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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早晨，当温暖的阳光透过茂密

的树林，洒在林下的菌菇园中，江西省九江

市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的村民又迎来了忙

碌的一天。

武宁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 山 ”理 念 ，探 索 形 成 政 府 主 导 、部 门 联

动、全民参与的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机制，

构建起县、乡、村三级林长组织体系，实现

对 418 万亩林地的分级管理全覆盖，并积

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建立平台，整合资源，
开展价值评估

一场春雨过后，山上云雾缭绕、山花烂

漫，山下屋舍俨然、溪水潺潺。卢咸锋经营

的民宿“悦山居”就坐落其间。如今，想要

预订“悦山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卢咸

锋的手机不停地有预订电话打进来。他

说：“得提前两个星期，要不没房哦。”

散布在长水村深山密林中的一栋栋小

木屋，让人可以望山而居、枕溪而眠，消解

疲惫。

卢咸锋 2017 年返乡创业，算是村里最

早吃上“生态旅游饭”的人。他建起 20 余栋

民宿，可同时接纳百余名游客。2023 年暑

假，他的民宿有 20 多万元进账。别看现在

这么风光，可早先，卢咸锋空有热情，却愁

得失眠。

刚回乡创业时，他为资金的事情发愁：

“没钱投资，再好的想法也办不到。什么时

候，咱守着绿水青山也能富起来？”

2021 年 5 月，由武宁县和南昌大学联

合开发创建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正式

成立，地址就选在长水村的村口。该中心

探索让每棵树、每片林、每块地、每池水落

户入库，所有自然资源都能标注到地图上

并实现数字化核算，最终推进生态资源和

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转化。

当年，卢咸锋将自家的 700 余亩山林上

报至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测算平台，经

测算评估后，顺利通过中心拿到 75 万元贷

款，用于民宿建设运营和林下经济发展。

2023 年，卢咸锋已是长水村党总支书记。

在他和其他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长水村建

成了生态循环产业园，年接待游客 60 余万

人次，年旅游收入超亿元。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实际上是一

个生态资源管理运营平台，通过对碎片化

生态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治，将其转换

成连片优质高效的‘资产包’，并委托金融

机构，实现生态保护前提下的资源、资产、

资本三级转化。”武宁县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中心主任柯芳芳表示。

据了解，经平台初步核算，武宁全县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达 1142.25 亿元。2022 年

底，该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的网点实现

了 18 个乡镇全覆盖。

组建队伍，落实责任，
推动有效保护

在长水村，一片千年红豆杉林吸引了

不少游客。密林深处，一株高达 25 米、树围

3.3 米的红豆杉郁郁葱葱，正是当地人世世

代代保护生态的见证。

这里的每一棵红豆杉都有专属树牌，

标明古树编号，并配有专属二维码。“我们

每棵树都落实了责任人，真正实现‘专人专

管’。”卢咸锋说。

助推林长制走向“林长治”，武宁县建

起包括林长、专职护林员、监管员等在内的

管理队伍，把全县古树和古树群落的相关

信息，包括树种、树龄、管护人员等，集纳归

档，形成古树“网络身份证”。同时，对每棵

古树实施挂牌管理，扫一扫树牌上的二维

码，就能了解所有相关信息。

一大清早，趁着凉意舒爽，60 岁的李方

华又出发了。身穿护林服，点开“赣林通”

APP，李方华跨上摩托车，开始了巡护。

李方华是武宁县宋溪镇伊山村村民，

自 伊 山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设 立 后 ，便 开 始

担 任 公 益 护 林 员 。“ 以 前 靠 经 验 巡 林 ，如

今 借 助 手 机 。”李 方 华 告 诉 记 者 ，自 己 每

天 巡 林 不 少 于 两 小 时 ，“ 劝 阻 乱 砍 滥 伐 、

关 注 树 木 病 害 都 是 我 的 职 责 ，都 需 要 我

们巡护到位。”由于工作出色，如今，李方

华由护林员升级为“生态管护员”。

利用资源，发展产业，
实现价值转化

如今的武宁县，正在深度推动生态产

业走出新路子。

武宁县官莲乡东山村地处庐山西海北

岸，村民多以捕鱼、养殖为生。由于人工养

殖易造成水体污染，武宁县投入 2 亿元，全

面清理庐山西海 2.5 万个人工养殖网箱和

345 座库湾。但庐山西海水域实施全面禁

捕的同时，东山村也面临转型困难。

2016 年，从九江学院到东山村驻村扶

贫的谭翊泉开始担任第一书记。那时的他

很纳闷，“为什么好山好水没有好发展？”在

谭翊泉的协调和推动下，九江学院选派一

支团队对东山村开展专项规划，充分利用

山水资源优势。7 年多过去，东山村已经发

展起传统果木业、现代果蔬业、康养文旅

业。2023 年，村集体收入达 115.6 万元。

“在数字产业园，我们通过电商线上推

广当地生态产品，解决了生态产品收储交

易、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今，东山村有不

少大学生在这里创业。”谭翊泉介绍，目前，

在东山村的村集体收入中，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的比例达 75.7%。

武宁县绿色经济的产业布局也在进一

步优化。2023 年，武宁县部署绿色生态类

项目投资规模共计 23.39 亿元。

近年来，武宁县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森林城

市等称号。2023年，全国首届林长制论坛在

武宁县成功举办，以武宁县作为示范基地、

南昌大学作为依托单位的江西“两山”转化

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示范专家服务基

地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建设。

图①：林下菌菇园内的竹荪。

图②：武宁俯瞰。

以上图片均为蒋德先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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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武
宁县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路径，采取成立生态产品
价值转化中心、完善生态管护
制度等措施，在守护绿水青山
的 同 时 ，让 好 生 态 实 现 高
价值。

“作为供水环节的节水主力，我们坚持走科技节水之路，建立

以独立计量区、卫星探漏等现代化技术手段与人工探漏互为补充

的漏损管理体系，主动检出管网破损隐患处数量明显提升，实现

年 均节水量近 1900 万立方米。”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副总工程师刘

阔说，截至 2023 年底，集团供水管网漏损率降至 8.79%，已实现连续

10 余年下降。

2023 年 3 月 1 日起，《北京市节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

施行，首次从取水、供水、用水、排水和非常规水利用等维度，构建起

全过程、全行业、全社会节水体系，形成完整的节水工作格局，为北京

节水工作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同时，北京市建立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的首都节水联席会议制度，调度部署重点任务，加强部门统

筹协调，全面推动节水职责和工作任务的落实。

北京市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张欣欣介绍，《条例》实施一年多来，

北京市不断构建完善节水法规配套制度体系，建成 25 个农业节水示

范基地，完成 281 家重点工业企业水效对标达标。“光瓶行动”“节水

大讲堂”等活动唤起了更多群众的节水意识。

北京将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作为节水工作的重要抓手，强化过

程监管和结果考核，倒逼用水方式转变。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北

京市生产生活用水总量为 25.27 亿立方米，万元 GDP 用水量为 9.3 立

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5.6 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为 0.752。

北京还建立了覆盖生活服务业、工业、建筑业、农业等各领域和

各用水环节的节水标准体系，广泛应用于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水资源

论证、取水审批、计划用水管理、节水评价、节水型单位建设、水效对

标达标等工作。

春风吹拂，中国传媒大学明德湖波光粼粼，湖畔玉兰花开，引人

拍照留念。“去年 10 月底，学校完成了补水管道的改造，将再生水引

入了景观水系。”中国传媒大学后勤保障处副处长杨垒垒介绍，学校

与北京市水务部门合作，推动再生水利用，将其用于绿化浇灌、景观

水系等，大大节省了新水资源。

扩大再生水利用是节水的重要手段。“去年，中国传媒大学、国

家会议中心等 40 余个新用户实现再生水接入，当年用水量达 138 万

立方米。”北京排水集团再生水分公司经理杜炜说。不仅如此，过去

一年，北京市再生水年利用量达 12.77 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稳定

可靠的“第二水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生态环境等

领域。

“ 我 们 将 进 一 步 从 严 从 细 管 好 水 资 源 ，精 打 细 算 用 好 水 资

源 ，不 断 提 升 全 社 会 节 水 意 识 ，加 快 完 善 节 水 治 理 体 系 ，推 动 北

京 建 成 更 高 水 平 、更 高 质 量 的 节 水 型 社 会 。”北 京 市 水 务 局 局 长

刘斌表示。

北京推动全过程、全行业、全社会节水
再生水成“第二水源”

本报记者 潘俊强

本版责编：程 晨 张 晔 施 钰

版式设计：蔡华伟

3月，地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甘

河，冰层厚度仍然超过 1.5 米。站在冰面

上，能隐隐听到河水在冰层下流动的声音。

说话间呼出一团团白色雾气，大兴安

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室主任陈艳平

（右图，黄文鹏摄）背着十几斤重的取样设

备，在冰面上踩出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

“今天最低气温零下 15 摄氏度，风也不大，

已经是非常适合出外勤的天气了。”陈艳

平说，在大兴安岭的冬天，冒着零下三四

十摄氏度的严寒野外取样，是常有的事。

电动冰钻快速钻进冰层，河水裹挟着

碎冰碴一涌而出，陈艳平躲闪不及被溅湿

了裤子。她跺跺脚、抖抖裤腿，毫不在意。

大兴安岭地区的冰封期长达 5 个月。

在这片 8 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像这样

的地表水取样作业，陈艳平一个冰封期就

要进行 24次。

“从冰层里采一次样平均要 50 分钟，

每月采样行程近 2000 公里。”陈艳平说，在

这里最难监测的还不是地表水，而是土

壤。“很多地方的土壤常年冻得像冰一样

硬，即便是在夏季采样，揭开草皮也就挖不

动了。在偏远的地方，什么机械都没法用，

只能用镐头刨，冻土层就如同冰层一样，一

镐头下去，往往只有一个白点。”

2008 年，陈艳平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毕业，来到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目前，中心直属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负

责大兴安岭地区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在监测一线，她一干就是 16 年。

大兴安岭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在陈

艳 平 的 日 常 工 作 中 ，极 寒 天 气 、蜱 虫 叮

咬、陷入沼泽、没有信号都是常事。最近

的采样地点在 40 公里外的松岭区，最远

的在 500 多公里外的漠河市。这些年来，

她和同事的脚步遍布大兴安岭地区的山

山水水，对黑龙江、呼玛河、塔河、甘河等

12 条河流的 23 个监测断面开展监测。“到

漠河取样作业要开五六个小时的车。”陈

艳平说，这趟行程，她每个月都要踏上至

少一次。

“我们的工作相当于‘做体检’，必须

要认真细致、一丝不苟。”陈艳平深知自己

的工作责任重大，“就拿水质监测来说，我

们日常要监测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等 25 项

指标。一旦发现指数异常，要赶紧向生态

环境部门通报，相关工作人员排查和分析

成因后，能够迅速采取相应行动。”

如 今 ，40 岁 的 陈 艳 平 已 经 是 中 心 监

测室的资深员工了。在她的带领下，这

支 5 人监测队伍在一线工作中锻炼得更

加 精 干 成 熟 。 每 年 奔 波 2.4 万 公 里 ，将

226 个监测点位熟记于心，陈艳平和同事

们用每年 6000 多个有效监测数据，为维

护生态安全贡献力量。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室主任陈艳平—

扎根，在大兴安岭监测一线
本报记者 郭晓龙

■绿水青山守护者R

我们的工作相当于
‘做体检’，必须要认真细
致、一丝不苟“

”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大家通常食用的笋是毛竹笋。毛竹一
年四季都会出笋。春笋在立春之后采挖，
立锥形状，笋肉白润，口感鲜脆；冬笋由冬
季竹鞭侧芽发育而成，个头不大。夏秋两
季，还有鞭笋可以食用

■■把自然讲给你听R

细雨霏霏，泥土松动，新笋萌出，拔节有声。清新、水灵的春

笋，吸足了一个冬天的养分，破土而出。

剥去笋衣，脆嫩的笋肉被烹饪成油焖笋、腌笃笋等佳肴，令人

食指大动。

竹笋是竹鞭或秆基上的芽萌发分化而成的膨大的芽和幼嫩的

茎，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是一种绿色天然的

食物。

我国是世界竹类植物的起源地和分布中心之一，竹子种类、竹

林面积、竹材产量均居世界首位。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竹笋生

产国和出口国。竹笋萌发需要温暖潮湿的环境，浙江、福建、江西、

湖南等省份是我国的主要笋产地。

不识春笋，焉知春意？竹笋品类丰富，大家通常食用的笋是毛

竹笋。毛竹一年四季都会出笋。春笋在立春之后采挖，立锥形状，

笋肉白润，口感鲜脆；冬笋由冬季竹鞭侧芽发育而成，个头不大，因

为较难寻觅，产量不高，所以价格也高于春笋。夏秋两季，还有鞭

笋可以食用。

此外，雷竹笋因“早春打雷即出笋”而得名，壳薄肉肥、甘甜香

脆；麻竹笋常见于两广地区，7—8 月是出笋旺季，因个头大、肉质

厚，多用于制作罐头笋、笋干、酸笋等；马蹄笋形似马蹄，主要产自

浙江、福建等地，在 6—10 月上市，适合炖汤；方竹笋集中分布于湖

南、重庆、贵州等地，秋季上市，常被用来涮火锅。

不同地域的环境赋予了竹笋不同的味道。“无甜不欢”的人

可以选择云南甜龙笋。这种笋无需焯水，剥皮即食，甘甜脆爽，

被称为“水果笋”。苦笋味如其名，常见于闽东、粤北、四川等地，

不仅可以食用，还能入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偏爱天目山雷

笋和箭竹笋。

我国吃笋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 3000 多年前。周朝时，笋

已是宴席上的珍馐。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录了 300 多种美

食，其中多种跟笋有关。

鲜味不等人。一离开土壤，竹笋便会在各种酶的作用下，发

生木质化反应，不仅营养成分会减少，口味也会变得平平无奇。

过去，在产地之外，笋是难得的稀罕物。如今，得益于畅达的物

流和先进的保鲜技术，大江南北的人们都能及时品尝到竹笋的

美味。

竹笋美味，竹子更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资源。从日用品到工

业制品再到建筑材料，我国已开发出 100 多个系列、近万种竹产

品，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速生、可降解的生物质材料，

竹子是塑料的重要替代品。如今，“以竹代塑”路径不断拓宽，持续

助力生态环境改善和绿色经济发展。

（作者为国际竹藤中心竹藤资源化学利用研究所教授、首席专

家，本报记者董丝雨采访整理）

识得春笋知春意
汤 锋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