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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
西右玉广大干部群众种树
1.3亿多棵，全县林木绿化
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不
到 0.3%增至 56%。昔日
的不毛之地，已经变成了
塞上的绿色明珠。

如今，右玉的宜林荒
山已经基本绿化完成，右
玉人也开始继续探索——
这场“绿色接力赛”该如何
继续跑好？

出山西右玉县城，向西北行进 30 多公里，

便见杨千河乡西南的丘陵山地。

“到了夏天，这里将满眼尽绿，一派生机。”

指着山上高矮参差的小树，右玉县委副书记、

杨千河乡党委书记刘世君满怀期待。

这片山地面积过万亩，梁峁交错，交通不

便，曾是右玉县最后一片宜林荒山。2020 年，

右玉人背苗开路，锹挖镐刨，一坑坑“抠”，一棵

棵种，终于啃掉这块“硬骨头”。

从单一种树转向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

“这是三四年前的苍头河湿地公园，植被

稀疏，绿色单薄；如今，沿河湿地水丰草美，树

绿花红，色彩斑斓。”右玉博物馆工作人员王涛

特意拿出两张照片作对比。

苍头河治理前，每遇山洪，河水漫溢，冲毁

村庄和农田。经过右玉干部群众数十年的造

林绿化，沿岸生态显著改善。在此基础上，右

玉县适时启动杀虎口生态治理工程，从单一种

树转向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提升流域生态

品质。

“ 这 块 区 域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各 种 要 素 齐

全。”右玉县林业局局长刘占彪指着工程规划

图介绍，这里还有明长城、杀虎口等历史文化

遗迹，“要进行集生态与文化为一体的系统性

治理。”

苍头河流域内的湿地以自然修复为主、工

程修复为辅，采用乔灌草立体栽植，科学栽植山

桃、山杏、樟子松、油松、柠条等 10多种植物。近

年来，苍头河水质常年保持在Ⅲ类以上。

苍头河人工河柳工程、四五道岭小流域综

合治理等生态工程，也给当地生态文化旅游提

供了绿色基础。雄关杀虎口、壮美明长城、苍

凉古战场……一处处历史文化印记，星点散落

于绿水青山之间，让人流连忘返。

“这两年，游客越来越多，买卖越来越好，

每年能收入三四万元。”在杀虎口景区摆摊卖

凉粉的杀虎口村村民李四红说，村里还成立了

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带动百余贫困人口脱贫

致富。

“虽然受疫情影响，但 2020 年右玉接待游

客 425.15 万人次，比 2019 年增长了近 10 个百

分点，目前相关收入还没统计出来，估计也差

不了。”右玉县委副书记姚树山说。

提高产品附加值，变生态
优势为经济优势

“这里边只有 7 克，能卖 40 多元。”右玉县

图远实业股份公司总经理刘德智拿起桌上一

个小瓶，如数家珍，“里边装的是冻干小香葱，

属于高附加值产品。”

高附加值，源于良好的生态和适宜的气

候。刘德智说：“当时公司要转型，我们发现，小

香葱在市场上前景好、利润空间大，但其种植、

生产技术要求高，对生态环境要求更加苛刻。”

通过实地调研，刘德智他们得出结论——

右玉的生态和气候非常适合种香葱。于是，图

远公司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经营模

式，建设温室大棚 50 亩、流转土地 3500 亩，建

成了高标准小香葱种植基地。

图远公司主打的冻干小香葱产品，年平均

外贸出口 700 多万美元。图远公司的种植基地

可带动 2000 余农户增收 1400 多万元，每年 5 月

至 10月还可提供 200多个就业岗位。

如今，右玉的绿色产业已初具规模：75 万

只羊、40 万亩小杂粮、4.2 万亩多样化种植土

地、20 多家绿色农业龙头企业……生态红利颇

为丰厚。

寒冬腊月，右玉沙棘研究所所长曹满还是

闲不下来，整天忙于“右玉县野生沙棘改造技

术的研究”项目。“目前，右玉有 28 万亩沙棘林，

只有少部分完成了升级改造，改造提质的空间

还非常大。”曹满告诉记者，采用清水泡穗、草

帘覆盖等技术，未来，改造后的野生沙棘果的

产量将是没经过改良的野生沙棘产量的 7 倍。

据介绍，未来 5 年，右玉要在全域绿化后继

续投资 14 亿元，实施 19 个产业项目。

敬畏自然，呵护发展根基

“右玉的绿水青山，是大家数十年艰苦奋

斗干出来的，一定要保护好这个绿色的发展根

基 。”山 西 农 业 大 学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教 授 张 建

新说。

18 年潜心研究生态肉羊健康养殖，张建

新认为右玉的生态承畜量有限，人工培育与

生态资源合理利用要相结合，以草定畜、草畜

平衡。

在右玉，祥和岭上公司在 1 万多亩荒地上

建成生态牧场，人工种植的灌木、乔木遍布其

中，在保持水土的同时，为牧草生长提供养分。

“这样的模式，可以尽可能避免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祥和岭上公司董事长张宏祥说，

“以最低的生态成本，养出更多的生态羊。”

如今，该生态牧场年出栏肉羊 2 万多只，还

吸引了 80 多名周边村民务工，带动当地村民脱

贫致富。

曾经，右玉工业园区想升级更名为“经济

技术开发区”，最终定名为“生态文化旅游示范

区”。名称之变的背后，体现出生态在右玉发

展结构中的分量愈发重要。

为了呵护绿色成果，近 5 年，右玉县累计拒

绝 20 多个项目，涉及资金 100 多亿元。艰苦奋

斗的右玉人，在享受生态红利的同时，也对生

态极为珍惜和敬畏。

眼下的右玉朔风凛冽、天寒地冻，杨千河

乡 陆 家 庄 村 村 民 王 元 世 和 家 人 出 门 打 沙 棘

果。“平均下来，一天打的沙棘果能卖 400 元左

右，一季下来能有不少收入。”王元世说。

“目前，右玉的宜林荒山已经基本绿化完

成，绿色发展、生态建设也有了新目标、新要

求。”朔州市委常委、右玉县委书记张震海说，

“肩上的担子丝毫不比以前轻，我们更加需要

继承和发扬右玉精神，跑好这场绿色接力赛。”

上图：日暮下的苍头河。

贺朝善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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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18日电 （记者顾仲阳）记者从国家

林草局获悉：“十三五”时期，我国森林旅游游客总量达

到 75 亿 人 次 ，创 造 社 会 综 合 产 值 6.8 万 亿 元 ，其 中 ，

2019 年森林旅游游客量达到 18 亿人次，创造社会综合

产值 1.75 万亿元；2020 年下半年，森林旅游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复苏势头强劲，全年游客量达到 2019 年

游客量的 84.2%。

据介绍，国家林草局围绕新业态培育、国家森林步

道建设、自然教育等编制了一系列行业标准，各地建设

森林步道约 2.2 万公里，一批以体验、健康、教育、运动、

文化等为主题的森林旅游新业态兴起，一批森林旅游

品牌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有力地推动了“十三五”期间

全国森林旅游业的蓬勃发展。2016—2019 年，全森林

旅游游客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14.5%，占国内旅游人数

的比例从 27%上升到 30%。此外，“十三五”时期，依托

森林旅游，全国 147.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年户均增收

约 5500 元。

“十三五”期间

森林旅游游客量
达75亿人次

带动147.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

新中国成立之初，山西右玉县的林木绿化

率不到 0.3%，恶劣的生态环境，一度让当地群众

苦不堪言。70 多年来，右玉广大干部群众艰苦

奋斗，种树达 1.3 亿多棵，全县林木绿化率达到

了 56%。从昔日的不毛之地到如今的塞上绿

洲，右玉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绿色答卷。

“绿色地基”已夯实，发展须有新作为。面

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时代的新要

求 ，右 玉 的 下 一 步 行 动 ，也 有 了 更 为 丰 富 的

内容。

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志在长远

的“右玉精神”，为右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

神动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

为右玉发展的行动指引。

站上绿色发展的新起点，生态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坚韧不拔的右玉人再蹚新路。我们相

信 ，右 玉 的“ 绿 色 接 力 赛 ”一 定 会 跑 出 新 的

精彩。

站上绿色发展新起点
木 泽

■快评R

本报福州 1月 18日电 （记者王崟欣）日前，福建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林业局共同编发《福建省红树林保

护修复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到 2025 年，福建省要

营造红树林 675 公顷，修复现有红树林 550 公顷。

未来 5 年，福建省将开展七大重点行动，通过实施

红树林整体保护、红树林生态修复、加强红树林自然保

护地管理、强化红树林科技支撑、完善红树林保护制度

体系等举措，推进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建设，逐步完成自

然保护地内的养殖塘等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的清

退，恢复红树林自然保护地生态功能。福建省还将实

施红树林生态修复，在适宜恢复区域营造红树林，在退

化区域实施抚育和提质改造，扩大红树林面积，提升红

树林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

到2025年

福建将营造红树林675公顷

近日，在湖南长沙高新区一个小区旁的一处市政

园林绿化取水点，环卫车司机拧开绿色的取水口开关

后，在小区地下蓄积并简单净化过的雨水通过管道，很

快就装满了 15 立方米容量的储水罐。

环卫用水实现用雨水部分替代市政自来水，得益

于城市雨水水权交易在长沙的实施。2020 年 12 月 11
日，国内第一宗“雨水交易”在长沙顺利成交。今年 1
月 7 日，由中国水权交易所确认的全国首宗城市雨水

水权交易鉴证书正式颁发。

雨水变资产，海绵城市建设是基础。长沙市近年

来大力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目前已有雨水地下收集工

程 500 多处。全市共建成 7 万立方米的雨水蓄积池，如

果全部实现雨水资源交易，每年将可以节约 70 万立方

米自来水。

“雨水资源资产化，解决了海绵城市建设后如何合

理利用‘海绵里的水’的问题。如果将海绵城市蓄积的

水放任不管，可能又会产生新的水环境问题。这次的

交易，虽然总量还不算很大，但是为后续海绵城市建设

中的资源合理利用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长沙市海绵城

市生态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刘波说。

全国首宗城市雨水水权交易

鉴证书颁发

循 环 再 利 用
雨 水 变 资 产

本报记者 孙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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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1 月 18 日电 （记者田泓）“十三五”期

间，上海积极拓展绿色生态空间，截至 2020 年底，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 18.49%，累计新建绿地逾 6000 公顷，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8.5 平

方米，湿地保有量达到 46.46 万公顷。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总工程师朱心军介绍，上海

“环、楔、廊、园、林”的生态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城市绿

道和生态廊道建设成效显著；完成绿道建设 1093 公

里，黄浦江滨江绿道 45 公里核心段贯通；17 条（片）市

级重点生态廊道基本建成，崇明世界级生态岛、长江两

岸等完成造林 30 万亩；城市公园从 2015 年的 165 座增

加到 2020 年的 406 座，金山廊下等 7 座郊野公园相继

建成开放，230 个街心花园为市民提供了身边的精致

生态空间；区域绿地和立体绿网建设稳步推进，4038
公顷的外环绿带全面建成；全市累计建成 20 个野生动

物重要栖息地，恢复、新建湿地和野生动物栖息地近

6300 余亩，累计划设 6 个野生动物禁猎区。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再新增绿道 1000
公里，推进实施环城公园带（一期）建设，形成外环“彩

带”；重点打造环廊森林片区，建设一批特色明显的开

放休闲林地，构建点上造林成景、线上绿化成荫、面上

连片成网的林地体系；加强新生湿地培育、保育和生态

修复，全市湿地保有量维持在 46.46 万公顷；逐步构建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

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

“十三五”期间

上海新建绿地6000公顷

■美丽中国R

近年来，浙江省德清县构建覆盖县、镇（街道）、村的三级河长体系，对水系流动性不强的小微

水体进行立体式生态治理，在湖底栽种矮生苦草、金鱼藻等沉水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目前已

建成 5 个村级“水下森林”，种植沉水植物总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

图①：18 日，德清县洛舍镇洛舍村村级河长在百亩漾“水下森林”养护水下植物。

图②：18 日，百亩漾“水下森林”吸引了大批鸟类。

谢尚国摄（影像中国）

“水下森林”净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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