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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县念好“山字经”打好“生态牌”走出“特色路”

放大生态效应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关矿填坑，荒山披绿装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富蕴县可可托
海镇塔拉特村村民阿勒帕尔·毕毛拉和妻子哈力丹·吾
买尔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挤牛奶、打扫庭院、烧茶煮
肉。

阿勒帕尔经营着一家名为“黑走马”的客栈，不大的
庭院里，种着苹果树、黑加仑、西红柿、辣椒等多种果蔬，
还搭建了毡房外形的小舞台，配了灯光和音响。

发展旅游让阿勒帕尔过上了忙碌又富足的生活。
这得益于当地推进的地质环境恢复与生态修复治理工
作。

近年来，富蕴县通过矿山转型发展，先后关闭 77 个
大小矿坑，在保护的基础上建设了国家地质公园、绿色矿
山、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特色主题基地。

随着新疆阿尔泰山两河源自然保护区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工作的全面完成，昔日大大小小的矿点被填埋平
整 ，戈 壁 荒 山 废 弃 采 坑 重 新 披 上 绿 装 ，焕 发 出 勃 勃 生
机。当地还引领周边乡村转型发展，让村民从矿工转
身成为农家乐主人和导游。

“自从干起农家乐，日子越过越富裕，2019 年我家年
收入有 20 万元。”阿勒帕尔高兴地告诉记者。像他这样
通过旅游走上致富路的牧民在塔拉特村就有 20 余人。
2019 年，全村的民宿收入就有 70余万元。

如今，阿勒泰地区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严格履行
“三不开”原则（不开荒、不开矿、不开水电），坚持基础治
理与深度治理相结合，通过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加大重点
区域荒漠化治理和尾矿修复综合利用力度等，先后对卡
拉麦里山周边 1950.6 万亩地实行封禁保护，恢复植被 1.5
万亩，建设生态廊道 8.3 公里，316 个村庄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完成生态移民 308户。

禁渔护鱼，让水更清澈

“自从福海全面实施禁渔、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
舶、严厉查处非法捕捞行为，我感觉这里恢复了往日的宁
静。”土生土长的福海县人俞俊婷告诉记者。

乌伦古湖是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湖内有野生鲤鱼、
白班狗鱼等冷水鱼几十种。近年来，因人为活动频繁，湿
地有退化趋势。

为加大天然水域野生鱼类资源的保护力度，福海县
严格落实阿勒泰地区关于所有天然河流全年禁渔的措
施，对辖区所有天然河流实施全年禁渔，对湖区实行阶段
禁渔，通过规范渔业捕捞，修复被破坏的原始地形地貌，
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如今，这里湖泊广阔、沙滩平缓、生态良好、水鸟众
多，“海上魔鬼城”更成为网红打卡地。美丽的风景，让一
直以打渔为生的福海人借景生钱，从打渔到养鱼，从单一
渔业到自主创业，实现了“旅游+”多产业致富。据统计，
福海县有农牧渔家乐近百家，带动 2000 多人就业。

为构建阿尔泰山中部两河一湖生态安全维护区，阿
勒泰地区加强河湖生态修复，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编制
完成 272 条河流、14 个湖泊的“一河（湖）一策”方案，持续
实施生态调度漓漫灌溉项目。

目前乌伦古湖生态补水量达 10.55 亿立方米，水土流
失治理率 15.2%，自然湿地保护率 53%，漓漫灌溉系统方
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植树造林，戈壁变绿洲

每天早上 8 点，阿勒泰市红墩镇阔克布哈村村民叶
斯木别克·卡孜木都会准时来到阿勒泰市中水回用水库
旁的苗圃地，拿起修剪工具，开始一天的修剪灌溉工作。

“原来这里是一片戈壁滩，风沙特别大。”叶斯木别
克·卡孜木告诉记者。2012 年，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总
容量达 519 万立方米的中水库，市区所有污水不仅实现
零排放，还为水库边的万亩苗圃基地提供了水源。

站在高高的瞭望塔上，中水库全景尽收眼底，杨树笔
直成行、金叶榆枝繁叶茂，近万只水鸟栖息于此。“夏天这
里绿树成荫、空气凉爽，是野兔、狐狸、猞猁等野生动物的
天堂。”叶斯木别克·卡孜木说。

中水库在带来生态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1.4 万亩苗圃地，每年苗木销售达 30 万至 50 万
株，经济收入最高达 1000 万元，直接带动 20 多名贫困村
民就业。”阿勒泰市污水净化管理所所长郭德勇表示。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苗圃地的工作干完了，我还可
以抽空干自己家的活，每月还有 4500 元的收入。”曾经以
放牧为生的叶斯木别克·卡孜木很高兴能成为一名上班
族。

生态环境改善的同时，人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阿
勒泰地区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与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统筹结
合。截至目前，共完成 41.57 平方公里土地的环境综合治
理工作，退耕还林面积累计 53.35 万亩，新增退化草原改
良修复面积 71.81 万亩；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96.5%，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据了解。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于 2018
年纳入国家试点项目，总投资 58.27 亿元，涉及 162 个工
程。

阿勒泰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
目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申建文介绍，阿勒泰地区通过实施
项目，系统布局山上山下、地上地下以及流域上中下游的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目前已经开工 107 项，完工
55 项。我们力争用 3 年时间实现‘山青、水绿、林茂、田
良、湖净、草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

阿勒泰阿勒泰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系统布局山上山下地上地下系统布局山上山下地上地下

绿了荒山戈壁绿了荒山戈壁，，红了平常生活红了平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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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俊超

在河南信阳，有这样一个地方。革
命故事在这里流传，红色文化在这里生
根。如今，它利用古老村落多、红色故
事多、绿色森林多的独特优势，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探索出一条珍视文化遗
产、呵护自然环境，推动“两山”转化的
绿色致富路。

这里就是黄麻起义策源地、刘邓大
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河南
新县。

引进资源打造“创客小
镇”，大湾村成“网红”

在新县的田铺大湾村，为发展乡村
旅游，村里先后投资 2200 多万元对田
铺大湾进行保护性修缮。村庄的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居住环境得到了
综合整治，还新建了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人工湿地和大塘花田，实现了原
始风貌应留尽留。

“我们成立了三色农耕园艺农民专
业合作社，并与上海一家旅游管理公司
合作，搭建起河南省首个‘创客小镇’，
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
最大限度发挥合作社的资源优势”，田
铺乡乡长汪卫东说。不仅如此，村民通
过房屋、土地、资金要素资源入股合作
社，人人都是股东，享受到乡村旅游发
展带来的红利。

现在的田铺大湾村，形成了农家乐
餐 饮 、特 色 民 宿 、观 光 体 验 等 多 种 业
态 。 2019 年 ，共 吸 引 游 客 100 万 余 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 8500 多万元。

许秀清是土生土长的大湾村村民，

“过去，村子的小路都是泥巴，一到下雨
天，外面的人进不来，村里的人也出不
去。现在好了，政府不仅修了路，还把
村子建设得跟画一样好看，”

为了引导旅游经济的发展，田铺大
湾村成立了民宿合作社。汪卫东介绍，

“合作社引导村民将自家旧宅改造成民
宿，按照市场化的民宿装修档次，邀请
第三方评审组进行评级。”如今，大湾村
已经培育特色民宿 20 余家，吸纳 265 户
农户入股合作社，帮助村民实现了在家
门口创业的梦想。

现在的田铺大湾，既有小桥流水人
家的别样风光，也有工坊、茶馆、书屋等
时尚休闲空间；既能让游客动手体验绣
花鞋、鞋垫儿等工艺品制作，也能领略
竹编、皮影戏的文化之美。田铺大湾俨
然成了“网红打卡地”。

保护古村落探索“旅游+”，
西河村摘掉贫困帽

周河乡西河村，是河南省生态环境
厅命名的生态村。然而前几年，这里还
是个远近皆知的省级贫困村。

盼生计，盼出路，西河村盼来了“英
雄梦新县梦”大型公益规划设计活动。
这里因传统民居众多，自然及人文资源丰
富，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优势，被纳入了
设计活动精心打造的红色历史、绿色生
态、古色乡村三条精品旅游线路规划内。

致力于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研究
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罗德胤副教授，对
西河村古民居保护、景观、基础设施等
做了详细规划。

“我与村里人合作，成立了西河农
耕园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想

着一定要把家乡人头上贫困的帽子摘
掉”，村民张思恩说。

很快，西河村以合作社为纽带，让
村民成为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主角”，
积极探索“旅游+”模式，发展有机油茶
7000 亩，优质板栗 200 亩，生态葛根 500
亩；建设长洲河湿地公园、竹海、油茶文
化博物馆等旅游景点，完善星空帐篷酒
店、集装箱酒店、古枫杨咖啡馆等旅游
配套服务设施，建成森林剧场、野外拓
展训练基地等娱乐设施；合作社还申报
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齐
天大圣庙、张氏焕公祠，建成河南省第
一家粮油博物馆。

如今，西河村的乡村“慢生活”度假
区已初具轮廓。从农家乐、民宿旅馆，
衍生出西河特色小吃、乡村柴火饭、根
雕手工艺品等创业形态。张思恩介绍，
合作社收入 30%用于社员分红，70%投
入再生产。很多社员把分红又作为投
资，用于村里建设，2019 年底，全村 115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新县的脱贫
工作也从未停止脚步。

近些年，新县建设了 30 个省级生
态村和 60 个市级生态村，所有乡镇均
创建成为省级以上卫生乡镇，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连续多年位居省、市前
列。推进 32 个贫困村乡村旅游富民工
程，开发旅游商品 100 多种，建成乡村
住宿体验场所 200 多个，发展“豫风楚
韵”农家乐 400 余家，30%的农民从中受
益，带动 3万多名贫困群众致富。

“不断放大生态效应，引导群众念
好‘山字经’、唱好‘林中戏’、打好‘生态
牌’、走好‘特色路’。”新县县委书记吕
旅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广西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和资
源优势，将林业作为重要引擎，大
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近年来，广西人造板行业加
快结构调整，兼并重组正在有序
进行，落后产能不断淘汰，绿色环
保产品逐步增加。

目前，全区现有规模以上人
造板生产企业 1686 家，另有板式
家具制造企业 50 多家，主要集中
于南宁、贵港、柳州、玉林、钦州等
地。大型人造板企业产品一等品
合格率均超过 90%；家具行业加
工技术和设备水平大幅提高，数
控技术、传感技术、激光测距及机
器人技术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
用，水性油漆技术有新突破，设计
端云计算技术和营销端虚拟现实
技术为家具产业链变革注入了新
活力。林浆纸产业实现转型升
级。木材加工产业直接就业人数
约 26万人。

此外，广西深入推进林业产
业园区建设，以园区为载体，引导

林产加工业向林产工业园聚集，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引进地
板、家具等企业到园区落户发展，
构建基于循环经济的区域林业功
能互补共生圈，打造林业产业集
群，使园区成为林业经济发展的
主要阵地。目前，全区已建及在
建的各类林业产业园 20 余家，产
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
水平逐年提高。

2019 年 全 区 林 业 产 业 总 产
值达到 7042 亿元；人工林、经济
林、速生丰产林面积及松香、八
角、肉桂、茴油、桂油、木衣架等特
色林产品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
广西已成为全国林业产业大省
区，林业已经成为全区绿色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

下一步，广西将通过推进木
材原料高效培育，大力创建国家
储备林基地，积极开展木材资源
进口，区直国有林场开展高质量
商品林“双千”基地建设等四措施
巩固林业高质量发展，进一夯实
广西林业的资源家底。

韦夏妮

广西发挥生态和资源优势

以林业为引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冯永强李涛通讯员李萌

夏末时节的陕西黄陵县陕煤集团
双 龙 煤 业 生 产 区 内 ，草 木 郁 郁 葱 葱 。
然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座由废弃矸
石堆积成的“火焰山”。

“以前矸石山上光秃秃的，一刮风
漫天都是煤尘、灰尘。”双龙煤业职工
高靖学回忆说。今年以来，双龙煤业
将废弃矸石山治理作为生态改造和绿
色发展的“试验田”和“主战场”，邀请
专家实地考察，充分了解掌握地理位
置、环境湿度等关键因素，将生态治理
与二次利用同步谋划、总体推进，力争
将废弃煤矸石山打造成具有双龙特色
的生态农业苑。

双龙煤业总经理仲照海介绍道，
“生态农业苑占地 19亩，目前栽种了 10
多个品种 250 余棵树，我们力争在今年
底实现矸石山的全部生态治理。”

矿山的绿色发展，厂区变绿是一
部分，更关键的是智能、高效、节能的
生产方式。为了实现智能化矿井建设
的目标，2019年，双龙煤业首个应用智能
化采煤工艺的综采工作面正式运行，通
过连通井下和地面监控中心，实现了
煤矿开采作业设备集中控制与管理。

“企业发展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减
轻对生态的破坏，同时还要推进企业
智能化建设，所以今年我们投资 6500
万元对现有生产技术进行升级改造，
引进 5G 和井下机器人技术，预计在年
底对矿井全部实现智能化开采。”仲照
海对企业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划。

今年 3 月双龙煤业开工建设智能
化管理调度中心，同时搭建 5G 专网系
统、调度坐席管理系统、井上下视频监
控系统等，将实现控制系统与视频系
统相结合，达到地面与井下 5G 视频可
视通话、井下机器人远程指挥巡查和

地面“一键”启停采煤，实现以“智”提
“质”，让人工智能为矿井高质量发展
赋能。这一项目将于今年 12 月竣工，
矿工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坐在地
面采煤”的场景很快就能实现。

“想想这样的场景就让人激动，几
代煤矿人期待的井下智能化‘无人开采’
梦想如果能够实现，我们就再也不用下井

‘顶着雷’，出井‘一身黑’了。”双龙煤业
职工韦青松一脸笑容地说道。

让职工高兴的事情不止于此，如
今矿区生活区到处是花草树木，各种
休闲娱乐设施配套齐全，为职工提供
了四季常绿、富美和谐、宜居宜业的生
活环境。

谈 及 下 一 步 发 展 时 ，仲 照 海 说 ：
“我们在做精做优煤炭主业的同时，将
与周边村庄联动发展，切实做活多元
产业，助力脱贫攻坚，也为当地居民就
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企业的贡献。”

矸石山变身“花果山”
陕西黄陵以“智”提“质”打造矿山绿色发展示范基地

美丽共建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
浩特市按照“百里穿城稻海，千
亩城市湖泊，万亩城市森林”的
生态发展思路，突出抓好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生态环境治理，
加 强 农 旅 融 合 的 特 色 产 业 发
展，重点打造“一带四区”百里
兴安稻海产业观光带。图为义
勒力特镇敖包稻田公园“红城
1947”景观。

李俊伟 兰云枫

初秋时节初秋时节，，新疆阿勒泰新疆阿勒泰
布尔津县托库木特国家湿地公布尔津县托库木特国家湿地公

园里园里，，成群的候鸟成群的候鸟在空中自由飞翔在空中自由飞翔，，
优美的生态环境引来鸟儿栖息繁衍优美的生态环境引来鸟儿栖息繁衍。。
在青河县的布尔根河在青河县的布尔根河，，国家一级野生国家一级野生

保护动物河狸的数量正逐年增多保护动物河狸的数量正逐年增多，，
人们发现河狸族群在此筑巢人们发现河狸族群在此筑巢

觅食觅食。。

从额尔齐斯河到阿尔泰从额尔齐斯河到阿尔泰
山山，，从福海的乌伦古湖到富蕴从福海的乌伦古湖到富蕴
的可可托海的可可托海，，从从““童话边城童话边城””布尔津布尔津
到到““人间净土人间净土””喀纳斯喀纳斯，，新疆阿勒泰地新疆阿勒泰地
区区，，围绕围绕““绿绿””字做好大文章字做好大文章，，擦亮生态擦亮生态
旅游旅游““金金””字招牌字招牌，，走出了一条经济走出了一条经济
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
辅相成的路子辅相成的路子。。

系列报道——“两山”实践创新之路

据新华社电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近日公布内蒙古自治区敕勒
川等 39 处全国首批国家草原自
然公园试点建设名单，这标志着
我国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建设正式
开启。

在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
设启动会上，国家林草局有关人
员表示，草原被誉为地球的“皮
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之
一，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也是农牧民生活的家园和重要的
生产资料、广大人民群众休憩的
绿色空间。

为 了 全 力 推 进 林 草 融 合 发
展，保护修复草原，国家林草局决
定开展试点推进国家草原自然公
园建设。上述人员表示，各地在
试点中要处理好草原生态保护和
合理利用的关系，遵循“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科学利用、高效管
理”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原住农

牧民及相关利益主体合法权益，
在此基础上开展适度放牧、生态
旅游、科普宣教、科研监测、文化
体验等活动，走绿色可持续发展
道路。

草原自然公园，是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建设国家草原
自然公园，将填补这一类重要自
然保护地的空白。这有助于保
护、传承和弘扬优秀草原文化，开
展生态旅游，并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重要抓手。

此次确定的 39 处国家草原
自 然 公 园 试 点 ，面 积 14.7 万 公
顷 ，涵 盖 温 性 草 原 、草 甸 草 原 、
高 寒 草 原 等 类 型 ，涉 及 11 个 省

（区）和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黑
龙 江 省 农 垦 总 局 ，区 域 生 态 地
位重要，代表性强，民族民俗文化
特色鲜明。

胡璐

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建设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