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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庐山市秀峰村村民陈超的日子如今变了个江西省庐山市秀峰村村民陈超的日子如今变了个
样样。。原在外地打工的他原在外地打工的他，，现在正在自家院落里忙着招待现在正在自家院落里忙着招待
络绎不绝的游客络绎不绝的游客。“。“我这里每周都爆满我这里每周都爆满，，忙完了还可以看忙完了还可以看
着门外青翠的大山着门外青翠的大山，，呼吸甜润的空气呼吸甜润的空气，，日子美滋滋日子美滋滋。”。”

秀峰村位于庐山市白鹿镇秀峰村位于庐山市白鹿镇，，境内花岗岩储量丰富境内花岗岩储量丰富，，
优质花岗石蕴藏量达优质花岗石蕴藏量达 1010 亿立方米亿立方米，，高岭土高岭土 7070 万吨万吨，，型砂型砂
40004000 万立方米万立方米。。以前村民靠山以前村民靠山““吃山吃山””发展石材产业发展石材产业，，虽虽
然带来了财富然带来了财富，，但也让青山变成但也让青山变成““瘌痢头瘌痢头”，”，小溪变成小溪变成““牛牛
奶河奶河”。”。20182018 年年，，村里陆续关停高污染的石材产业和矿村里陆续关停高污染的石材产业和矿
山山，，转型发展全域生态旅游产业转型发展全域生态旅游产业，，如今的秀峰村靠着发如今的秀峰村靠着发
展生态旅游成了有名的展生态旅游成了有名的““网红网红””打卡景点村打卡景点村。。

关停修复关停修复，，多年粉尘不见了多年粉尘不见了

““以前我们这里是有名的污染村以前我们这里是有名的污染村，，每天都是雾蒙蒙每天都是雾蒙蒙
的的，，空气里全是石粉空气里全是石粉，，喘气都不自由喘气都不自由。”。”十来年的时间里十来年的时间里，，
陈超去过很多城市陈超去过很多城市，，但就是不想回家但就是不想回家。。

20182018 年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东牯岭石材开采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东牯岭石材开采对
生态破坏较大生态破坏较大，，并要求其关停整治并要求其关停整治。。随后随后，，白鹿镇东牯白鹿镇东牯
岭矿区被关闭岭矿区被关闭，，并开始进行生态修复并开始进行生态修复。。

自自 20182018 年起年起，，白鹿镇永久性关停花岗石加工企业白鹿镇永久性关停花岗石加工企业
（（点点））433433 个个，，拆除厂房拆除厂房 1010..55 万余平方米万余平方米、、零散棚点近零散棚点近 300300
处处，，征收土地征收土地 615615 亩亩，，完成近完成近 1010 万件石雕工艺品和近万件石雕工艺品和近 2020
万立方米石材荒料搬迁万立方米石材荒料搬迁。。

与此同时投入与此同时投入 11..22 亿元亿元，，对拆迁的加工区和对拆迁的加工区和 3333..44 公公

里环庐山公路进行绿化提升里环庐山公路进行绿化提升。。现在新的石材园区内现在新的石材园区内 3131
家大型石材生产企业已全部投入生产家大型石材生产企业已全部投入生产，，达到达到““污水不外污水不外
排排，，粉尘不外扬粉尘不外扬，，噪声不扰民噪声不扰民””的目标的目标。。

6868 岁的邱望金是秀峰村一名普通村民岁的邱望金是秀峰村一名普通村民，，自关停矿山自关停矿山
后后，，他发觉村里的粉尘不见了他发觉村里的粉尘不见了，，空气变得清新空气变得清新，，溪水变得溪水变得
清澈清澈，，是一个宜养宜闲的好地方是一个宜养宜闲的好地方。。

景村融合景村融合，，建设生态旅游乡村建设生态旅游乡村

““鄱阳苍茫庐山碧鄱阳苍茫庐山碧，，湖山之间一县立湖山之间一县立。”。”江西省第一江西省第一
任省长邵式平曾这样称赞过这块土地任省长邵式平曾这样称赞过这块土地。。

背靠庐山背靠庐山，，面向鄱阳湖面向鄱阳湖，，在秀峰村口就能看见飞流在秀峰村口就能看见飞流
直下的两条瀑布直下的两条瀑布，，一条是开先瀑布一条是开先瀑布，，一条是马尾瀑布一条是马尾瀑布。。
一千多年前一千多年前，，李白就是在这里遥望李白就是在这里遥望，，写下写下““飞流直下三千飞流直下三千
尺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疑是银河落九天””绝美诗句绝美诗句。。

依托独特的地理依托独特的地理、、生态优势生态优势，，秀峰村尝试绿色转型秀峰村尝试绿色转型，，
通过整体提升村落建筑通过整体提升村落建筑、、庭院庭院、、溪涧溪涧、、空闲地等空闲地等，，把庐山把庐山
美景美景、、诗词和互动元素诗词和互动元素““搬搬””上墙上墙，，记者看到记者看到，，墙上色彩明墙上色彩明
亮亮、、各有韵味的彩绘与蓝天绿水青山互为辉映各有韵味的彩绘与蓝天绿水青山互为辉映，，不少往不少往
来游客举起手机拍下这一美景来游客举起手机拍下这一美景。。

同时同时，，秀峰村种植黄桃秀峰村种植黄桃 300300 余亩余亩、、金桔金桔 100100 余亩余亩，，整整
治治 260260 余亩高标农田余亩高标农田，，为更多休闲旅游项目落户打好为更多休闲旅游项目落户打好
基础基础。。

此外此外，，秀峰村还引导部分有花岗岩加工技能的村民秀峰村还引导部分有花岗岩加工技能的村民
经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营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星砚石雕—金星砚石雕，，开起了金星砚研开起了金星砚研

学小馆学小馆，，吸引游客观光体验吸引游客观光体验，，打造打造““网红打卡景点村网红打卡景点村”。”。

转行换岗转行换岗，，从采矿到从采矿到““卖卖””风景风景

““刚开始刚开始，，大部分村民都不理解大部分村民都不理解，，相关工作人员只有相关工作人员只有
挨家挨户做群众思想工作挨家挨户做群众思想工作，，讲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和石讲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和石
材行业带来的危害材行业带来的危害。”。”秀峰村党支部书记邱望彬告诉秀峰村党支部书记邱望彬告诉
记者记者。。

现在现在，，在秀峰景区黄岩瀑布脚下在秀峰景区黄岩瀑布脚下，，秀峰村民宿片区秀峰村民宿片区
井 然 有 序井 然 有 序 ，，村 头 的 餐 饮 一 条 街 在 旅 游 旺 季 更 是 热 闹村 头 的 餐 饮 一 条 街 在 旅 游 旺 季 更 是 热 闹
非凡非凡。。

自从关停矿山开展生态修复后自从关停矿山开展生态修复后，，飘浮的粉尘没了飘浮的粉尘没了，，
下游的秀峰港清澈了下游的秀峰港清澈了，，蓝天白云伴着小鱼小虾回来了蓝天白云伴着小鱼小虾回来了。。

20212021 年春节年春节，，秀峰村涌入游客秀峰村涌入游客 2020 万人次万人次，，也正是见也正是见
证了生态的变化证了生态的变化、、看到这么多游客的到来看到这么多游客的到来，，秀峰村村民秀峰村村民
才扎下了开办农家乐的念头才扎下了开办农家乐的念头。。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他他
们对村中的庭院重新打造们对村中的庭院重新打造，，在墙上彩绘庐山风景在墙上彩绘庐山风景，，吸引吸引
外地游客来此观光外地游客来此观光、、休闲休闲、、康养康养。。

现在的秀峰村现在的秀峰村，，环境美了环境美了，，人气旺了人气旺了，，产业也就兴产业也就兴
了了。。从卖石材到从卖石材到““卖卖””风景风景，，从环境污染到产业生态从环境污染到产业生态，，秀秀
峰村人找到了绿色发展的道路峰村人找到了绿色发展的道路。。

陈超看着爆满的游客乐滋滋说道陈超看着爆满的游客乐滋滋说道，“，“以前我觉得只以前我觉得只
有挖山采矿才能致富有挖山采矿才能致富，，虽然腰包鼓了但是带来的却是污虽然腰包鼓了但是带来的却是污
染染，，心里很不安心里很不安。。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了，，绿水青山才真正是金绿水青山才真正是金
山银山山银山。”。”

在我的家乡宁波象山，
有一种不为大众所熟知的珍
稀保护动物——中华凤头燕
鸥。它被列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极危物种，全球总量只有 100 只
左右，连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的
1/15都不到。

1861 年，中华凤头燕鸥首次
被 发 现 ，1937 年 最 后 一 次 被 记
录，之后消失长达 63 年之久，一
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直到 2000 年
在福建马祖列岛被重新发现有 8
只。由于数量稀少，踪迹神秘，因
此被称为“神话之鸟”。

2004 年，在象山韭山列岛也
发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群
体。当时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广泛
关注，然而受到人为捡蛋的威胁
和干扰，在经历了几次繁殖失败
之后，原在韭山列岛繁殖的中华
凤头燕鸥和数千只大凤头燕鸥自
2008 年起离开了韭山列岛。

当时，中华凤头燕鸥在世界
上只有两个繁殖地，全球种群数
量 还 不 足 50 只 。 为 了 扩 散 种
群，有效降低繁殖风险，提高象
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 生 态 价 值 ，保 护 区 于 2013 年
开展了中华凤头燕鸥监测与招
引项目。保护区利用假鸟和鸟
声回放手段，吸引中华凤头燕鸥
和大凤头燕鸥重回韭山列岛繁
殖。项目实施期间，至少需要两
名鸟类监测工作者，守护“神话之
鸟”志愿者行动应运而生。因工
作关系，我成为志愿行动的负责
人，也是志愿团队的核心人员，参
与此项志愿活动的酸甜苦辣我再
清楚不过。

招募志愿者是第一道难关。
因为志愿活动长达 4 个月，又是
在孤岛上开展工作，这挡住了一
大批人的脚步。同时这又是一项
专业度要求较高的活动，不是光
有热情就能干，还需要具备鸟类、
摄 影 、野 外 生 存 等 方 面 的 综 合
知识。

志愿者能否坚守又是一道难
关。当志愿者登上一艘小船在茫
茫大海上颠簸两个多小时，来到
无人居住的荒岛上，几分钟新鲜
感过去后，马上会面临一大堆问
题：搭帐篷，住板房，没有水，没有
电，更没有空调热水器。巡岛的
时候不慎踩到蛇窝，清晨起来发
现筷子大小的蜈蚣爬到衣服上，
也是常有的事。我非常清楚地记
得，有一个夜晚被蚊子叮醒后，发
现地铺上竟然有 5种昆虫。

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小事，最
让人受不了的还是坚守几个月却
迟迟不见“神话之鸟”，内心的期
盼与绝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有好几个人都坚持不了，很遗憾
地提前退出活动。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3 年，
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等待之后，
三千多只大凤头燕鸥和 19 只中

华凤头燕鸥成功被招引回韭山列
岛。这一消息震惊了全球。国际
鸟盟来信称这是“值得庆祝和纪
念的一年”，这是“世界招引历史
中最快生效和成果最丰盛的事
例，如有神助”。

如今，志愿团队服务工作越
来越正规，主要围绕鸟类监测和
鸟 类 环 志 展 开 工 作 。 每 年 3 月
份，志愿团队通过媒体平台发布
招募公告，召集 4 名鸟类监测志
愿者。志愿者在 5-8 月的 4 个月
里，24 小时值守海岛，防止人员
干扰，完成繁殖海鸟监测，维护岛
上设施设备，确保繁殖海鸟监测
等工作。

2015 年起，为了解中华凤头
燕鸥种群迁徙的状况，我们开始
招募志愿者开展环志活动，每年
招收 30 余名。目前为止，已经有
180 余名环志志愿者参与，环志
海鸟 1200 余只。

这些志愿者既有本土各种职
业人士，也有经国际鸟盟介绍和
各地观鸟组织介绍，来自美国、日
本等地鸟类爱好者和科研人员，
还 有 一 些 高 校 相 关 专 业 的 学
生。除了我本人之外，也有许多
人已经连续两年都来驻守或者
参与环志了。大家为着内心同
样的期盼而坚守，为了让珍稀物
种得以延续和传承。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象山
韭山列岛已连续 9 年成功实施燕
鸥招引和监测项目，孵化出 115
只中华凤头燕鸥，占世界各繁殖
地总量的 80%以上，韭山列岛成
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华凤头燕鸥研
究与保育基地。

2017 年，我们的志愿团队被
评为“海洋卫士”，2020 年还获得
全 国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先 锋 卫 士
称号。

海鸟是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
否的重要指标,而中华凤头燕鸥
又是其中的代表物种。实际上，
我们保护的不只是中华凤头燕
鸥，而是与之相关的海洋生态系
统；我们宣传的也不仅是志愿守
护的故事，而是希望社会公众了
解有这么一群人在为保护野生动
物，在为保护海洋进行着艰苦卓
绝的努力。

2021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大会将在昆明举行，中华凤头燕
鸥的保育事例将代表浙江生态保
护的样板参加展出。虽然我们只
是坚持做着小小的一件事，但我
们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是强烈
的。希望志愿行动能唤起每个人
心中的爱意，积极参与到保护野
生动植物、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
中来，共建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
共享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中华凤头燕鸥。丁鹏摄

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志愿者正在监测。

共同守护共同守护““神话之鸟神话之鸟””
◆◆丁鹏丁鹏““卖卖””风景的秀峰村风景的秀峰村

◆本报通讯员吕卓然余毅 记者张林霞

江苏泰兴以生态之美引领发展之变江苏泰兴以生态之美引领发展之变

建绿建绿色廊道赏江边美景
◆◆顾继红顾继红 石志广石志广常斌常斌

盛夏时节盛夏时节，，在江苏省泰兴经在江苏省泰兴经
济开发区尾水净化生态湿地济开发区尾水净化生态湿地，，满满
池荷花香池荷花香，，蜻蜓立上头蜻蜓立上头；；在长江在长江
生态廊道拓展区的田野上，白鹭
时而休憩，时而飞起，不远处的
农民正在除草劳作；在位于主城
区 北 片 区 的 龙 河 湾 公 园 ，步 慢
道、赏荷花、“森”呼吸，不经意间
还发现野鸭嬉戏水中。

近 年 来 ，泰 兴 坚 持 生 态 优
先、绿色发展，让推窗可见的生
态绿、低头可见的河水清和越来
越多的野生动植物，逐渐成为百
姓触手可及、可感的幸福生活。

建设生态廊道，共
护一江清水

“这里的风景真美，每次直
播 ，粉 丝 都 很 感 兴 趣 。”炎 炎 夏
夜，蝉噪虫鸣，在泰兴市虹桥镇
江边的九曲长廊上，五彩的霓虹
灯将夜色打扮得分外迷人，江西
人戴四阳正在抖音直播。他是
虹桥工业园区一家企业的员工，
入夏以后，只要晚上有空，他就
来这里直播。

如今，沿江的美景让泰兴张
开臂膀，迎接八方游客。但几年
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三三
两两的鱼塘零星地散落着，江边
的破旧小工厂、小作坊生产经营
极 不 规 范 ，不 仅 影 响 岸 边 的 风
景，还给附近居民带来不便。

共护一江水，绿意奔涌来。
泰兴市委书记张坤介绍，泰兴市
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特别是
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摆在
压倒性位置，不断加大投入，着力
以生态之美引领发展之变。

2018 年，泰兴市围绕 50%以
上 的 长 江 岸 线 ，启 动 实 施 长 江
生 态 湿 地 和 绿 色 廊 道 建 设 工
程。经过 3 年多的整治和建设，
先后拆除 6 家小船厂、28 个鱼塘

（养殖场）、53 座建筑物，关闭小
化工等“散乱污”企业 26 家。

如今，12 公里长江生态湿地
和绿色廊道全面建成，长江生态
廊道拓展区建设纵深推进，完成
长江岸线造林 2000 亩，恢复湿
地 3000 亩，建成尾水净化湿地
工程 80 亩，建设高标准农田 1.8
万 亩 ，形 成 独 具 特 色 的 大 江 风
貌、滨江绿廊和圩田风光。

“在我们的努力下，过去的
鱼 塘 变 成 湿 地 ，老 船 厂 变 成 森
林林，，拆除的工厂变成公园拆除的工厂变成公园，，拓宽拓宽

改造的江堤公路变成赛道改造的江堤公路变成赛道。”。”泰泰
兴市长江生态湿地和绿色廊道兴市长江生态湿地和绿色廊道
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马书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马书
宁自豪地说：“现在，这里四季如
画成为网红打卡地，每年来江边
参观的团队多达 100个。”

“渔舟唱晚看落日”，家门口
就是‘网红地’，这让长江岸边的
居民感受到生态环境改善带来
的“红利”。虹桥镇居民朱琴说，

“我们这里从不出名的江边小渔
村，变成小有名气的景点，游客
越来越多，收益越来越好，大家
都感到特别幸福。”

推进示范创建，建
设宜居家园

“ 如 泰 运 河 风 光 带 建 了 以
后，随处见绿，空气清新，有益于
大家的身心健康。”市民叶光杰
高兴地告诉记者，每天晚饭后到
风光带内走走，已成为全家人的

“必修课”。去年以来，泰兴市坚
持“园中建城、城中有园”，总投
入约 2.6 亿元，打造基本贯通整
个城区的如泰运河、羌溪河“双
水润城”风光带。

“双水润城”风光带是近年
来泰兴在主城区打造的重点生
态示范工程之一。泰兴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刘文荣介绍，围绕
打造“宜居泰兴·幸福家园”，新
一轮“城建惠民”3 年行动于去年
启动，推进老城区有机更新、城
市北片区开发建设、城区城市治
理。其中，城区北片区按照“先
景观功能、再开发建设”总体思
路，实施改造建设，片区基础设
施配套和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了
飞速提升。

如今，城区众安港和星火中
沟“双河双绿核”景观改造提升
完成，实施 10 个公园绿地、8 个
节点绿化建设，新增绿化面积 50
万平方米以上。

把更多的绿色融入江河、引
进城市、留在乡村、植进园区，近
年来泰兴市深入实施生态建设
重点示范工程，通过精心打造沿
江生态带、生态涵养区、高品质
绿色走廊和一批公园绿地，加快
形成“1+1+4+N”生态格局。

聚力创新转型，绿
色产业“枝繁叶茂”

在泰兴的乡村，诗意田园正

在演绎在演绎““绿富美绿富美”。“”。“春风十里梅春风十里梅
花香花香、、一带绿水绕毛庄一带绿水绕毛庄”，”，让姚王让姚王
街道的毛庄村声名远扬街道的毛庄村声名远扬。

毛庄村党总支书记吴晶介
绍，近年来村里发展花卉苗木、
水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三大主
导 产 业 ，重 点 打 造 特 色 田 园 乡
村。如今，已建设 100 亩梅花种
植园、100 亩梧桐林，打造片洋湖
风景区，形成“景区环抱道路、道
路处处皆景”的风貌。

这不仅让毛庄村获得“国家
级生态村”“江苏省文明村”“江
苏省绿化模范村”等称号，还带
来生态效益：2020 年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达 54.63 万元，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3.2万元。

推动经济绿色化发展，走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成 为 泰 兴 人 的
共识。

在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
有限公司厂房的屋顶，一排排深
蓝色的光伏电池板整齐排列，蔚
为壮观。“我们去年投资 600 多
万元，在 1.8 万平方米的屋顶上，
共安装 4500 多片太阳能组件，
建 成 覆 盖 整 个 厂 区 的 光 伏 系
统。”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
限公司环保总监严小东介绍，目
前该系统正在试运行，达产达效
后，年可发电 147 万千瓦时，可
减少碳排放 3.6万吨。

作为国内领先的钴产品研
发 和 生 产 企 业 ，格 林 美 钴 业 公
司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华丽转
身，去年底，创建成为全省第一
批绿色工厂。格林美钴业公司
的 成 功 转 型 ，是 泰 兴 市 近 年 来
聚焦产业质态提升，持续调高、
调 轻 、调 新 、调 绿 产 业 结 构 的
缩影。

为了推动经济向绿色化、高
端化等转型，泰兴市还建立“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从严源头把
关，着力招引含金量高、含绿量
高、含碳量低的好项目。同时，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信 贷 ，发 放 2000
万元全省首笔绿色再贷款，办理
1800 万元全省第二单绿色票据
再 贴 现 ，并 引 导 银 行 机 构 为 11
个绿色企业、项目发放信用贷款
2.1 亿元。鼓励园区、规模企业
共建环保治理设施，4 个项目入
选省“绿岛”建设试点。

未来，泰兴市将继续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聚力创新转型、特
色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增添“绿
动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
于 今 年 10 月 在 云 南 昆 明 举 行 。 为 全 面 做 好
COP15 大会宣传，充分展示各地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
的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推动形成公众广泛参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氛围，在 COP15 执委办指
导下，中国环境报社将于 2021 年 6 月-8 月面向
全社会开展“保护多样之美 共建和谐家园”生
物多样性主题有奖征文活动，以展示各地、各机
构组织及公众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
案例故事，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宣传保护理
念，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主要内容
以散文或纪实形式讲述志愿者、行业从业

者等公众，以及中小学校、环保社会组织、公益
机构、高校社团等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和参与的
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故事和实践案例，
以及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模式的探索与推
广，以此提高公众关爱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意识，推动更多人参与保护行动，交流分享生物
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普惠的案例。

■征文要求
（一）征文需传递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弘扬

时代主旋律，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热爱自
然的理念和精神；

（二）要求文字精炼，主题鲜明，真实生动，
文笔细腻流畅。散文类 2000 字以内，短篇报告
文学 4000 字以内。

（三）所有作品均须附带 3-5 张图片，且须
为.jpg 格式，每幅照片长边须大于 2000px，文件
不小于 2M、不大于 5M；

（四）应征作品可附视频，时长不超过 3 分
钟，格式为.mp4，像素要求 1920*1080 及以上，
横屏录制。

（五）所有作品须为原创作品，未公开发表，
如因抄袭、盗用他人作品或歪曲事实等情况产
生纠纷的，由作者负责。

（六）征文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
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 App 将设立相关专栏，择
优刊发应征作品，并对优秀作品进行奖励。

（七）征文作品版权归主办单位。
■征文投递方式
（一）所有稿件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地址和

电 话 等 联 系 方 式 ，发 送 至 征 文 专 用 邮 箱 ：
jingjie1201@qq.com

（二）联系电话：010-67112251

生物多样性主题征文活动

火热进行中

““我在庐山等你我在庐山等你””美景上墙美景上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