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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子自然之子R
青砖石和木栅栏围起来的小庭院幽静

雅致，向外延伸的平台上，五色梅正随风摇

曳。门前的菜园里，种植着红色黄色的辣

椒、绿色的空心菜。走进室内，整洁明亮的

三间小屋里点缀着各色花卉和绿植，空气中

散发着微甜的清香——58 岁的谢凤英家，十

分别致。

而这样别致的小村小院，只是江苏省南

京市许多“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

美丽庭院，用田园风光
留住古村诗意

谢凤英家所在的南京市江宁区佘村，是

一个集山水资源和古民居文化资源于一体

的村落。

上世纪 90 年代，村里兴起石灰、采石业，

集体经济红火了，却破坏了生态环境。为

此，从 2000 年以来，佘村的土地利用规划以

基本农田为主，矿山宕口全部关停。

2016 年起，佘村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在

做好“三清一改”（清垃圾、清塘沟、清畜禽粪

污、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工

作的基础上，提升自然生态，优化田园风貌，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护生态肌理和乡土

气息。

越 来 越 宜 居 的 环 境 ，越 来 越 美 丽 的 家

乡，增强了村民们的幸福感，也激发着村民

们的参与热情。现在的佘村，大家齐动手、

家家共参与，共同建设“美丽庭院”，努力用

田园风光留住乡村诗意，令古村逐渐成为诗

意的栖居地。

美丽经济，生态资源优势
释放发展动力

景在村中，村融景中，人居画中。经过

多年的人居环境治理，江宁区的黄龙岘村已

从过去交通封闭、经济落后的小山村，成为

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示范村。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黄龙岘村翻新

旧房、重修道路，全面推进污水治理和“厕

所革命”。据介绍，在这些改造的实施

过程中，黄龙岘村不仅保留了环境

优势和农业特色，而且打通了“乡

村+”现代农业、休闲旅游、商贸文

创的产业链条——一方面与南京

农业大学茶叶科学研究所等科研单

位合作，建立推广黄龙岘茶标准化

生产体系，打造了由集团、街道、村民

共享的茶叶统一品牌，每年茶叶销

售总额达到 3600 万元；另一方

面，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旅

游 资 源 ，引 入 精 品

民 宿 、农 家

乐、茶社等乡村休闲旅游

新业态，释放出“美丽经济”

新活力。

美丽乡村带动产业振兴，好风

景也能当饭吃。如今，黄龙岘村外出

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目前，大多数

村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农家乐、民俗客栈

等各类农旅经营中，共同建设美丽乡村，也

在好风景里找寻着好日子。

初夏时节，大批游客前往黄龙岘村的茶

园、竹海休闲度假。据统计，黄龙岘村日游客

量高达 5 万人次，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近 500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实现了高速增长。

美丽乡村，“硬件”“软件”
全面升级

美丽宜居乡村的规划、建设、经营、管

理，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村民的参与配合。黄

龙岘村所属的牌坊社区党总支书记卢青告

诉记者，在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之初，

就多次问计于民，村民议事会在“开门规划”

中贡献出很多金点子。建设过程中，村民也

积极参与配合，更有半数以上的村民加入了

民宿和农家乐经营。此外，为做好长效管

护，全村 52 户村民自发签署了村民环保公

约，由党员干部、志愿者代表等牵头落实、监

督履约。

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同时，当地

也在大力倡导树立文明乡风，美丽乡村从

“硬件”到“软件”都实现了提档升级，村容村

貌明显改善。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一级调研员陈佩弦

介绍，目前全市 6000 多个自然村全面完成村

庄清洁行动，累计清理垃圾 93 万吨，清理河

塘沟渠、排水沟 5 万余处，畜禽粪污、秸秆综

合利用率均达 95%以上。实现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和无害化卫生户厕全覆盖，新改建农

村公厕 1800 多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

80%，江宁、高淳两区成功创建国家级“四好

农村路”示范区。全市已建成市级以上美丽

乡村 1300 多个。

美丽乡村，共建共享。据介绍，到 2025
年，南京将累计建成美丽宜居乡村 3000 个左

右，创建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100 个左右。“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画

卷，正在当地铺展。农民的增收致富、农业

的融合发展，也有了更夯实更丰盈的基础和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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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小小山村，如何在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能留住诗意乡愁？漫
步江苏南京的村畔田间，
或许你能找到些答案。

近年来，南京持续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从

“美丽庭院”里的古村诗
意，到生态资源优势释放
的发展红利，绿色擦亮了
乡村环境，让一个个小山
村变了样子，也让村民们
的生活发生着改变。

本报长春 6 月 8 日电 （记者刘以晴）记者从

日前召开的吉林省《关于落实〈天然林保护修复

制度方案〉的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吉林

省将开启天然林全面保护模式。《意见》明确，要

把所有天然林都保护起来，将重点国有天然林、

地方国有天然林、集体和个人所有天然林全部纳

入保护范围。

据介绍，吉林省将从建立天然林分级保护制

度，推广天保工程区的森林管护经验，实施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促进为辅的修复措施，建立天然

林保护行政首长负责制等举措加强天然林保护

修复。吉林省还提出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主要

目标：到 2025 年，全省全部 9382 万亩天然乔木林、

80 万亩天然灌木林地、34 万亩天然疏林地等得到

有效管护；到 2035 年，全省天然林面积保有量稳

定在 9382 万亩左右，天然林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

复；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以天然林为主体的

森林生态系统。

到2035年

吉林天然林保有量力争稳定在9382万亩左右

本报贵阳 6 月 8 日电 （记者苏滨）记者从贵

州省自然资源厅获悉：自 2014 年《贵州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砂石土资源开发管理的通知》

实施以来，在落实砂石土保价稳供前提下，贵州

砂 石 土 矿 山 数 量 由 2012 年 底 的 5677 个 减 少 到

2021 年 3 月的 2053 个，减少 3624 个，有效改善砂

石土矿山“多、小、散、乱”局面。

据 介 绍 ，贵 州 将 进 一 步 加 强 砂 石 土 开 发 管

理，对《通知》进行内容修订。原《通知》中的 12
类矿种将减少为 10 种。同时，将根据相关政策

文件，按照人口分布、区域发展实际，对新设砂

石土矿山提出最低规模为 30 万立方米/年的硬

性要求，将矿山指标数量交由市（州）人民政府

统筹。

加强砂石土资源开发管理

贵州压减3624个砂石土矿山

2020 年 8 月，云南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免

费向公众开放。截至今年 2 月，该馆吸引游客 60 万余人

次。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受人关注，云南玉溪师范学院

古生物研究中心主任陈爱林深感欣慰。

1995 年，从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毕业的陈爱林来到当

时的澄江县（现为澄江市）工作，从此和澄江化石结下不解

之缘。20 多年来，他参与澄江化石的修复和保护，默默守

护着这片“化石宝库”。

参与研究“昆明鱼”化石，为寒武纪
生命大爆发提供例证

“昆明鱼”化石上世纪末在澄江化石地被发现，陈爱林

认为这是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昆明鱼生活

在距今 5 亿多年前的寒武纪时期。它的发现把人类所知的

脊椎动物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约 4000 万年。

昆明鱼、奇虾、抚仙湖虫……陈爱林对澄江的“宝贝”如

数家珍。自 1984 年 7 月澄江动物化石群被发现以来，这里

已发掘出 20 个门类、280 余种寒武纪珍稀动植物化石，且

80%属于新种。

陈爱林介绍，研究发现，澄江化石地精确记录了寒武

纪早期生命大爆发的史实，是寒武纪早期生命大爆发最

好的例证。同时，澄江化石具有显著的物种多样性特征，

展示了完整的寒武纪早期海洋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是

了解寒武纪早期生物群落结构的最好窗口。

对开采的化石进行修复，让化石
得到有效保护

2012 年 7 月，在第三十六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澄江化石

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结果公布那一刻，作为申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陈爱林，

思绪飘回和澄江化石初次相遇的时候。

1995 年，陈爱林来到澄江工作。在文化馆一个角落，

陈爱林看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古化石：12 个绿色的展柜、40
余件化石标本……陈爱林发现，展品的标签有不少年代

和名称的错误。由于展柜没有灯光，化石看上去黑乎乎

一片。

听同事介绍了情况，陈爱林才知道，原来，当时澄江既

缺少从事古化石研究和保护的专业人才，也缺少资金支

持。他写信给大学同学，请他们帮助复印有关论文；利用周

末和假日，步行到离县城 8 公里外的帽天山采集化石；修复

化石、写论文……就这样，积少成多，为日后澄江化石地申

报国家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打下了一定基础。

1997 年 5 月 , 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在澄江召

开保护澄江动物化石群现场会，建立了澄江动物化石群省

级自然保护区，并成立了保护区管理委员会。陈爱林进入

管委会工作。2001 年 3 月，澄江化石地的核心区域——帽

天山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地质公园之一。

倡导帽天山生态保护，参与澄江
化石地申遗工作

自澄江化石被发现起，化石遗迹保护和磷矿开发的矛

盾就一直存在。陈爱林一直呼吁在帽天山国家地质公园暂

停磷矿开发、加强澄江化石地的保护。

为了保护澄江化石地，当地政府果断关停帽天山周边

14 个磷矿采集点，同步推进生态修复、土地退耕、环境整治

等工作。与此同时，陈爱林也在思考如何让澄江化石地为

地方经济发展服务。2003 年，陈爱林发表了一篇论文，提

出将澄江化石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如此，既能改善化石

保护现状，也可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在第三十六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他负责宣传、解释澄江

化石地的价值与保护状况，推动申遗工作取得成功。

2015 年 10 月，陈爱林调到玉溪师范学院工作。他创立

了玉溪师范学院古生物研究中心，还和同事开设了 4 门与

澄江化石地有关的通识课，深受同学欢迎。

“化石还原地球的过往，是生命的记录者，保护化石是

人类共同的责任”“课上不仅学到了化石的知识，也被那些

为化石保护奉献青春的古生物专家所感动”……陈爱林的

书柜里放着厚厚几摞信纸，里面是选修澄江化石地课程的

同学们的结课报告。陈爱林说，感到劳累时，他会把这些报

告翻出来看一看，便觉得心中又充满了力量。

20 多年致力于澄江化石修复

与保护，陈爱林——

“化石宝库”倾力守护
本报记者 叶传增

陈爱林在工作。 资料图片

图图①①：：黄龙岘村黄龙岘村。。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金良快摄摄

图图②②：：江宁区谷里街道大塘金村江宁区谷里街道大塘金村。。

方东旭方东旭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贺勇）

记者日前获悉：“十三五”以来，北京市在

确保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用

水总量基本维持在 41 亿立方米左右，万

元 GDP 用 水 量 由 15.4 立 方 米 下 降 至

11.3 立方米。

北京是资源型严重缺水城市，南水

北调工程通水以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北京水资源短缺的局面，但水资源供需

矛盾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十三五”时期，

北京市有序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积极

倡导“光瓶行动”，推动海绵城市建设、污

水再生利用和城市水生态环境修复，促

进城市更新改造和水与经济社会协调健

康发展，并把人水和谐的理念贯彻和落

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努力

构建节俭高效、生态健康的社会用水循

环系统。目前北京再生水年配置量达

12 亿立方米，成为首都不可或缺的重要

水源。

本报上海 6 月 8 日电 （记者田泓）

记者日前获悉：2020 年，上海万元 GDP
用 水 量 降 至 19 立 方 米 ，比 上 年 下 降

5%。在稳步推进国家级和市级节水型

社会试点建设的同时，上海 9 个郊区全

部完成县域节水型社会的达标建设。

据介绍，2020 年，上海万元工业增

加 值 用 水 量 为 34 立 方 米 ，比 上 年 下 降

2.9%；累计完成各类节水措施 938 项，最

高日节水量达 2.14 万立方米。

近年来，上海加快开展节水型社会

建设。稳步推进浦东新区、青浦区、金山

区 3 个国家级和闵行区、嘉定区、奉贤

区、松江区、宝山区、崇明区 6 个市级节

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强化节水监督考

核，将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主要指标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将节水

工作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在

节水政策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方面，推

进合同节水，采用节水效果保证型和用

水托管型两种模式，实现单位用水精细

化管理。

有序推进节水工作

北京再生水年配置量达12亿立方米
上海万元GDP用水量降至19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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