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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育土地还原生态底色

荆竹村，位于重庆市武隆区，紧邻
世界自然遗产地——天生三桥，距离
仙女山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仙女山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仅几公里，是我国首
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仙女山森林覆盖率达 75％，拥有
林海、高山草甸、天坑、峡谷等多种类
型的自然资源，春可赏花、夏可避暑、
秋观红叶、冬可玩雪。几乎每年，肖怡
都要来仙女山几次，但荆竹村却是在
近两年才被写进她的旅游攻略中的。

为何近在咫尺且生态环境优美的
荆竹村长期少有人问津？仙女山街道
办主任李鹏程认为，这是因为荆竹村
还是原始状态，并没有挖掘出自身旅
游亮点。

为此，在 2015 年，荆竹村顺势引
入文化旅游公司，开始为村庄量身打
造旅游项目——归原小镇。

既要开发旅游资源，又要保护好
生态环境，这对整个文旅项目团队来
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荆竹村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海
拔 1100 米的小高原气候。这里有森
林和草场，也有天坑和峡谷、山峦和峭
壁。正是这种特殊的地形，导致了“天
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窘境，村民
勤种薄收，无法通过土地自给自足，甚
至造成了土壤污染和肥力退化。

面对土壤问题，文旅公司负责人
范鲁峰组织团队认真研究当地土壤特
性，放弃传统的谷物种植，转而种植与
土质相匹配的植物，如波斯菊、油菜
花、格桑花、玉米、蓝莓等。

同时，为了修复被过度使用的土
地，团队选择轮作的种植方式，既有利
于土壤中养分的均衡消耗，又有利于
减轻与作物伴生的病虫杂草的危害。
通过复育土地，还原最健康的田园状
态。

现在，归原小镇的青年旅舍里，还
保留着一棵树。“经过测量，这棵树的
直径过大，我们就让这棵树穿过了房

子，现在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范鲁
峰说。

在进行村庄整体规划时，这样的
事情还有很多。在荆竹村，有一个著
名的网红景点——小天坑，这也是喀
斯特地貌形成的独特风景。原本，设
计团队打算在这里建造一个小剧场，
可是范鲁峰和同事们发现，坑底四季
常绿的水芹菜，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物
种 ，“ 稍 微 有 外 力 干 预 ，就 会 造 成 破
坏。”范鲁峰叫停了剧场的建设。现
在，小天坑保留着最初的样子，由绿色
植物装点的坑底，也吸引着更多游客
前来打卡。

“我们希望把每一棵树都保留下
来，最大程度地呈现这个村庄的美。”
范鲁峰说，民宿、餐厅、图书馆，都是利
用村民旧居改造而成的，“不搞大拆大
建，保持原汁原味，要让乡村旅游还原
生态底色。”

绿色产业提振旅游底气

古老的柴火灶、清一色的方桌竹
椅、几十把铜茶壶、上百只青花瓷杯、
一壶热气腾腾的茶、一碟花生米，在归
原茶馆，肖怡喜欢静静地饮一杯旧时
光，氤氲的茶香里，她看到越来越多的
游人到荆竹村来感受乡愁。

游人多了，产生的污水和垃圾给
环境带来的压力，能承受吗？

范鲁峰告诉记者，原有的污水处
理网无法承载现在的旅游负荷。

在仙女山街道的支持下，荆竹村
开始了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为提升
排污管的容纳能力，范鲁峰和团队实
地勘测排污管线的走向，最大程度减
少动工对生态造成的破坏。同时，由

于喀斯特地貌天然缺水，而面对日益
增多的游客，荆竹村也对水网进行了
改造，确保饮水更安全、更稳定。

硬件升级，软件也不落后。荆竹
村党支部书记谌菊也带领大伙儿进行
村居环境改造。“我们对村域沟渠、河
流进行定期的垃圾清理，并且在村规
民约中制定环境保护方案和制度，完
善环保设施。”谌菊告诉记者。不仅如
此，仙女山街道还在林地内设置人工
鸟巢和投食点，吸引鸟类栖息。

环境保护的种子开始在荆竹村生
根发芽。村民们主动捡拾垃圾、劝导
不文明不环保的行为、开展人居环境
评比，还自愿组成了志愿者队伍，维护
村里的生态环境。

村里应该发展什么产业？村里有
什么，游客需要什么？在认真分析自
身优势和发展趋势后，村干部鼓励村
民们开办农家乐、办采摘园。同时，引
进资本，在本村流转土地，发展蓝莓、
葡萄、李子等绿色水果基地。

之所以称为绿色水果，是因为荆
竹村的水果种植采用了新技术。在高
山水果示范基地，水果实行“避雨栽
培”，从源头上减少病虫 害 的 发 生 。
同时，尽量使用农家肥，降低种植对
生态的影响，使用地膜覆盖，减少雨水
冲刷带来的面源污染等。在减轻环境
污 染 的 同 时 ，水 果 口 感 也 得 到 了 提
升 。“ 我 们 的 水 果 ，游 客 尝 了 都 会 下
单。”谌菊说。

近年来，武隆区扎实推进人居环
境改造工程，积极打造环境优美的人
居环境精品村项目。“以屋面整治、景
观打造、产业发展、产业展示等为主要
建设内容，突出人居环境与产业、乡村
文化相结合，从而让美好的生态吸引
更多人走进乡村。”李鹏程告诉记者。

生态文化充实山水乡愁

在归原小镇的亲子餐厅，一群统
一着装的孩子在老师的带 领 下 井 然
有序地排队领餐。肖怡和孩子们聊
天 ，得 知 这 些 孩 子 是 来 参 加 研 学活
动的。

这几年，这里兴起了亲子游、研学
教育和非遗体验，越来越多的孩子来
到荆竹村，开展自然和文化的学习。

“我们引入了皮影戏、手工蜡染展
示、手工竹编等文化体验项目，让孩子
们在这里感受乡村文化。”范鲁峰说，
公司还将为青少年自然科普提供平
台，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感受植物的
生长过程。

此外，荆竹村打造的新型田园艺
术农业项目，让孩子们也可以亲手耕
种，在体验农耕文明的同时了解自然
规律，让更多孩子亲近自然，爱护自
然。

荆竹村在旅游产品和旅游体验中
融入民俗、非遗、乡村艺术、农耕和塘
路（驿站）文化，成立非遗文化传习所，
搭建起文化资源的宣传和保护平台，
并对蜡染、竹编、木叶吹奏、棕编制作、
土陶传统制作、老醋传统制作、豆腐干
传统制作、天然蜂蜜传统酿制、剪纸、
碗碗羊肉等文化活动和非遗项目进行
现场展示和体验。

从农事研学、农耕文化传播，到非
遗项目进行现场展示和体验，荆竹村
的生态旅游项目覆盖各个年龄群体。

“每到节假日，许多城里人驾车来这里
休闲、采摘、吃农家饭。荆竹村的村民
中，有一大半都干起了旅游服务工作，
收入一年比一年多。”谌菊说。

如今的荆竹村，长廊曲径通幽、瓜
果芳香沁心、民居古朴端庄，真正是看
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
嗅得到炊烟，闻得到鸡鸣，一幅乡村振
兴的优美画卷已经徐徐展开。

是夜，“叮咚咚，叮咚咚……”荆竹
村归原小镇的风铃声带着清凉钻进肖
怡的梦里，是儿时的记忆，也是安慰成
年后繁忙喧嚣生活的一颗糖。

◆本报记者蒋朝晖

“云南亚洲象群体之间的交
流 频 繁 ，种 群 还 在 不 断 发 展 壮
大。”日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杨华介
绍了栖息在云南的亚洲象现状。

2021 年 ，联 合 国《生 物 多 样
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
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前夕，
15 头云南亚洲象“北上南归”的
故 事 ，引 起 舆 论 广 泛 关 注 ，为
COP15 的召开营造了良好氛围，
这群亚洲象也成为云南省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一张亮丽名片。一年
多过去了，云南省的亚洲象现在
生活得怎么样？

对亚洲象采取了哪些
保护措施？

杨华说，象群回归西双版纳
一年多来，云南省认真总结经验，
进一步加大对亚洲象的保护力
度 ，不 断 提 高 亚 洲 象 科 学 保 护
水平。

实施红线管控。省林草局联
合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人民政府，对亚洲象适宜栖息区
域进行了详细踏查，结合村情、民
情、农事活动等，科学划定 3 条亚

洲象安全线，并开展监测和管控，
防止象群无序扩散。

加快建设食源地。在适宜区
域内，开展林下和林窗种草 1.2 万
亩，提高玉米、甘蔗、水稻等亚洲
象主要取食农作物的补偿标准，
确保亚洲象食物充足。

加强精准管护。在夯实原有
监测预警体系基础上，通过购买
第三方服务方式，组建了 45 人的
专业护象队，坚持人随象走，柔性
引 导 向 安 全 线 外 扩 散 的 野 象
回归。

加强监测预警。针对亚洲象
活动范围相对稳定后，分布区群
众遭受野象肇事风险和损失加大
的问题，加强亚洲象监测预警和
应急处置管理，保障人民群众人
身安全。

增 加 保 险 投 资 。 自 2010 年
探索建立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
以来，全省累计投入资金超 6 亿

元，2022 年大幅增加投资，全省
投保额 8598 万元，较 2021 年增长
31.69%。其中，普洱、西双版纳两
州（市）投保额 5200 万元，亚洲象
造成农作物损失补偿标准明显提
高，通过保险获得的玉米等农作
物补偿基本与市场价格持平。

“回家”的“短鼻家族”
近况如何？

北移象群“回家”后，亚洲象
监测团队持续开展象群监测。目
前，“短鼻家族”已再添新丁、再建
新群。2022 年 1 月 9 日，“短鼻家
族”新出生 1 头小公象；同年 6 月，

“短鼻家族”一分为二，成为两群，
一群 7 头，活动于保护区边缘；另
一群 11 头（从其他象群并入了 3
头），已返回保护区深处。同时，

自然保护区巡护员两次监测到从
玉溪单独送回的小公象，现在身
强体壮，长大了很多，已完全融入
其他象群。“短鼻家族”的近况 充
分 说 明 ，云 南 亚 洲 象 群 体 之 间
交 流 频 繁 ，种 群 还 在 不 断 发 展
壮大。

云南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
视并大力推动亚洲象国家公园创
建工作。2022 年 4 月，国家公园
管理局函复同意云南省开展创
建。根据国家公园设立指南、标
准和有关要求，云南省组织开展
了科学考察、社会影响评价、符合
性认定等工作，编制了亚洲象国
家公园范围划定和分区论证报
告、设立方案等创建材料，拍摄制
作了专题片，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经云南省政府审核并于
2022 年 8 月向国家林草局报送材
料 ，正 式 申 请 设 立 亚 洲 象 国 家
公园。

◆本报记者董若义通讯员张格平 王勇

“以前孩子们放学后连个玩的地方都没有，现在
河边建了这处小公园，既能遛娃，还能锻炼身体，真
是幸福感满满。”在泉河岸边，家住山东省济宁市汶
上县现代花园小区的居民刘阿姨笑着说。

泉河是大汶河的一条支流，从汶上县穿城而
过。依托河道沿线的环境提升和景观建设工程，泉
河变身绿意盎然的生态廊道，汇聚两岸繁华，展现勃
勃生机。

近年来，汶上县以建设“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生
态水城为目标，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修复，
在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协同推
进，县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
绿、成色更足。

“口袋公园”成为家门口的“微幸福”

漫步汶上县城区，一处处“口袋公园”颜值品质
俱佳，让市民住在画中、行在画中。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汶上县分局（以下简称汶上
县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伟告诉记者，为提升城市
环境品质，汶上县积极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在城区
筛选符合绿化区域，拆迁建园、绿地改园、拆墙透绿
和见缝插园，确保新建绿地资源涵盖面积大、辐射周
边受益市民广，依托河湖自然景观，将园林绿化品质
融入寻常百姓生活。

“口袋公园”的建设，为群众打造了家门口的“微
幸福”。它们大大满足了市民群众对公园、绿地及休
闲娱乐场所的需求，让大家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向绿而行，也要向绿要富。
在汶上县白石镇，当地围绕“山、水、林、石、人”

等 特 色 资 源 ，大 力 提 升 村 容 村 貌 ，新 增 土 地 流 转
6000 余亩，建设了千亩梅园、千亩雪桃园、千亩茶园
等特色产业项目，经济发展与改善生态有机结合、相
互促进，实现了村美民富双丰收。如今，这里建起了
以核桃为主、干鲜果树达 2.6 万亩的果品生产基地，
植被覆盖率 93%，被誉为“森林乡镇”。

在此基础上，白石镇还规划建设了乡村旅游、儿
童主题乐园、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四大板块，形成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农业旅游休闲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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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辐射周边 12个村。

科学防治让蓝天白云常在

近年来，汶上县空气质量持续提升，
公众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家住观澜国际小区的李先生说：“现
在空气越来越好了，经常能看到蓝蓝的
天空，火烧一样的彩霞 ，有 时 候 感 觉 空
气吸到嘴里都特别新鲜，很畅快，很舒
心。”

李伟告诉记者，近年来，汶上县空气
主要污染因子均呈逐年递减趋势，空气
质量稳步改善。PM2.5、PM10 平均浓度分
别从 2016 年的 79 微克/立方米和 112 微
克/立方米降到了 2021 年的 47 微克/立
方米和 90 微克/立方米。2022 年 1 月—
10 月，PM2.5 浓度为 39 微克/立方米，同
比改善 9.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较 2019
年改善了 26.3%。

成绩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汶上
县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紧
盯污染防治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
重污染天气预警应对，积极推进企业绩
效分级管控，聘请第三方专家团队，利用
颗粒物激光雷达、企业用电智能管控、
VOCs 走航监测等技术手段开展大气污
染物源解析溯源，分析空气污染状况，为
科学防治提供技术保障。同时，引领企
业投入环保实践，推动污染减排，助力环
境改善。

美丽乡村建设厚植生态振
兴动能

作为山东 2021 年全国乡村建设评
价样本县之一，汶上县加快特色美丽乡
村建设步伐，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幸福

家园、美丽家园、和谐家园。
在汶上街道莲花湖村，当地依托优

渥的生态资源，大力开发民宿、网红景
观、休闲娱乐项目，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打卡地，带动了村民增收。

在军屯乡东北一带的太白山、梅山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区，“搞好生态修
复 造福子孙后代”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
目。曾经矿坑深陷、尘土飞扬的采石矿
区，如今花草丰茂。“家门前的荒山绿了，
景色美了，心情也跟着越来越敞亮了。”
附近村民高兴地说。

在白石镇孔新村，家家户户门前摆
放着灰绿分明的垃圾桶。村民推开院
门，就能把生活垃圾按照“可堆肥垃圾”
和“其他垃圾”分类投放进垃圾箱里。

汶上县分局生态环境科科长王漫雪
对记者说：“2022 年，汶上县实施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的自然村，相比 2021 年同期
增长了 11.92%。”

在苑庄镇毕村的街道旁，绿植掩映
中有一处小小的公厕，主体围墙上的彩
绘栩栩如生，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令不
少村民交口称赞：“谁说厕所又脏又差？
俺们村头这个（厕所）不仅实用，而且好
看、洋气。”

汶上县将农村户厕和农村公厕后续
管护服务统一委托给专业队伍，有效解
决了群众改厕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不断创新粪液粪渣
后续资源化利用模式，形成管、收、用全
过程链条化新体系。

王漫雪介绍，近年来，汶上县扎实推
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小型人工湿
地和小型污水处理站、整治坑塘等，村庄
污水收集率达 70%以上，从根本上改变
了农村脏、乱、差的环境状况，建设得更
舒适、美丽、宜居。

加强精准管护增加保险投资 创建国家公园

云南亚洲象种群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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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余常海通讯员程竹青

清晨，鸟鸣脆耳，炊烟袅袅。来到重庆市荆竹
村的第一天，就让肖怡有了好心情，踩着林间落叶，她
用眼神一路“抚摸”着喀斯特地貌特有的怪石。再前
行，视界陡然打开，翠绿的乌江在山底蜿蜒转折得千娇
百媚而又气势磅礴，风景这边独好。

“荆竹村距离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很近，过去却籍
籍无名。”肖怡认为，荆竹村的自然风景一直都在，只是
过去没有得到开发。

近年来，随着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荆竹村年接
待 游 客 50 余 万 人（次），国 际 游 客 约 5 万 人（次）。
2022 年 12 月 20 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了年
度“最佳旅游乡村”名单，荆竹村成功入选。

各 类 活 动 让 荆 竹 村
充满了乐趣。受访者供图

▲

荆竹村归原小镇。
受访者供图

枫林雪韵
时间：2023 年 1月 22日
地点：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鲁北镇炮台山公园

一场小雪，覆盖了炮台山公园万亩枫树林，天宇幽兰，明月当
空，赏心悦目。近年来，扎鲁特旗全面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举措，充分利用炮台山自然山势和花草树木，辅助以人工养
护，让公园山水相依，林木茂盛。 侯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