x 烧烧君 x”表示：“工业
遗产在大城市更容易成为网红景点，废旧
跟时尚的反差总是令人忍不住体验。”网
友“暖暖的坚果”也认为，全国很多地方都
有类似的工业旅游景观，但真正走红的并
不多。

那么，如何把工业遗产从“工业锈带”
变为“生活秀带”？对此，北京商旅同舟旅
游规划设计院院长、客座教授柴大勇告诉
记者，“单纯的工业遗迹并不会成为旅游
热点，关键是要将工业遗产与文化、艺术、
娱乐等实现深度、高品质融合，才能让人
们愿意到此一游。”

“依托工业遗产现状，发展新业态，
寻 找 全 新 的 发 展 模 式 最 为 重 要 。”柴 大
勇说，各地区及政府要配合完善工业遗
产 档 案 记 录 ，加 强 修 缮 保 养 ，建 立 检 测
评估体制。

同时，选择具有重要文化意义和历
史意义的遗产，发展以其为载体的体验
式旅游、研学旅游、休闲旅游精品路线，
形成生产、旅游、教育、休闲一体化的工
业文化新模式，真正打造一批集城市记
忆、知识传播、创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
体的“生活秀带”。

6 月 22 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老营盘镇田塅村贫困户欧阳崇海
家的高山梨喜获丰收，扶贫帮扶干部正在帮忙采摘梨子上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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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普陀：岛屿海洋就是“金山银山”

滨海“桃花岛”的生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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