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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香

“北枕长垣、面临洋水、左挹
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历史
上，在此建城实乃“万全之策”，河
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由此得名。

近年来，万全区在保障完成
首都上风上水地区生态环保的政
治任务上，着力发挥自身区位、资
源优势，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
谐的绿色发展之路。

科学施策，扎实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为确保全区环境质量不断改
善，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万全区
分局（以下简称万全区分局）科学
施策、细化举措，扎实开展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

2022 年 对 3 家 企 业 开 展 了
VOCs 源头替代、无组织及末端
治理工程。鼓励 VOCs 企业落实

“白转黑”生产调控措施，生产时
间尽量调整到当日 20 点至次日
早 8点。

在加大乡镇空气质量管控力
度上，万全区分局依据全市各县
区及乡镇空气质量排名通报，对
全区 11 个乡镇空气质量每半月
进行通报排名，压实乡镇、村的秸
秆、垃圾禁烧管控属地责任，并充
分运用视频监控及红外报警秸秆
禁烧监控点位科技手段，进一步
提高火点远程监管能力、定位处
置能力。

通 过 不 懈 努 力 ，2022 年 ，万
全区 PM2.5平均浓度为 19 微克/立

方米，全省排名第 6 名，同比下降
32.1%，达标天数 230 天，同比增
加 17 天，达标率 90.9%，远超达标
率 85%的目标任务。

精准管控，提升农村
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能力

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万全区大力提
升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能
力，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万全区分局充分发挥区、乡、
村三级网格化排查机制，常态化
排查农村黑臭水体，精准管控。
大力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
理工程，总投资 977 万元，实现村
庄无害化处理设施全覆盖。

今年，万全区积极推进地下
水污染防治分区管理，精准实施
县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编制
实施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
确保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稳定在
93%以上。

精准执法，为企业提
供特色政策服务

万全区分局严格落实精准执
法、高效执法理念，2022 年以来，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923 人（次），
检查企业 336 家（次），对发现的
问题督促立行立改。

在 加 强 管 理 的 同 时 加 强 服
务。做好总量指标初审工作，确
保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确
认。在保证准确无误、符合相关
要求的基础上，3 个工作日内出

具建设项目环评应执行标准。做
好排污许可登记的质量核查，督
促已申领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做好
台账记录、自行性监测和执行报
告的提交工作。

与此同时，将支柱企业、产业
链供应链“白名单”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省级重点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头部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及以上
绿色工厂（车间）纳入环保正面清
单，保障其在环保达标条件下不
停产不限产。

因地制宜为“白名单”企业提
供特色政策服务，建立企业诉求
快速回应和解决问题的服务机
制，及时解答和处理企业复工达
产中的具体问题。

全区统筹，推进乡村
生态振兴示范创建工作

2022 年，万全区乡村生态振
兴示范创建村共计 4 个，即霍家
房村、盆窑村、马连堡村和老龙湾
村，正在按照实施方案及创建计
划稳步推进。

在全区统筹的带动下，各乡
镇纷纷积极行动。万全镇对乡村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坚持做到
定点堆放、日产日清，对镇村两级
公路沿线杂草进行清除，对重点
水渠干沟进行清淤。

宣平堡乡霍家房村开展“党
建引领垃圾分类，打造乡村固废
处理”行动，村干部和其他党员在
干湿垃圾分类活动中做到先学一
步、努力学深一层，走入街头巷尾

为村民讲解，主动引领健康生活
新方式。

安 家 堡 乡 组 织 拆 除 坍 塌 、
废 旧 房 屋 ，充 分 整 合 村 庄 闲 置
地 、边 角 地 建 设 小 游 园 、小 菜
园、小果园，杂乱院落得到有效
治理。

高庙堡乡组织乡综合行政执
法队突击检查各村卫生死角、大
街小巷、庭院内外、村庄主干道的
建筑垃圾、柴草杂物、畜禽粪便
等，要求村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直
接抓，将村庄环境卫生纳入各村
年底考核。

生态产业，激活绿色
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的
2022 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
中，万全糯玉米成功入选。

经过多年发展，万全区已成
为享誉全国的“五大鲜食玉米生

产加工基地之一”。鲜食玉米产
品不仅畅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国
内大中城市，还远销日本、韩国等
东亚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欧美
国家。

同时，万全区紧紧抓住京津
冀协同发展、北京携手张家口举
办冬奥会、建设国家可再生能源
示范区、撤县设区四大历史机遇，
着力打造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可
再生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
物制药、医疗器械等生命健康产
业“三大基地”，培育跨越提升新
引擎。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使
万全区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
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同
时，也成为招商引资不可或缺的
优势。蓝天碧水为万全区经济发
展厚植了生态底色，擦亮绿色万
全的靓丽名片。

（作者系张家口市生态环境
局万全区分局总工程师）

万全：厚植生态底色 擦亮绿色名片

◆本报记者余常海

青山绿水，花果飘香……
五一小长假期间，重庆市奉节
县青龙镇大窝景区迎来八方游
客。

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寸
草不生的一家硫磺厂，如今却
成了不少市民休闲、避暑的热
门“打卡地”。这里是“全国生
态文化村”，还入选“2019 年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第二批
国家森林乡村名单及重庆市首
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并于
2020 年 被 评 为 国 家 AAAA 级
景区。

大窝社区，谭家包，一棵名
为“樟干爹”的百年樟树枝繁叶
茂。站在树下远眺，苍山薄雾，
玉笔沟勾勒出大山青翠温柔的
曲线。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数年
前，这棵百年樟树竟是方圆 10
平方公里内鲜有的大树；而玉
笔沟的溪水，则是刺眼的红黄
色，鱼虾绝迹。

上个世纪 50 年代，大窝社
区由原四川省国营企业一磺厂
与大窝村组成，距奉节县城 60
余公里，平均海拔超过千米。
大 窝 社 区 一 磺 厂 成 立 于 1951
年，工人总数达 3600 人。全盛
时期硫磺年产量达 7197 吨，创
造 税 收 1100 余 万 元 ，占 全 县
GDP 比 例 33% 。 1998 年 硫 磺
生产线虽全面停产，但转型发
展起了煤炭，1999 年至 2011 年
总产煤量达 170万吨。

“当地民间曾流传这样的
说法——儿要进厂，女要嫁厂，
幸福生活大家享。”今年 50 岁
的青龙镇大窝社区居委会支部
书记文金平曾在一磺厂工作。
他表示，生产硫磺和煤炭，是大
窝社区的辉煌历史，也是大窝
人曾经的骄傲。

但是，资源的过度开采对
当 地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了 严 重 破

坏，土地长年受硫磺侵蚀，酸化
严重，导致森林覆盖率低，厂部
核心区域几乎寸草不生。

但神奇的是，尽管周边土
地荒漠化严重，这棵百年樟树
却屹立不倒，成为大窝社区历
史变迁的见证。

2015 年，一磺厂实施政策
性关闭，部分群众搬离了大窝
社区。

面对硫磺、煤炭开采后留
下的满目疮痍和群众搬迁的无
奈，文金平和村干部痛定思痛、
多方考察，做出了“靠山吃山”
的战略抉择，决心发展可持续
的生态产业，把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

为改变工业发展对自然生
态破坏的现状，大窝社区先后
开 展 补 植 补 造 10 余 次 ，以 柏
树 、落 叶 松 为 主 ，改 造 荒 山
4000 余亩，种植植被 90 万株，
经果造林 2500 余亩。通过 10
年时间的植树造林，大窝社区
现森林覆盖率达 90%。

此外，村里还大力发展集
体经济组织，饲养高山冷水鱼
30 万尾、种植石榴 1100 亩、芍
药 900 亩、脆李 1700 亩，年产值
达 200 万元，既保护了青山绿
水，又丰富了大窝社区的生态
美景。

有了树、有了景，文金平又
想到了利用一磺厂遗址，打造
工业文明遗址、历史建筑遗迹、
艰苦创业历史教育基地。利用
高山奇峰、峡谷沟壑、地下溶
洞，先后打造出望月湖休闲游
乐区、海豚湾自然观光区和爱
情堡极限体验区。

值得一提的是，文金平和
村民在设计爱情堡极限体验区
时 就 地 取 材 。“ 景 区 的 标 识

‘LOVE’就是以前运输煤炭的
铁轨做的，还有路灯灯座，就是
烧煤炉改造的。”文金平如数家
珍，他介绍，爱情堡分为多个区
域，其中，姻缘桥和“天空之境”
最受游客喜爱，站在姻缘桥上，
就能看到曾经的煤矿坑，有恍
如隔世的感觉。

如今，大窝社区带动发展
农家乐 14 家，每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旅游收入达到 500 万元，
带动 941户群众稳定增收。

“哇，这瓜真甜啊！”“瓜皮像纸一样薄，
掰开就能吃。”

5 月 1 日，位于山东省曲阜市息陬镇二
张曲村的儒源小镇，迎来大批游客入园采
摘。在纸皮西瓜大棚外，不少游客迫不及待
地品尝起刚采摘的西瓜。香甜的口感让大
家连呼过瘾。

过去，当地农户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
等农作物为主，经济效益较低。近年来，息
陬镇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引进儒源春秋耕
读文化体验园项目，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观
光旅游，不仅为市民提供了度假休闲的好去
处，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
位，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依托生态优势，致富一方百姓。儒源
小镇的绿色崛起，是曲阜市大力推进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生动实践。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曲阜市分局党组书
记、局长何洪军说，近年来，曲阜市委、市政
府积极推动生态要素变生产要素、生态价
值变经济价值、生态优势变发展优势，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融合发展
的曲阜路径。

蓼河湿地：从臭水沟变身
“清明上河图”

在曲阜市城南，有一条绵延 20 里的生
态廊道——蓼河。这里的自然生态与人文
景观相映成趣，被当地人称为“现代版清明
上河图”。

过去，蓼河周边杂草丛生、污水横流，
行人避之惟恐不及。为改善蓼河生态环境，
曲阜市利用流域河道及滩地，谋划实施了蓼
河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及生态修复工程。

曲阜市分局党组副书记陈瑞剑介绍，
蓼河人工湿地是一项通过物理、化学、生
物、生态等手段，就地净化污水的多功能水
生态修复工程，使蓼河水质稳定达到地表
水Ⅲ类标准，河道生态得以修复。

2015 年 6 月，这片水域首次出现了具
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的桃花水母，成为蓼
河水质向好的有力印证。

在此基础上，曲阜市对沂河等主要河
道也实施了生态修复整治。依托生态优
势，以儒家“五常”“五德”为主题，沿线建设
了十大主题园区，形成集旅游休闲、文化教
育、科普展示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带状综
合体，成为曲阜文化旅游新景点。

提起城市里“冒”出的生态廊道，很多
市民都竖起了大拇指：“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空气好了、环境美了，带着孩子散步时，能
在水边看小鱼儿了。”

“通过做好生态修复文章，提升绿水青
山‘颜值’，这是推动‘两山’转化的基础和
关键。”何洪军对记者说。

近年来，曲阜市累计治理河道 33.2 公
里，相继建设了孔子湖、崇文湖湿地公园，
蓼河、沂河、仙河等人工湿地，实现城区水
系“六河贯通”，形成了“水绕城、水环城、水
养城、水美城”的独特景观。

鲁源新村：生态蝶变托起乡
村振兴梦

北靠青山，南依大河，鲁源新村的特色
民居鳞次栉比。这里草木葱茏，街巷整洁，
民俗旅游如火如荼。

“这个五一假期，村里 150 多家民宿全
部爆满。”鲁源新村妇联主席孔凡玲对记者
说。

鲁源新村位于曲阜市尼山镇东部，是
古代昌平乡故地。村子北靠文化名山尼
山，南邻有睡佛美称的昌平山，东傍以孔子
母亲命名的颜母山，地处尼山省级文化旅
游度假区腹地，与尼山圣境风景区、圣水湖

（尼山水库）浑然一体，形成了“一山一湖一
圣人”的优美风景带。

近年来，鲁源新村高度重视生态环境
治理修复，在新村建设时科学规划、设计，
配套建成了生活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站，
实现生活污水的集中收集、无害化处理，有
效保护了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和区域生
态环境安全。

在乡村治理中，鲁源新村引入农村协
作者团队，指导村民开展垃圾分类、社工培
养和社区营造等工作，提升村民环境意识，
确保村内垃圾分类收集、清运、处理等工作
有效开展。

“村子干净漂亮了，游客才愿意来。游
客来得多了，我们的日子才会更加红火。”
经营“六一民俗”的刘大娘乐呵呵地说。

依托区位优势，鲁源新村成立了物业
管理公司和集体经济合作社，大力发展物
业管理、资产经营、乡村旅游等产业，开发
鲁源高端设施农业、“里仁美宿”等项目，扩
大蜜蜂生态园及农业采摘业等增收渠道，
实现了生态、经济、民生效益的显著提升。
目前，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突破 150万元。

老山村焕发新生机，吸引大批年轻人
回乡创业。90 后姑娘王闰夏本在天津打
工，如今在村里经营着“清源民宿”。“这两
年生态文旅越来越火，搬迁后的新村有了
做民宿的条件，我们就抓住机会回来了，目
前收入一点不比打工挣得少，还实现家门
口就业。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家人的小
幸福。”王闰夏喜滋滋地说。

记者了解到，为厚植生态优势，鲁源新
村相继实施了鲁源河治理、建设了鲁源郊
野公园，预留了生态农业发展空间，为新村
的下一步发展和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营造了
良好条件。

“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统一的民宿运
营管理平台，把鲁源新村民俗旅游做成品
牌。同时，依托孔子文化，引入文旅项目，
推介周边农产品和手工文创，提升农文旅
产 业 内 涵 和 价 值 ，带 动 周 边 村 庄 振 兴 致
富。”孔凡玲说。

石门山镇：项目牵引让绿水
青山淌金流银

地处曲阜市最北端的 AAAA 级景区
——石门山景区，山峰秀美、洞壑深幽、溪
水潺潺，被誉为“森林浴场”“天然氧吧”。

自古以来，无数先贤在这里寻奇探幽
留下佳话。相传李白、杜甫结伴游览石门
山，留下了“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的名
句；清朝康熙年间孔尚任在此隐居 5 年，作
出名满天下的《桃花扇》。

有美景、有历史、有文化，如何把这些

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石门山镇常务副镇长孔祥阜告诉记

者：“近年来，我们以打造‘生态慢城·幸福
石门’为目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
造‘全域旅游’多元产业体系，实现以旅助
农、以 农 兴 旅 ，让 环 境 美 起 来、群 众 富 起
来。”

依托美丽乡村项目建设，石门山镇深
入挖掘自然、文化、生态等资源，先后打造
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石门山庄村、
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周庄村、红色记忆
——黄沟村等一批农旅融合的示范村。

石门山镇深挖境内旅游资源，努力打
造乡村文化旅游综合服务小镇。

其中，总投资 7800 万元的蜗牛谷休闲
体验区，目前已投入运营。这个集儒家文
化体验、山水生态体验、田园农耕实践、休
闲娱乐体验和国防教育体验于一体的“沉
浸式”休闲体验目的地，吸引了大批游客。

占地 1400 亩的仙河花海景区，主打山
水田园的自然生态格局，致力打造大型水
上生态休闲度假景区。今年五一小长假期
间，单日最大接待量达 5000 人（次）。

总投资 27.1 亿元的石门康旅慢城项
目，融温泉酒店、田园农耕、康养运动、葡萄
酒庄园和休闲体验于一体，全部建成后，年
可接待游客 100万人（次）以上。

“今后，我们将立足孔子故里与儒家文
化发源地的城市定位，充分发挥良好的区
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继续做好‘两
山’转化文章，做大‘金山银山’价值，实现
生态改善、惠民富民。”何洪军对记者说。

有美景有历史有文化，曲阜依托生态优势激活发展优势

孔子故里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董若义通讯员曹海霞 程高珂

厂区变身幸福“大窝”

点绿成金点绿成金惠惠民生民生

本报记者张铭贤衡水报
道 由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主办的《中西建交五十
周年》纪念邮票首发仪式，日前
在衡水湖举行。

为纪念中西建交 50 周年，
中国邮政于今年 5 月 10 日发行

《中西建交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1 套两枚。这套邮票由中西两
国联合发行，邮票图案以西班
牙的富恩特皮埃德拉湖和中国
的衡水湖为题材，展现出两国
湖泊的旖旎风光和自然生态特
征，画面构图简约明快，表现意
境清朗优美。据了解，这是衡
水湖首次作为国家名片出现在
中外联合发行的邮票当中，展
现了衡水湖的生态之美以及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

衡水湖是华北平原单体水
面最大且唯一保持沼泽、水域、
滩涂、草甸和林地等完整湿地

生态系统的内陆淡水湖泊，是
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
要湿地。

近年来，衡水市不断加大
对衡水湖的治理和保护力度，
水质总体稳定在地表水Ⅲ类标
准，以“近自然”理念推进生态
修复，创新实施以鸟类栖息为
核心的保护模式，设立季节性
核心区，在鸟类繁殖季节，将衡
水 湖 小 湖 隔 堤 进 行 封 闭 式 管
理，控制人为因素的干扰，让衡
水湖湿地生态系统更具完整性
和稳定性，各类动植物有了良
好的生存环境。

衡水湖目前观测记录到鸟
类 333 种 ，昆 虫 757 种 ，植 物
594 种 ，鱼 类 45 种 。 其 中 ，有
卷羽鹈鹕、白尾海雕、白头鹤
等 国 家 一 级 重 点 保 护 鸟 类 达
21 种 ，白 琵 鹭 、小 天 鹅 、大 天
鹅 等 国 家 二 级 重 点 保 护 鸟 类
63种。

《中西建交五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

衡水湖荣登“国家名片”

▲图为曲阜市蓼河生态景观带一角。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曲阜市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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