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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薰衣草产业链，生态资源成发展
优势

“我们村里的地土层薄、石头多，以前不管种玉米、小
麦，还是甜菜，每亩收入不到 500 元，一年下来村民落不
下几个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四宫村党支部书记
潘林回忆起 10多年前种庄稼的日子仍记忆犹新。

虽然土地贫瘠，可四宫村自然环境优良，生态资源丰
富。村子地处伊犁河谷，气候温和湿润，北依天山山脉北
段支脉科古琴山，伊犁河的 3 条支流穿村而过。山上动
物、植物种类繁多，马鹿、黄羊、野兔、野鸡等野生动物更
是满山跑。

但是，村民们却多年守着绿水青山过着穷日子。如
何在保护中实现发展，找到一条符合村里特点的增收
路？潘林边思考边实地考察，当得知四宫村和法国薰衣
草基地普罗旺斯处在同样纬度，地理条件相似，拥有种植
薰衣草的最佳纬度和气候条件时，潘林如获至宝。一合
计，种植薰衣草亩收益远高于传统农作物，于是他决定动
员村民试种。

2009 年春天，潘林和几户村民种下 60 亩薰衣草，结
果出乎意料地好。当年，每亩不仅获得了比种植传统农
作物高的收益，在薰衣草开花季节，还吸引了附近村民前
来游玩，这更坚定了他带领村民种植薰衣草的决心。

2010 年，潘林动员村民将薰衣草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700 亩。这一年，薰衣草丰收，加上市场行情好，每亩收
益逾 4000 元。四宫村的薰衣草风景也早已声名在外。

如今，四宫村种植薰衣草面积已达 1.2 万亩，成为芦
草沟镇万亩薰衣草生态示范区的核心区。依托这一优
势，四宫村全力打造集薰衣草种植、加工、销售、农业观

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成果丰硕。
每到薰衣草花盛开季节，四宫村宛如仙境，大批游客

蜂拥而至。昔日的穷村变成了闻名全国的乡村旅游景区。
“第一眼看到村里连片的薰衣草，我就被征服了。”毕

业回村创业的大学生刘奕说。2018 年，刘奕做起了薰衣
草产品电商，短短几个月就带货 7万多元。

村民马艳丽在家自己加工薰衣草香包，“销售旺季，
每月上万元收入不成问题，订单多时，我还要请人帮忙。”

“中国薰衣草之乡”的美誉更为四宫村人带来了丰厚
的生态红利。2020 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四宫村乡村旅游
接待人数仍达两万余人次，旅游收入 50万元。

薰衣草不但让四宫村名扬天下，更改变了四宫村人
的发展思路。潘林和村民们深深体会到，绿水青山不仅
是四宫村发展乡村旅游的“金名片”，更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摇钱树”和“聚宝盆”。

“只有紧紧抱住这片绿水青山，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
金山银山。”潘林说。

“风景如画，绿水青山是四宫村的最大资本、最大优
势所在。”芦草沟镇党委书记李增杰说，要让“石头滩”变
成“金山窝”，必须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依托
薰衣草发展“紫色经济”。

2020 年，新疆霍城县入选国家第四批“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芦草沟镇四宫村也成为了霍
城县的示范点。

“三级跳”乡村大升级，“晃晃村”民富
村美

四宫村更直接的生态红利，则来自于越走越宽的生
态旅游路。近年来，四宫村薰衣草种植面积占全村耕地

面积的 95%。而依托薰衣草产业，四宫村乡村旅游产业
链也变得更加完善。

“薰衣草开花的季节，县城宾馆常常一房难求。”李增
杰告诉记者，“要让村民稳定增收，必须在四宫村良好的
生态环境中‘寻宝’，深挖绿水青山这座富矿，才能端稳端
好‘金饭碗’。”

于是，发展民宿被提上日程。白墙黑瓦的江南庭院、
古朴素雅的木屋、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2019 年，8 家
由村民院落改建的民宿开门迎客，为四宫村增添了诗情
画意。当年，生意最火爆的一家民宿，仅 5 个月就收回了
上百万元的投资成本。

据介绍，目前，四宫村除已建好的 8 家民宿、1 家牛圈
酒吧、两家薰衣草产品专卖店、1 家农家餐厅外，还有总
投资近千万元的 10 家精品民宿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完
成 31家民宿建设。

从试种薰衣草、发展产业化，再到打造集餐饮、住宿、
娱乐观光于一体的民宿旅游，四宫村成功实现了产业“三
级跳”。

“今年，我们计划举办一次薰衣草音乐节，把当地的
民俗历史文化融入其中，让乡村旅游的内容更丰富。”李
增杰说，此外，四宫村还将建设拍摄基地，吸引全国各地
的摄影爱好者来村里进行拍摄。

“这里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游客来了到处晃一晃，逛
一逛，给身心好好放个假，还是很好的。”村里几个年轻人
给李增杰建议，四宫村民宿应该创建集体品牌，名字就叫

“晃晃村”。李增杰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为让更多人来这里“晃一晃”，四宫村清理、修整巷

道，粉刷房舍，绿化街道，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昔日的“石头滩”，如今成了产业兴、乡村美、村民富

的“金山窝”，四宫村正沿着这条从绿水青山中开辟的道
路，阔步迈向乡村振兴。

“在长白山零下 20 摄氏度漂流是什
么 感 觉 ？ 犹 如 走 入 梦 幻 的 冰 雪 童 话 世
界。”旅游达人“唐伯虎 2012”游览过长白
山景区后，迫不及待地在网上分享了自
己的旅游心得。

青山蓝天绿水，是吉林省最亮的生
态底色。如今，吉林以良好环境为依托
的生态旅游业表现也越发亮眼，连续多
年旅游人数和收入持续增长。吸引各地
游客，前来游玩。

打造旅游特色品牌，促进
就业增收

一到冬季，查干湖人最期待的就是
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了。“4 网能拉上来
18 万斤大鱼，仅头鱼就能卖出近 300 万
元，不仅在线下被纷纷抢购，线上预定也
十分火热。”，查干湖渔场的副厂长黄金
星笑着告诉记者，“这就是开门红。”

东 靠 长 白 山 ，西 拥 草 原 湿 地 ，松 花
江、图们江、鸭绿江穿域而过，吉林的生
态资源得天独厚，如何利用好生态资源，
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吉林振兴与发展的
新课题。

对于松原而言，查干湖这方圣湖美
景，就是大自然所赐的绿色“聚宝盆”。

为了发展生态旅游，松原结合当地特有
的少数民族渔猎文化，使冰雪捕鱼节成
为查干湖最大的亮点。人们来此，冬捕
鱼，夏赏荷。

生态旅游给查干湖地区的村民提供
了就业机会。在查干湖畔的圣水山庄农
家乐，老板曾昭民告诉记者，“我干农家
乐快 20 年了，最开始是 50 平方 米 的 土
房，现在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盖了 1500
平方米的三层楼接待客人。”

不仅如此，查干湖还成功打造了一
个生态渔业经济综合体。围绕渔业经济
与旅游服务业，以查干湖为中心，辐射松
原地区。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带动当地
的交通、酒店、餐饮等行业，更让旅游产
品 的 销 售 从 寂 寂 无 闻 到 火 爆 异 常 。 木
耳、蘑菇等各类山珍，鹿茸、雪蛤、大米、
杂粮等各类名优特产，伴随着游客的口
碑，从原来的“好货不出村”到现在的“全
国美名扬”。

伴随着乡村生态旅游的逐渐兴起，
风景秀美的通化市三道沟村也发展起了
农家乐产业，建成以生态休闲、观光旅
游、美食品尝为主的乡村旅游线路。三
道沟驻村第一书记王伟告诉记者：“由于
自然生态保存较好，许多游客都喜欢到

村里吃点山野菜、喝点纯粮酒、看看美
景。”

将生态与旅游有机结合，打造网红
品牌，吉林生态旅游的发展对经济发展
的贡献日益凸显。在吉林，人们的家园
越来越美，日子也越过越好。

带动产业链条完善，为生
态旅游持续赋能

生态旅游的发展，激发了人们建设
美丽家园的动力。既带动了产业链条的
完善，更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持续赋能，

为了永续长白山的绿色活力，让家
园美景重现，吉林花大力气，下苦功夫，
力 求 完 整 保 护 长 白 山 自 然 资 源 的 原 生
态。长白山保护区累计投入 50 多亿元，
推动实施了 70 多个生态保护和修复项
目，推动生态景观美化，创建生态森林小
镇，有效修复裸露山体。

为 了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与 保 护 生 态 环
境，吉林省在长白山秉承尽量少扰动或
者不扰动山、水、植被的原则，让游客与
生态“隔离”，最大程度地保护天然生态
和自然环境。景区通过铺设木质生态游
步道，增加保护性围栏、安全绳索等设
施，有效保护了沿线生态植被完整。

为 了 满 足 游 客 日 益 增 长 的 服 务 需
求，长白山管委会以绿色理念为中心，科
学设计服务功能，选用长白山当地环保
木材和石材作为建筑用材，对游客中心
进行整体改造，并在重要节点建成小型
服务区 20 多座，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多样
化 需 求 ，又 进 一 步 保 护 了 周 边 生 态 环
境。另外还在景区投放环保车辆 500 余
辆，有效保护了景区生态环境。

优美的生态环境，热情周到的服务，
为全国各地的游客提供了更多接触长白
山的机会。在静谧的林海中，北京游客
赵雅真切地体会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
的美妙“不追景点不赶路，在长白山旅游
就是来‘洗肺’，这么好的生态，脚步也要
轻一点。”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 记者
蒋朝晖西双版纳报道 记者近日
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西双版纳州”）生态环
境局获悉，“十三五”时期，西双版
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目前，全州森林覆盖率
达 81.3%，境内分布有高等植物
5000 多种，占全国 1/5，高等脊椎
动 物 823 种 ，占 全 国 1/4。 亚 洲
象数量增加到 300 头左右，望天
树、鼷鹿、云南蓝果树等资源得到
有效保护。

为 推 动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工
作，西双版纳州实施加快法治进
程、严格落实规划、强化机制保
障、建立健全机构等 14 个方面的
有力举措，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
实见成效。

西双版纳州成立了州生物多
样性保护委员会，全州设有 3 个
正处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和
10 个正科级管理单位，建有 36 个
管护站（点）。先后制定颁布实施
一系列管理条例和总体规划，为
全州生物多样性资源有效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十三五”时期，西双版纳州
积 极 推 进 保 护 区“4185”工 程 建
设，开展西双版纳物种“零灭绝”

行动，全州现有各级各类自然保
护区 10 个，面积 622.8 万亩，占全
州国土面积的 22.2%。此外还有
两个州级鱼类保护区，全州湿地
面 积 28.91 万 亩 ，湿 地 保 护 率 为
36.05%。

在积极探索亚洲象保护新模
式方面，将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纳
入商业保险赔付，建立亚洲象繁
育基地，开展亚洲象人工繁育研
究，于 2018 年建成全国首个亚洲
象监测预警中心。

着眼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律监督，西双版纳州不断健全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大力
开展生态保护公益诉讼，打造点、
线、面、网全覆盖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西双版纳模式”。截至目前，
全州检察机关共受理公益诉讼案
件线索 312 件，立案 309 件，发出
诉 前 建 议 218 件 ，整 改 回 复 率
100%。

“十四五”时期，西双版纳州
将坚持走“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
态经济、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态
文明”发展路子，着力抓好实施生
态空间规划管控、转变生产生活
方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
机制等方面工作，确保生物多样
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屏障安全。

本报讯 广西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站与广西科学院近日在涠洲
岛海域开展“北部湾鲸类调查”
时，发现多头布氏鲸在这一海域
活动。

监测过程中，调查小组使用
无人机、专业拍摄设备记录了布
氏鲸群游弋、捕食、围猎等活动情
况，对布氏鲸个体进行了识别，并
同步做好相关环境指标的监测记
录。

“十三五”期间，北部湾采取
有力措施推进海洋污染防治攻坚
工 作 ，碧 水 保 卫 战 取 得 显 著 成
效。2020 年广西近岸海域海水
优良比例创“十三五”新高，全区
44 个监测点位平均水质优良比
例达 88.6%，位列 5 年之首，且全
面消除劣Ⅳ类水质；22 个国考点
位平均水质优良比例为 95.5%，
优于国家考核目标（≥90.9%）要

求，位于全国前列。在《“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征求意见
稿）中，北部湾被列为“美丽海湾”
的先行示范区。

为全面掌握北部湾区海洋生
态环境质量状况和健康状况，“十
三五”以来，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站不断强化海洋生态监测工
作，监测领域从近岸海域逐步向
近海延伸，海洋生态监测指标进
一步向标志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
扩展。

2021 年，广西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站将新增渔业资源、布氏鲸、
中华白海豚等海洋生物多样性调
查，切实为服务北部湾生态环境
管理和保护、建设“水清滩净、人
海和谐、岸绿湾美、鱼鸥翔集”美
丽海湾新目标提供更加有力的技
术支撑。

麦安明

广西改善北部湾海洋生态

美丽海湾喜现多头布氏鲸

西双版纳14举措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点线面网全覆盖模式效果显著

本报讯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
市扬中市积极探索城管“帮”治理
模式，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其中，“创新农村公共服务八位一
体运行维护机制”还入选首批全
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目前，扬中各镇已建成日处
理能力 15 吨的有机易腐垃圾处
理中心，油坊镇、八桥镇已完成垃
圾分类全覆盖试点。

随着镇江光大焚烧发电厂的
增量处置，扬中 20 余个生活垃圾
临时堆放点已全部销号，消纳存
量垃圾 3 万余吨，日产日清成功
实现。

同时，扬中将城市管理的“样
板经验”向农村普及，选取一批富

有特色、亮点的村（社区），通过现
场推进会的形式，推广经验做法。

扬中市始终贯彻“以管促建”
理念，强化“制度”和“督查”两监
管。细化“八位一体”考核细则，
成立专项督查组，积极引导各镇

（街区）完成垃圾房密闭化改造、
垃圾清运车辆密闭化改造以及提
档 升 级 垃 圾 中 转 站 建 设 等 ，新

（改）建农村公厕 20 座，超前完成
省市下达的各项指标。

此外，扬中巧借执法的刚性
力量妥善破解各镇（街区）环境管
理 疑 难 杂 症 ，开 展 专 项 整 治 39
次，百姓对执法成效的满意度节
节攀升。

鄂秋池 李媛

扬中城市管理样板经验向乡村普及

以管促建农村环境大变样

生物多样性保护

美丽共建

霍城县四宫村发展霍城县四宫村发展““紫色经济紫色经济”，”，打响打响““芳香之都芳香之都””生态品牌生态品牌

昔日昔日““石头滩石头滩””今朝今朝““金山窝金山窝””
◆◆本报记者杨涛利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李行通讯员李行

图为露出海平面的布氏鲸。麦安明供图

特
色
资
源
引
来
八
方
客

吉
林
生
态
旅
游
成
绩
亮
眼

◆

本
报
通
讯
员
霍
晓

每到薰衣草盛开的时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四宫村

的 紫 色 花 海 一 望 无 际 ，宛 如 人 间 仙
境。昔日为如何实现增收而发愁的四宫
村，如今在“两山”理论的指引下，厚植生
态优势，做活山水文章，打响“芳香之

都”生态品牌，走出了一条产业
兴、乡村美、村民富的新

路。

系列报道——“两山”理论实践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