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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帮助下，
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由

“白叶一号”种植发展出规模化茶产
业，茶旅融合的探索欣欣向荣。两地
紧密协作，共同续写“一片叶子富了
一方百姓”的动人故事。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西藏拉萨市地处狭长的河谷地带，拉萨

河穿城而过，两岸是南山和北山。在拉萨南

山公园，不少市民正散步、爬山。

“这里已经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地方了，以

前真没想到这座山上居然能种上树。”拉萨市

城关区次角林村村民强巴索朗感慨，“以前这

里都是荒山，没想到如今绿树成荫。”

变化源于一项工程。2012年，拉萨市启动

南山造林绿化工程，通过 5年的植树播绿，把昔

日荒山建成了南山公园。2021年开始，西藏实

施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计划用 10年时间完成

营造林 206.72万亩，将拉萨打造成生态宜居高

原城市。

清晨，拉萨拉鲁湿地北片区，工人米久正

在修剪树枝。这里正是拉萨北山绿化工程的

一片作业区。“我们种了槐树，开花后也很漂

亮。”米久说。

为了能让树木更好地存活，拉萨市林草

局的工作人员费了很多心思——在植被选择

方面，通过遥感技术对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

条件进行深入分析后，科研团队筛选出适合

在拉萨南北山生长的树种和草种，还安装了

智能节水灌溉设备。

树木繁茂，生态效益也逐步显现。树林

不仅具备观赏价值，还成为拉萨河谷防风固

沙的绿色屏障。

中 午 时 分 ，拉 萨 市 曲 水 县 协 荣 治 沙 片

区 ，数 百 名 群 众 正 忙 得 热 火 朝 天 ：挖 坑 、运

送树苗、浇水……据介绍，协荣治沙片区面

积 1068 亩，目前山脚沙地区域已栽植樟子

松 4.9 万株，间插柽柳 4.2 万株；山上沙地区

域 已 栽 植 樟 子 松 4.8 万 株 ，间 插 沙 柳 2.1 万

株、细叶红柳 2000 株。

2023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当年，西藏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

金 7.83亿元，实施 34个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项

目，深入推进拉萨南北山绿化等重大工程建

设，完成营造林 120 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

614万亩。

西藏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
生态修复效益凸显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近日，嫦娥六号完成世界首次月

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迈出我国太空探

索的历史性一步。

“天空”是一个生活中常见的词，

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天”和“空”的

区别。实际上，这两个字有着不同的

指向。

按照现代科学的划分，“空”对应

地球表面的大气层，这一区域其实一

点都不空，充满了氮气、氧气、二氧化

碳、水蒸气以及被电离的高层大气等，

自下而上可分为对流层、平流层、中

间层、热层、散逸层，属于大气科学研

究领域。在“空”之上，一直延伸到无

穷远处，就是“天”，一般是天文学研

究领域。

从航空航天角度来看，航空活动，包括飞机、高空气球

等的飞行都发生在大气层，属于“空”的范围；航天活动，如

人造地球卫星的飞行，发生在几乎没有大气的高层区域，属

于“天”的范围，在那里，卫星可以有效避开空气阻力、依靠

惯性绕地飞行。

“空”与“天”之间是渐进过渡的，并没有严格分界线。

国际航空联合会将距离地面高度 100 公里处确定为代表

“空”与“天”的分界。低轨道的人造卫星其实仍在大气层

内，但大气极其稀薄，也可以算作“天”的范围。

除了地球，其他很多天体也有表面大气，因而也存在

“空”与“天”的区别和关联。仅以太阳系来说，比如金星，

表面大气密度及压力均为地球的 90 多倍，成分以二氧化

碳、硫酸为主，底层温度高达 460 摄氏度；火星的表面大气

虽然比地球稀薄得多，但偶尔也会刮起沙尘暴；木星主要

由氢和氦组成，表面是浓密的大气；而水星、月球、小行星

等天体，表面之上几乎没有大气，“空”与“天”浑然一体，

彼此不分。

天文观测的对象都在“天”里，却受到“空”的制约：大气

层让天文观测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令有些波段的观测几乎

无法进行。客观因素的制约，促使科学家发明了空间望远

镜，让望远镜飞行在大气层外，也推动了天文学上的重大发

现接连发生。

“空”与“天”的组合，对人类而言是如此美妙：“空”带来

风霜雨雪，形成多姿多彩的环境，让人类安居于家园；“天”

带来无限遐想，壮观瑰丽的宇宙景象，激发人类的好奇和探

索的雄心。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部主任，本报记

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
天
﹄
和
﹃
空
﹄
有
何
不
同
？

张

旸

“空”对应地球表
面的大气层，自下而
上可分为对流层、平
流层、中间层、热层、
散逸层，属于大气科
学研究领域。在“空”
之上，就是“天”，一般
是天文学研究领域

■■把自然讲给你听R

清晨，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山坡上，一片片嫩绿的叶

子渐渐舒展开来。正值夏季管护期，茶园里人头攒动，

人们忙着除草、剪枝、施肥、松土。

这里是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志

强村。2018 年 10 月，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黄杜

村捐赠的首批“白叶一号”扶贫茶苗在此落地。

1500 公里之外，黄杜村的茶园正处在休整阶段。

除草防虫之余，村民们也牵挂着远方，及时回答微信群

里贵州老乡们的提问。

短短数年，志强村的荒山荒坡不见了，郁郁葱葱的

茶垄延伸向远方；黄杜村送茶苗更送“种茶经”，让送向

远方的茶苗在贵州山乡落地生根……两地共同续写

“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动人故事。

落地——
山村来了远方茶苗

这几天，溪龙乡农业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钱义荣

接到了一通来自贵州的视频电话。

“钱博士，你看茶树修剪得怎么样？”视频那头，在

志强村的“白叶一号”茶产业基地，志强村党支部书记

张勇举着手机，向钱义荣展示。

“把两边弱枝修掉，只留 40—50厘米高。”钱义荣让

张勇把镜头凑近，边观察边嘱咐，“抓紧除草、施肥，千万

不要乱用农药。”张勇和村民们仔细听着。

相隔 1500 公里，安吉与沿河的这段缘分，还要从

6 年前说起。

2018 年 4 月，黄杜村提出捐赠茶苗帮助贫困地区

群众脱贫。不久后，一个由原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考

察组来到志强村，对当地气候特征、土壤情况等进行仔

细考察。很快，志强村和毗邻的三会溪村、大宅村一起

被确定为茶苗受捐地。

“我全程参与了选址，早已数不清去过沿河多少

次。”黄杜村党总支书记盛阿伟说，在沿河选中的这几

个点位，位置虽然偏僻，但生态环境良好，土壤比较肥

沃，且全年雨水充沛，气温适宜，非常适合“白叶一号”

茶苗生长。

2018 年夏天，张勇和多名干部群众到安吉县实地

观摩白茶产业发展情况。一进黄杜村，大伙儿就对眼前

“满山遍野是茶园，家家户户小楼房”的景象赞叹不已。

他们从浙江回来后，黄杜村种白茶致富的故事在

当地流传开来。按照县里制定的实施方案，三个受

捐村积极引导村民参与茶产业发展，土地流转和基

地建设推进十分顺利。不到两个月，1200 亩土地完

成了平整。

2018 年 10 月 19 日晚，一辆辆大货车开进中寨镇，

“白叶一号”茶苗到了。卡车司机伊显曾多次运送茶苗

到贵州，山路十八弯令他印象深刻，“虽然路途远，但抵

达之后又是另一番好风景。”

伊显口中的“好风景”，不只是贵州的秀美山川，更

有当地村民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当大车进不了村时，

各村连夜组织老乡把茶苗转运回来，大家迫不及待要

在这片土地种上茶苗。

第二天清晨，170多名村民在基地忙碌起来。“一些

人甚至提出不要务工费，老乡们心里很清楚，这些茶苗能

帮自己过上好日子。”看着这场面，张勇欣喜不已。

经过 21 天的努力，黄杜村捐赠的 360 万株茶苗全

部移栽到位，1200 亩“白叶一号”正式落户中寨镇。一

株株浙江茶苗开始在贵州偏远山村生长。

扎根——
荒山变成青青茶园

细雨初歇，凉风吹过山岗，空气中弥漫着茶叶的清

香。志强村村民张金成和妻子早早起床，吃完早饭就

赶往山坡上的自家茶园。

“树的高度控制在 50 厘米左右，突出的枝条一定

要剪掉，让冠面保持平整……”张金成请了两名村民前

来修枝，开工前，他认真示范了一遍动作要领，活脱脱

一个熟练的老茶农。他见证了一株株小茶苗的成长，

也积累下丰富的种茶经验。

茶苗一天天长高，给老乡们带来了在家门口赚钱

的机会。当地政府筹资完善了茶园基地的水电路等

配套设施。在黄杜村村民的指导和中寨镇村民的精

心呵护下，2020 年春天，首批 1200 亩“白叶一号”茶园

试采。经专业机构评测，茶叶品质和原产地几乎没

有差别。

为进一步激发村民的积极性，2021 年底，中寨镇

决定将全镇“白叶一号”茶园从各村集体领办的合作社

中拿出来，切块租给农户承包经营。

眼看茶树就要迎来丰产期，张金成底气十足，果断

承包了 10 亩茶园。靠着采摘茶青，茶园每年给张金成

带来的收入超过 3 万元。农闲时，他还能腾出手来经

营一些副业，一家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茶园交给群众，让农户成为茶园种、管、采各个环

节的主体，越来越多村民成为种茶能手。加上安吉县

的技术援助，“白叶一号”茶苗在中寨镇扎下根来、茁壮

成长，昔日荒凉的山头已是一派生机盎然。

如今，中寨镇不仅将“白叶一号”种植面积扩大至

5350 亩，还引进“中黄三号”“黄金芽”等多个茶叶品

种，形成了多业态发展的生态茶园。

出山——
一片叶铺就致富路

中寨镇大宅村村民田红军，也因这片小小茶叶而

获益。自打种上来自安吉的茶苗后，一家人不仅细心

呵护，还多次赴安吉学习种茶、育茶技术，主动请教品

牌营销、市场推广手段。

“炒茶的技术就是一次次去安吉培训后练出来的。”

田红军说，茶叶品质有了显著提升后，大家又学着开拓市

场。安吉还在旺季邀请他们来考察当地的茶叶市场。

茶园建成投产后，中寨镇先后建起 6 家茶叶加工

厂，收购老乡们的茶青，进行加工销

售。为了解决销路问题，镇里专门成

立公司，为“白叶一号”申报注册了“屾

山”系列品牌，并借助东西部协作相关政

策拓展市场。

“仅 2023 年，由安吉县组织的专家团

队就到贵州普安、沿河、雷山，四川青川，湖

南古丈三省五县实地指导了 42 次。”安吉县

“三茶”办产业帮扶专班组长刘斌全程负责指

导大宅村白茶种植培育与加工销售工作。“大

宅村茶叶采摘时间晚于其他各点位，我们建议

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做优品质，走高端茶叶市

场，注重品牌发展。”刘斌说。

“‘屾’字有二山并立之意，象征着我们和黄杜

村山水相连、心手相牵的深厚情谊。”中寨镇党委书

记田洪波介绍，通过学习黄杜村的产业经营模式，本

地茶叶品牌效应不断增强，产品在东部地区渐渐打开

了市场。现在，茶产业已成为中寨镇支柱产业，今年春

茶产值达 2000万元，带动 1.4万人实现增收。

茶叶强村也兴村，生根更“生金”。今年以来，三省

五县量产茶园共计 6217 亩，采摘青叶 13.6 万余斤、加

工干茶 3.09 万余斤，总产值约 3107 万元，带动当地人

均增收 4500 元。“我们每年安排 500 万元资金，根据综

合评估结果对各个县进行激励。”安吉县发改局党组副

书记张瀚尹说。

在田红军尝试推广茶叶的同时，张勇也带领乡亲

们积极探索延长产业链的门道。“我们用夏季茶青制

作了一批红茶，口感非常不错。”张勇边沏茶边说，村

里的“白叶一号”每年只产一次春茶，如果能在夏秋

茶上有所突破，村民的收入将有望成倍增长。

如今，志强村的“白叶一号”茶园越来越美，

木栈道顺着地势起伏通向远处，半山腰上还建

起了观景凉亭。每到假期，不少游客在这里

拍照打卡……茶旅融合发展，“一片叶子富了

一方百姓”的故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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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1日电 （记者李红梅）北京市气象台监测

显示，11 日 13 时至 21 时，北京市大部地区出现雷阵雨，并伴

有 8—10 级短时大风和冰雹，全市平均降水量 3.5 毫米，城区

平均降水量为 7.6 毫米。近日，北方地区高温发展，南方地区

持续多雨。中央气象台预计，11 日夜间至 12 日，云南、贵州、

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11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13—15 日，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等地

还将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

预计 13 日至 15 日，江南、华南及云南、贵州南部等地有中

到大雨，其中，江西、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湖南中东

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江西中东部、

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

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中东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

和 北 部 、广 西 中 北 部 、广 东 北 部 等 地 部 分 地 区 累 计 降 雨 量

有 100—200 毫米，浙闽赣 3 省交界处局地可达 250—400 毫米。

最强降雨时段为 13 日夜间至 15 日白天。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 月中旬，江南、华南、西南地区等

地将持续多雨天气，有 3 次降雨过程，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较

常年同期偏多三至七成，局部偏多 1 倍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13 日至 15 日，江西、浙江、福建、广西等地

累计雨量大，且与前期强降雨落区重叠度高，部分地区有暴雨

灾害中高风险，其中江西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西北部

等局地的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中小河流有超警戒水位

的气象风险，建议公众出行避开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降雨

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和低能见度天气，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江南华南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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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今年春季，安吉白茶树上新冒芽的

鲜叶。 安吉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2018 年 10 月，张勇（右）和黄杜村

群众共同栽下第一株茶苗。

沿河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贵州沿河县中寨镇志强村“白叶一

号”茶园。 本报记者 程 焕摄

图④：今年春季，志强村村民正在采摘

“白叶一号”新芽。

陈智华摄（人民视觉）

②②

①①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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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 6月 11日电 （记者王欣悦）记者从重庆市林业

局获悉：重庆近日发布第 4 号总林长令，部署科学开展国土

绿 化 质 量 提 升 ，聚 焦 森 林 质 量 效 益 不 够 高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稳 中 向好的基础不够牢等问题，统筹实施国土绿化，力争到

2025 年，推进造林绿化 285 万亩以上，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1000 万亩。

近年来，重庆推进科学绿化试点示范市建设，高质量完成

国土绿化营造林建设任务。截至 2023 年底，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到 55.06%，森林蓄积量达到 2.74 亿立方米。

重庆部署提升国土绿化质量

到2025年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10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