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观察R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三爪仑林场四代人一年接着一年、一代接着一代地增绿护林——

好风景好生态带来好生活
本报记者 刘 毅 朱 磊 潘少军

神州大地生机勃发。新春时节，到风景名胜区游览，到美丽乡村休

闲，到市区或郊野的公园绿地散步，人们在绿水青山中尽享自然之美、生

命之美、生活之美。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四季更迭中，“美丽中

国”的怡人图景可触可感。新时代以来，一座座山越来越绿了，全国森林覆

盖率增至 24.02%，提升了 2.39 个百分点；一条条河流、一个个湖泊变了模

样，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持续提高，2023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升

至 89.4%；蓝天一年比一年多起来，全国重点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下降超

50%，中国成为全球改善空气质量速度最快的国家。一幅幅新时代美丽中

国新画卷，舒展在眼前。

“经过顽强努力，我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

多彩。”从植树造林十年树木，到治污攻坚久久为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家园是一年接着一年、一代接着一代奋斗出来的。新时代中国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更加多姿多彩的万

里河山，显著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实支撑。

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对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让我们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一锤接着一锤敲，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折不扣把一项项

具体行动落到实处，让绿水青山永续造福人民、泽

被子孙。

绿水青山造福人民泽被子孙
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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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苍翠，空气清新，清脆鸟鸣声萦绕耳畔。

“这是我们五十来年前栽的马尾松和杉树，栽的时候只有膝盖这么高。”江西省宜

春市靖安县三爪仑林场，77 岁的朱赳夫缓步走在林间，时而伸出粗糙的双手抚摸粗壮

的树干，时而弯下腰观察绿意盎然的树苗和野草。

女儿朱非可、外孙女聂博宇陪着朱赳夫，一同上山来看林子。朱赳夫是三爪仑林场的

“林二代”，朱非可是“林三代”，聂博宇则在几个月前刚刚成为从事林业工作的“林四代”。

让朱赳夫感到格外欣慰的是，“当年种下的一棵棵小树苗，在一代又一代林业人精

心守护下，长成了参天大树，形成了茂密的森林。”

在几代林业人的“绿色接力”中，三爪仑林场建成江西省首个国家森林公园，如今

森林覆盖率高达 94.59%。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在“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靖

安县，盎然绿色持续蔓延。靖安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超 84%，人均林地面积超过 12 亩。

好风景好生态带来好生活。

始建于 1959 年的三爪仑林场，曾是江

西省十大国有林场之一。

1965 年，朱赳夫初中毕业，在三爪仑

林场参加工作，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

林业工人、父亲朱楚乔一道，采运林木、播

绿护林。

那 正 是 三 爪 仑 林 场 最 为 风 光 的 年

代。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三爪仑丰

富的木材、毛竹资源被大规模采伐利用。

林场年平均生产木材 1 万立方米以上，多

的时候达到两三万立方米。林场成立了

专门的汽车队，木材、毛竹源源不断运往

全国各地。

朱赳夫曾是林场的“两把锯”之一，从

早到晚肩扛油锯，伐倒一棵棵高大的树

木，“最多时一天砍了 40 立方米的树。”

林场成立时，名为“采育林场”，开展

采伐作业的同时，也种树抚育。可是，从

种下树苗到长大成林，需要几十年。一株

株“育”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机械化“采”的

速度。

树 少 了 ，林 小 了 ，山 秃 了 ，泥 石 流 来

了，林场开始走下坡路。人辜负了大自

然，大自然必定也不会给人好脸色看。

“山林就是林场人的命根子，决不能把

林子守小了！”这是朱楚乔那一辈林场人痛

定思痛后的嘱咐。朱楚乔“上半辈子砍树，

下半辈子栽树”，在生产过程中脊椎受伤

后，他不再做砍树、搬运工作，转而从事造

林绿化，一点一点地修复大山的疮疤。

让山绿些、再绿些！牢记先辈“决不

能把林子守小了”的嘱托，三爪仑人种树

护林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一年四季在

山上作业，常常翻高山、穿深谷，肩扛树苗

上山，在山里一干就是一天。人工打穴，

栽下树苗，培土浇水……手掌磨出血泡，

血泡变成老茧。”朱赳夫说。

1993 年，原林业部批准设立三爪仑国

家森林公园，此后三爪仑就逐步禁止商业

性主伐，不再进行大规模林木采伐。2006
年，靖安县完成国有林场改制，三爪仑林

场也改制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保护的力

度前所未有，一批批曾经的“砍树人”丢掉

斧锯，变身“护树人”。2015 年，以三爪仑

采育林场为基础，三爪仑生态公益林场组

建成立。从这一年开始，林场全面停伐，

收入来源于生态公益林、天然林管护补助

和旅游开发。得到更好保护的山林，面貌

焕然一新。

变了模样的，不只是林场这片林子。

靖安 2005 年就提出“生态立县”发展

战略，在全省率先全域禁伐天然阔叶林，累

计关停高耗低效木竹加工等企业 200 多

家。“靖安县主动大幅压减林木采伐量，每

年实际采伐仅有 3 万立方米，占‘十四五’

年森林采伐限制 25 万立方米的 12%。”靖

安县林业局局长余红强说。

“ 我 们 像 保 护 眼 睛 一 样 保 护 生 态 环

境，全面推行林长制，封山育林，抚育保

护，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建立‘树保姆’

制度保护古树名木。如今全县林地面积

达 174 万亩，绿色底色越来越浓。”靖安县

副县长龚娟芳说。她也是一名肩负护林

职责的县级林长。

更加繁茂的山林，丰厚了靖安的“绿

色家底”。最新森林调查数据显示，与上

个调查周期年 2009 年相比，全县森林覆盖

率已由 84.1%提高到 84.25%，活立木蓄积

量增加三成多，针阔混交林比例由 55%增

至 57%。

“曾经是‘油锯一响，黄金万两’，现在

是‘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退休 20 多

年了，朱赳夫还是会经常来到山上，看看

林场人种下的那一片片林子，“林子长势

越来越好，景色越来越美，子孙后代都能

受益，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砍树人”变身“护树人”

“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

三爪仑林场骆家坪，密林蔽日。

朱非可手持标杆和皮尺，正在和靖安

县林业工作站三爪仑分站的几名同事一

起，开展山林标准地测量。

先“打样地”，架设好罗盘仪，依次确

定 4 个点，圈定面积为 1 亩的标准地。再

细测量，树种、树高、胸径、数量……每项

测量都按照严格的规范开展。

“我是在三爪仑林场出生，在林子里

长大的，见到这里的树，就像见到老朋友

一样。”47 岁的朱非可踩着林下厚厚的腐

殖层，敏捷地穿行在林间，熟练地进行着

各项操作。1996 年从江西省赣州林业学

校毕业后，朱非可在三爪仑林业工作站干

了 10 年，扎根家乡，守护青山。如今，她已

是一名优秀的林业工程师。

“郁闭度 0.9；有杉树 52株、松 7株、阔叶

树 45株；优势树种杉树，平均胸径 17.2厘米，

平均树高 15米……”骆家坪这块标准地的最

新测量结果，让朱非可和同事们很开心。

这一带是三爪仑林场建设的近自然

经营样板基地，每亩确定 20 至 30 株长势

旺盛、干形通直、径级较大的马尾松及阔

叶树，作为主林层目标树，伐除影响目标

树生长的干扰木，合理保留林下更新层、

次林层树种。

“这片林子已成为天然针阔混交异龄

复层林，以观光休憩景观服务、水源涵养等

生态效益为主，兼顾生产大径级木材等经

济效益。”靖安县林业工作站三爪仑分站站

长杨宸说，“这块样地的最新测量结果表

明，骆家坪一带的森林林分质量和景观效

果在不断提升，林木蓄积量在不断增长。”

林 木 茂 盛 了 ，珍 稀 野 生 动 物 也 增 多

了。“林场布设了 13 台红外摄像机，多次拍

摄到珍稀物种的活动影像，包括中华秋沙

鸭、白颈长尾雉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

及白鹇、豹猫、猕猴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还发现了灰头鸫等新记录物种。”三爪仑

乡乡长、三爪仑生态公益林场场长李岳宇

说。自 1985 年起，三爪仑就实行乡、场合

一管理。

山还是那座山，但林已不再是那片林。

“65 年来，我们一家四代人接力增绿

护林，不过，如今的林业工作相比从前，有

了很大的不同。”朱非可说。

“在我爷爷和父辈工作的年代，林业工

作的重心是种树、砍树和卖树，砍伐一棵，

种植一棵，更注重林木的经济效益。”她感

慨道，“新时代以来，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

等林业生态工程大规模开展，当年的伐木

者变成了森林的守护人，林业工作的职能

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更注重的是提升森

林质量和增强森林生态功能，既要经济价

值，也要生态颜值。”

如今，朱非可的女儿聂博宇，也成了

一名森林守护人。

聂博宇是 00 后，去年 9 月从江西环境

工程职业学院毕业后，入职靖安县林业局

营林股。

“从小耳濡目染，我深爱家乡的青山绿

水。”聂博宇说，“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

碳库。我们决不能把林子守小了，而是要

把林子越守越旺、越守越好，让森林提质增

效，发挥出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

林子越守越旺、越守越好

“既要经济价值，也要生态颜值”

室外是青山绿水，室内是冰天雪地。

三爪仑乡红星村，江西省首家室内滑雪场

里，众多游客欢笑着从雪道上滑下。

滑雪场负责人徐小林出生在三爪仑，

是个地地道道的“林二代”。2016 年，看好

三爪仑越来越美的风景和青山绿水蕴藏

的价值，在浙江杭州从事服装批发的徐小

林决定返乡创业，转型投入文旅产业。

这几年来，徐小林投资 2 亿多元，在三

爪仑乡陆续建成大野山居民宿和室内滑

雪场，恒温水上乐园今年也将开业。让他

高兴的是，“好风景带来好光景，三爪仑的

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同时，自己

为家乡的乡村振兴也出了一把力，已经有

100 多名乡亲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三爪仑人祖祖辈辈靠山吃山，我们

现在也是在靠山吃山，不过吃法完全不一

样喽，我们吃的是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

徐小林说。

“一代又一代林业人的接续守护，铺

就了三爪仑亮丽的绿色底色。三爪仑的

优势在生态，出路也在生态。”李岳宇说，

“我们三爪仑人接过了上一辈增绿、护绿

的接力棒，同时也在思谋怎样‘活绿’：既

守牢生态底线，又捧好生态饭碗。”

“生态+森林旅游”“生态+休闲观光”

“生态+民宿康养”……“生态+”绿色产业

链，在三爪仑渐次铺开。全乡已有精品民

宿 10 多家，床位超过 1300 张，为 600 多人

提供了就业岗位，年均接待游客达 100 万

人次，旅游年均收入超过 2 亿元。

“几十年前是一辆车又一辆车拖着木

头出去，现在是一辆车又一辆车载着游客

进出。”年届七旬的三爪仑林场老场长张

兆贵笑道，“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靖安的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景更美

了。清澈见底的溪水里，江西大鲵（娃娃

鱼）繁衍生息，发源自靖安、流入赣江的

北潦河，出县交界断面水质保持二类标

准。得益于良好生态，生态旅游、森林康

养产业发展壮大，民宿在夏天旺季时“一

床难求”，全县 2023 年共接待游客超 1394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79.97 亿 元 。

白茶、竹笋、香菇、蜂蜜、中药材等林下经

济稳步发展，油茶林面积不断增加，绿水

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路径不断拓宽，

靖 安 展 现 出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新

画卷。

“靖安全县有三爪仑国家森林公园、

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4 个自然保护

地，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超过 51%，重要生

态区位决定了靖安必须做好生态这篇大

文章。我们坚持‘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

坚持‘一产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三产

保护生态’的发展模式。”靖安县委书记曾

海说。

“ 增 绿 就 是 增 优 势 、护 林 就 是 护 财

富。方向认准了，就要坚定不移走下去，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

接着一代干。”曾海信心满满。

退休后，朱赳夫和老伴一直住在三爪

仑，“四面都是美丽青山，家门口还有一条

清澈的小溪流过。在这样的天然氧吧里

生活，得了十几年的慢阻肺病，没有随着

年龄增长而加重，还比以前好些了。”

林场场部所在地如今建成知青小镇，

老电影院旁有栋单元房，朱赳夫的家就

在这里。门口贴着喜庆的福字和春联，

朱赳夫一大家子 13 个人，今年按惯例

在三爪仑一起团聚过年。

春节期间，三爪仑的游客数量

达到日均 3000 人。在这青山绿水

间，本地的居民，返乡的游子，还

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度

过 了 一 个 和 和 美 美 的 新

春佳节……

从“卖木材”到“卖风景”，日子越来越好

“既守牢生态底线，又捧好生态饭碗”

图图①①：：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三爪仑林场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三爪仑林场，“，“林三代林三代””朱非可朱非可（（左左））和刚从事林和刚从事林

业工作的业工作的““林四代林四代””聂博宇聂博宇，，在仔细观察楠木树苗长势在仔细观察楠木树苗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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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聂博宇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林聂博宇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林进行每木检尺进行每木检尺。。 胡胡 靖靖摄摄

图图④④：：靖安县三爪仑林场靖安县三爪仑林场绿意盎然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生机勃勃。。 刘刘 英英摄摄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绿色绿色 1818 2024年 2月 23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