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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覆一寸雪，香飘十里村。

近日，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三道岭村，一

棵有着 541 年树龄的流苏树进入盛花期。流苏

树约有五层楼高，粗可环抱、虬枝如铁、繁花胜

雪。流苏树下，游人如织。

这是蓟州区全面加强生态保护成效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蓟州区立足京津冀生态涵养发展区

定位，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加强监测巡护，古树保护
措施更实

“这棵树美得令人心醉”“今天真是不虚此

行”……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赞叹声此起彼伏。

“这棵流苏树可是村里的宝贝。每天都有很

多人在树下打卡，今年‘五一’假期每天能来四五

千人。”今年 55 岁的三道岭村党支部书记丁春立

是这棵树的“树长”。每天早上 7 点，他会准时到

树下巡视。

“我们不打药，也不过度人为干预。”丁春立

自豪地说，“我们不剪伐这棵树的任何一根小枝

条。以前因为其他原因剪伐过，谁知导致小枝条

所在的枝干枯萎。后来为保护流苏树，村里再也

不动这棵树的一枝一叶，现在这棵树每年都花繁

叶茂、茁壮成长。”

为避免游客对古树造成伤害，三道岭村村委

会在其周围设置围栏，定期清理周边环境。每逢

花期或者旅游旺季，村干部每天巡护。

“我们村子不大，宝贝不少，还有一棵树龄

619 年的香柏树。”丁春立说。跟着他沿陡峭的山

路攀爬，一棵挺拔高耸的香柏树映入眼帘。

扶着树边的石头围栏，丁春立说，区生态环

境局等部门也会定期查看树木生长情况，全方位

确保古树安全。

罗庄子镇党委书记李鹏岳介绍，罗庄子镇为

镇内 18 棵古树都安装了护栏、定位器进行保护

和监测，并安排专人对全域林地进行巡护，严格

落实林长制。

目前，蓟州区 3831 棵古树名木全部由区直

单位、村（社区）和区直站所三级树长包保，同时

因树制宜、一树一策。目前所有古树名木都已纳

入天津市智慧林长平台，实现古树名木的信息

化、可视化和精细化管理。

守山、护水、净气，生态环境
持续好转

窥一村而知全貌。在蓟州区，生态环境持续

好转。如今的蓟州区，是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

区，也是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和天津市重要水源

地。好生态，已然成为蓟州区的“金字招牌”。

“蓟州曾是天津市的建材基地，粗放的发展方

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说起过去，蓟州区生态环

境局污控科科长田红霞很是痛心，“后来，我们下定

决心，对标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典范城市建设目标，

不遗余力‘守山、护水、净气’，治理效果显著。”

近年来，蓟州区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守山，

实施国家生态储备林基地、矿山创面治理等一批

重点生态工程，蓟州区完成封山育林 8 万亩。护

水，蓟州区完成城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加强

京津冀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做好水源地保护工

作，于桥水库平均水质达到地表Ⅲ类水标准。净

气，蓟州区强化 PM2.5 治理，严格控制“两高”行

业新增产能，组织实施臭氧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削减臭氧污染。

今年“五一”假期开始，国网天津蓟州公司

应用全地域无人机智能巡检车，对跨越林区的

输配电线路开展无人机协同自主巡检，为山区

用 电 和 林 区 树 木 提 供 安 全 保 障 。“ 我 们 在 山 区

重点点位部署固定机巢和智能巡检移动机巢，

利 用 无 人 机 红 外 镜 头 增 强 线 路 本 体 故 障 精 准

检测能力，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架起一

座 绿 色 能 源 基 础 设 施 的 桥 梁 。”国 网 天 津 蓟 州

公司总经理刘井军说。

目前，蓟州区林木绿化率达 53.5%，其中北部

山区达 81%。蓟州区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获得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在 2018至 2022年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中，蓟

州区连续 5年被评定为“变好”等次。

发展绿色农业、文旅产业，
生态产业化步入快车道

生态兴，产业旺。“尝尝我们这儿的西瓜，清

脆沙甜。”蓟州区桑梓镇桑梓村的大棚中，西瓜藤

沿铁丝攀援而上，35 岁的崔兴旺正在西瓜大棚里

忙碌。

“我们这儿不仅有山有水生态好，而且土壤

是半沙土，适合种西瓜。”崔兴旺笑着说。

“现在我们桑梓镇西瓜远近闻名，甜度高，瓜

皮薄，特别受市场欢迎。”桑梓镇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里的西瓜批发价达 6 元一斤，好生态带来

了富民瓜。

依托好山好水，蓟州区积极打造“蓟州农品”

区域共用品牌。目前，全区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6 个、绿色标志产品 32 个，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达到 30 万亩。

蓟州区还在东后子峪矿区开展了“春山里”

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项目。昔日坑洼不平

的废弃矿山，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良好生态促进文旅产业发展。据蓟州区文

化和旅游局局长宋伟龙介绍，蓟州全区已建成各

类景区 23个，其中国家 4A级及以上景区就有 6 个；

旅游业辐射 14 个乡镇、旅游特色村达到 120 个，

其中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村就有 20 个；发展农

家院 2362 家，其中精品民宿达到 271 家，生态产

业化步入快车道。

“现在全区常年旅游接待保持在 2000 万人

次以上，旅游直接收入在 30 亿元以上。”蓟州区

委书记贺亦农说，“蓟州区将依托好山好水好空

气资源禀赋，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发展、

人居环境与自然生态融合发展，着力提升全域旅

游环境，实现‘城区秩序化’‘农村清洁化’‘景区

品质化’，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蓟州区保护古树、治理环境、振兴产业

好生态带来好生活
本报记者 武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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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天津市蓟州区是国家级重点
生态功能区，也是京津冀生态涵
养区和天津市重要水源地。近年
来，蓟州区扎实推进古树保护，守
好青山、护好绿水，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电 （记者魏哲哲）最高

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2）》

及典型案例，全面总结上一年度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经验和成效。同时发布的还有最高人

民法院环境司法研究中心的《中国环境司法发

展报告（2022）》。

“2022 年，人民法院持续忠实履行环境资

源审判职责，执法办案质量、效率、效果不断提

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介绍，全国法

院 共 受 理 一 审 环 境 资 源 案 件 273177 件、审 结

246104 件。

据介绍，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推动法

律统一适用，制定森林资源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保护、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持续加

强类案指导，发布环境公益诉讼专题指导性案例

10 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等典型案例 5 批 60 件；

积极配合相关立法工作，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法、文物保护法、黑土地保护法、森林法实施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制定研提立法意见，促进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法网日益科学严密、系统完善。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2）》显示，2022 年，

人民法院持续深入推进环境司法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截至

2022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 30 个高级法院以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均已设立环境资源审

判庭，继南京、兰州、昆明、郑州设立环境资源法庭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设立长春、乌鲁木齐环

境资源法庭，专业机构四级法院全覆盖不断完

善。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和刑事、

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持续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2）》

去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案件24万余件

漫步在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天府花溪景

区，只见清澈的花溪河水波光粼粼，休憩亭、步

行绿道等错落有致，河面上觅食的白鹭与周边

的草木构成一幅美丽画卷。

“步行在沿河的绿道上，幸福感满满。”住在

花溪河畔的市民陈敏说。

近年来，四川省资阳市按照河湖长制工作

总体部署，统筹实施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

理，充分发挥“水生态效益”和“水文化效益”，做

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推动水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

“资阳市坚持生态打底、文化筑基、产业兴

城的理念，围绕花溪河，重点建设‘天府花溪’幸

福河湖项目。水资源保护作为河湖管理保护的

首要任务，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以乐至县创建全国首批再生水利

用配置试点为契机，开发地表水、扩大外调水、

增加再生水、压减地下水。如今，国家节水型社

会达标县创建覆盖率达 100%。”资阳市水务局河

湖科、水政水资源科负责人介绍。监测数据显

示，花溪河水质由 2016 年的Ⅴ类改善为 2021 年

的Ⅲ类，2022 年保持Ⅲ类。

在天府花溪景区，百花滩、桃花林等 25 处

自然景观和八角亭、花溪古驿等 13 处人文景观

次第错落。这里已构建起“天树恋花溪，玉手拈

花印”的美景，并于 2021 年成功创建为四川省

水利风景区。

“我们扎实开展水土保持，助推乡村振兴。

目 前 ，项 目 已 完 成 综 合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524.47 公 顷 、完 成 坡 改 梯 161 公 顷 、保 土 耕 作

967公顷、封禁治理 131.31公顷，栽植水土保持经

济林 51.53公顷，水土保持率达 98.73%。2022年，

花溪河小流域被评定为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清洁

小流域。”“天府花溪”项目负责人吴阔澜告诉

记者，当地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打造乡村旅游、

特色农业两大基地，全面改善了花溪河流域内

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群众生活生产条件得到

大幅提升。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农业，2022年

实现流域内经济增收 3900 余万元，农业人口人

均增收 6000 元以上。

近年来，资阳市通过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企

业唱戏、群众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新模式，新建

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经果林、农旅结合产业

园等 50余处，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的绿色之路。接下来，资阳市还将坚持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谋划幸福河湖建设，推

进资阳水资源、水生态、水文化高质量发展，用心

做好“绿水青山”这篇大文章，为构筑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建设美丽、生态、绿色资阳，助力成渝地区

中部崛起作出新的贡献。

四川资阳保护水资源、治理水环境

建设幸福河湖 再现水清岸绿
本报记者 王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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