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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堡、石柱、石蛋……一块块形态各异

的花岗岩错落有致，在福建龙岩世界地质

公园的梅花山，独具特色的复式花岗岩体

地貌遍布山体。

花岗岩是大陆地壳的重要岩石组成，

是 研 究 大 陆 地 壳 形 成 和 大 陆 构 造 的 钥

匙。梅花山大型复式花岗岩体，完整记录

了华南多陆块汇聚和古太平洋板块俯冲

作用的“构造—岩浆—成矿”演化历史，是

研 究 我 国 华 南 大 地 构 造 演 化 的 关 键 地

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龙岩世界地

质公园“记录了中国东南部约 3 亿年的地

质构造演化过程”。

丰富的地质遗迹是龙岩地质公园入选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的重要原因。梅花

山大型复式花岗岩体、冠豸山巨厚红层沉

积和丹霞地貌等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丰富

多样的地貌景观。

地 质 地 貌 的 特 殊 性 ，也 造 就 了 当 地

丰富的生物资源。梅花山森林覆盖率高

达 95.4%，是 闽 西 最 茂 密 的 天 然 森 林 ，当

地人称其为“八闽母亲山”，更有“北回归

线荒漠带上的绿色翡翠”“生物物种基因

库”的美誉。据统计，这里共有维管束植

物 1869 种 。 不 仅 如 此 ，龙 岩 地 质 公 园 还

是 世 界 濒 危 动 物 华 南 虎 的 故 乡 ，金 斑 喙

凤蝶等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钟

萼木、南方红豆杉、伞花木和桫椤等珍稀

植物的共同家园。

龙岩是客家祖地。千百年来，龙岩世

界地质公园的地质地貌与客家人民的生产

生活相互融合，共同孕育出璀璨斑斓的客

家文化，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

照。目前，龙岩世界地质公园拥有培田山水围屋、四堡书坊、闽

西汉剧、竹贯古村落等客家文化遗产，包含雕版印刷等 8 项国家

级、18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实施地质公园保护，顶层规划是前提。为创建世界地质公

园，龙岩市政府成立了市长领导的龙岩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下

设龙岩市地质公园保护发展中心，负责龙岩地质公园的建设与

管理。还聘请地质调查和规划管理人才成立了专家委员会，指

导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及保护工作，于 2020 年编制了《龙岩地质

公园规划》。

地质知识晦涩难懂，如何让更多群众认识、了解并自觉保

护世界地质公园？申报以来，龙岩建成龙岩地质公园博物馆

等展示馆 5 座、科普长廊 10 处，编制并公开出版《龙岩地质公

园科普丛书（中、小学生版）》等科普读物；依托创建的“冠豸山—

丹霞地貌与客家文化”“梅花山—花岗岩、森林与生物多样性”

等 4 条科普研学线路，广泛开展科研科普活动。同时，当地还

搭建起龙岩地质公园中英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个媒体平

台，结合“世界地球日”等加大科普宣传力度，不断提升龙岩地

质公园知名度。

“龙岩世界地质公园是一个集丰富地质景观、优良生态环

境、深厚文化底蕴于一体的中大型综合性地质公园。其成功创

建，有利于地质遗迹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研究。我们将持续做

好地质公园的生态保护工作，广泛开展世界地质公园科普工

作。”龙岩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市林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田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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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9日电 （记者李晓晴）记者从全国草种业发

展现场会上获悉：国家林草局积极推动草种业发展，在基地建

设、科技支撑、品种选育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已经形成近

60 万亩草种繁育基地，达到了每年 3 万吨左右的草种生产能力，

其中生态修复用草种产量每年 1.69 万吨。

会议指出，我国草种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各类草种进口

依存度都很高，特别是适用于退化草原生态修复的优良乡土草

种严重缺乏。据国家林草局统计分析，随着大规模国土绿化和

草牧业转型发展的推进，我国草种需求量逐年增大。未来一个

时期，“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矿山修复、盐碱地治理、饲草种

植、城市绿化等领域，会产生每年 10 万吨以上的草种刚性需

求。通过抗逆性和生产力兼备的优良乡土草种修复草原植被、

提高草原生产力和载畜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草原修复治理成

果巩固和草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当前，要紧密围绕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和现代草牧业发展的用种需要，加快推进草

种工作。各地要勇于创新机制，加强林草融合，依托国有林、草

场建设草种基地，破解用地难的问题。要科学利用天然草原，拓

展草种繁育空间，结合区域水土气候条件，筛选主要建设草种，

突出抗逆性和生产力兼备的优良乡土草种，加快提升草种生产

能力，为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食物安全

作出更大的贡献。

草种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达到每年3万吨左右草种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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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的
盐碱地由古黄河泥沙淤积而
来，历史上长期受海水浸渍，
保水保肥能力差。当地通过
种植梨树改良盐碱地，并采
取科学灌溉措施，引进绿色
生态种植技术，经过多年努
力，土地盐碱化情况显著改
善，林果产业蓬勃发展。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天津 7月 9日电 （记者李家鼎）

记者从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近

日，华能天津港东疆北防波堤风电项目获

批，成为全国首个获得用海批复的防波堤

风电项目。该项目位于天津港东疆北防波

堤，采用立体分层设权方式申请用海，用海

空间层为水面，主要建设内容为 7 台风电

机组，总装机容量 50 兆瓦。

据了解，长期以来，天津市海域管理一

直沿袭“平面化”模式，海域空间资源的立体

性和多功能性未得到充分发挥。随着天津

近海传统海洋产业和新兴海洋产业用海需

求持续增大，海域空间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

显。近年来，天津持续推动海域管理模式从

“平面”到“立体”、从“二维”到“三维”转变，为

用海项目立体分层设权提供可行路径。今

年 5月，天津印发《关于试行海域立体分层设

权的通知》，该文件紧密结合天津实际，鼓励

对海上风电、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底电缆

管道、温（冷）排水等用海实施立体设权。

聚焦海域“立体分层”管理

全国首个防波堤风电项目获批
本报石家庄 7月 9日电 （记者张腾扬）

记者近日从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截至目

前，河北省已建成自然保护地 278 处，总面积

为 1.4 万平方公里；全省超过 60%的物种和

80%的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

保护。

近年来，河北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

碳发展；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落实就

地和迁地保护措施，抓好重要河湖海洋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全 力 提 升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水平。

如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青头

潜鸭在白洋淀、衡水湖等多地栖息繁殖，白尾

海雕集群现身石家庄岗南水域，缘毛太行花

等从国家极小种群物种名单成功“脱离”，濒

危候鸟遗鸥全球 60%左右的个体在康巴诺尔

湿地栖息繁殖，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华北豹现身驼梁。衡水湖、白洋淀野生鸟类

种类分别增至 334 种和 286 种。

河北全力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80%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本报合肥 7月 9日电 （记者李俊杰）记者近日获悉：安徽省

印发了《安徽省加快“以竹代塑”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7 年，全省竹林面积保持在 40 万公

顷以上，建成国家级竹类种质资源库 1 个，省级以上竹产业龙头

企业超过 100 家，竹产业综合产值达 600 亿元。

《方案》明确 4 项重点任务。一是推动“以竹代塑”资源高

效经营，开展国家级、省级竹类种质资源库建设，推进竹林道

路、竹山机械化经营试点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每年新增或

完善提升新型经营主体 10 个以上。二是推动“以竹代塑”产

品做优做精，鼓励竹产业重点县因地制宜规划建立污染可控

的现代竹材初级加工小微园，打造一批“以竹代塑”全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示范县。三是推动“以竹代塑”产品广泛应用，在

主要竹产区开展竹产品推广对接活动，建设 5—10 个“以竹代

塑”应用推广试点。四是推动“以竹代塑”文化深度融合，创

建 一 批 竹 产 业 体 验 试 点 ，支 持 建 设 一 批 竹 生 态 科 普 教 育

试点。

安徽出台实施方案推动“以竹代塑”发展
力争到2027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600亿元

江 苏 省 盐 城 市 滨 海 县 濒 临 黄 海 ，盐

碱 地 直 接 发 育 于 海 水 浸 渍 的 淤 泥 之 上 ，

总 体 呈 现 砂 性 强 的 特 点 ，保 水 保 肥 能 力

差 。 多 年 来 ，滨 海 县 通 过 种 植 梨 树 改 良

盐 碱 地，目前，全县梨园面积达 5.4 万亩，

2023 年 梨 总 产 量 达 6 万 吨 ，土 地 盐 碱 化

程度显著改善。

种植梨树涵养水源，
降低土壤含盐量

滨海县及临近区域地处古黄河与海岸

线的交汇处，是黄河故道的末端，古黄河在

滨海县入海，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形成了

滨海县的东部地区，海水中的大量盐分和

泥沙松散的结构导致该区域土壤盐分高、

结构差，盐碱化程度高。

上世纪 50 年代，江苏将滨海县黄河故

道沿线开发建设提上议程。“当时，省农林

厅派来了两位专家，跟我们县的一些工作

人员组成滨海县黄河故道果园基地普查规

划工作组。”滨海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岭山

村党总支书记于旭听父辈回忆，当时那次

考察前后历时一个月，对全县黄河故道沿

线进行了普查测绘和经济林、防护林体系

规划。

当时，滨海全县的土地盐碱化严重，玉

米、大豆等作物在这片土地上都无法种植，

大伙经过勘察商议，选择种植果树。

梨树是当年种植的果树之一。“梨树是

果树中较耐盐的品种，同时，含有一定盐度

的土壤会促使植物产生更多可溶性糖、类黄

酮等次生代谢物质，提高自身的水分吸收能

力和抗氧化能力。”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

研究所盐土农业研究室主任邢锦城介绍。

“经过反复筛选，滨海最终选择种植无

名梨这一品种。”于旭说，无名梨是滨海当地

人的叫法，是由河北引进的蜜梨品种，如今，

这种梨被称为“滨海大套蜜梨”，已成功注册

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当年，让树活下去是关

键，当地设立黄河故道绿化办事处，随后完

成了路、桥、水利和防护林等有关配套设施

的建设工作。

梨树种下去后，盐霜逐渐减少，板结的土

地慢慢变松软。究其原因，是梨树的根系发

挥了作用。“梨树根系发达，能够有效涵养水

源，减少水分蒸发，缓解盐碱化。”滨海县耕地

质量与肥料管理站站长陈晓玲说。

其实，当年引入改良盐碱地的品种不

仅有梨，还有苹果、桃等，但后来只有梨树

被大规模种植。

“梨树对盐碱地的改良效果比苹果树、

桃 树 都 好 ，最 关 键 的 是 大 套 蜜 梨 便 于 储

存。”滨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夹堆村党总支

书记宋明说，相较于苹果树和桃树，梨树的

适应性更强；另一方面，大套蜜梨的储存时

间远长于苹果、桃子，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销

售范围就更广。

“当年，吃上一个梨是非常幸福的事

情。”于旭告诉记者，梨树在贫瘠的盐碱地

上扎下深根，结出累累硕果。几十年中，梨

树改变着土壤性质，梨子成为很多人儿时

最为喜爱的水果，大套蜜梨成为滨海人心

中不可或缺的家乡记忆。

改善灌溉排水设施，
科学改良盐碱地

大套蜜梨能够在滨海广泛种植得益于

其耐旱的特性，直到上世纪末，滨海全县不

少果园的灌溉仍然依赖降雨。

修建现代化排灌溉设施对改善盐碱

地同样重要，滨海修筑灌溉管道，利用机

械水泵将水送到田间地头。“有了充足的

水源，才有可能把土壤里的盐分压下去。”

邢锦城说。

水 源 问 题 解 决 了 ，灌 溉 方 式 也 要 改

进。滨海属于滩涂盐碱地，历史上长期受

海 水 浸 渍 ，盐 源 充 足 、地 势 平 缓 、极 易 返

盐。“治理盐碱地要用水，但并不是越多越

好，必须确定灌溉深度和灌溉强度，合理利

用水分。”邢锦城说。

水管架在空中，延伸至梨树间，隔几棵

梨树就能发现从水管上垂下一个黑色喷

头，种梨大户仇光辉告诉记者，这是去年开

始应用的果园吊喷技术。早些年，仇光辉

的果园中已经全部安装了滴灌设施，为什

么还加装吊喷灌溉设备呢？

在盐碱地上采用滴灌方法，可以有效

避免水分浪费和盐分累积，水分通过管道

被精准送到根系周围，水蒸发后产生的盐

碱物质较少；吊喷技术可在有效范围内保

持土壤湿度，避免蒸发过快造成土壤表面

返盐。目前，滴灌与吊喷技术在滨海被组

合使用，发挥着各自的优势。

自 2017 年以来，滨海推进排灌基础设

施提升工程，推进实施了黄河故道干河治

理、黄河故道后续工程等省重点水利工程，

保障灌溉用水；科学规划农村水系及骨干

渠系配套设施，提升排灌能力，建设各类水

工建筑 4753 座，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8.5 万

亩，新增旱涝保收田 3.2 万亩。

引进绿色生态技术，
转变发展观念

一幢二层小楼，被一片梨树环抱。这

片 梨 树 的 主 人 是 岭 山 村 村 民 于 广 尤 ，他

1976 年就开始与梨子打交道，今年已是第

四十九年。

于海洋是于广尤的儿子，2015年，在外

打工的他回到滨海老家，与父亲一同种植

梨树。2017 年，他成为当地农业农村局聘

请的果树技术员。两年后，于海洋自己承

包了 270亩梨树。

父子二人对种植梨树有不同的见解，二

人的梨园望过去大为不同。老于的梨园梨

树间距较大，梨树下面都是光秃秃的土地；

小于的梨园看起来更富生机，梨树紧凑地挨

在一起，其间被绿草覆盖，树下开满了小花。

小于的果园铺满绿色，得益于一种生

态种植技术——果园生草栽培技术。“这种

方法既不会带走盐碱地土壤养分，又能防

止土壤干旱和地表返盐，还能加快盐碱地

改良。”于海洋说。

白三叶草、紫花苜蓿、黑麦草……梨

园里种植的耐盐植物其实就是梨树的天

然肥料，自然生草实现地表植被覆盖，在

绿肥或草长到一定高度时，割除后覆盖果

园，起到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盐碱地果

园生草可显著提高梨园土壤的含水量和

养分含量，降低土壤 pH 值和盐含量，同时

生草可改善梨的品质，增加单品果重。”邢

锦城说。

“只有土壤好了，环境才能更好，种出

来的梨子品质更优。”于广尤打心里感叹，

现在他已经将梨园都交给儿子打理，每年

梨子上市时他会开起电商直播，跟朋友们

聊起这里曾经盐碱遍地、寸草不生到如今

绿意盎然、梨香遍野的变化。

上图：仇光辉的梨园挂满果实。

陈其龙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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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林

溪镇平岩村位于桂北山区，有上千

年的建寨历史，全村共有 900 多户

3000 多人口。近年来，平岩村依托

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

打造文化非遗旅游品牌，推动文旅

产业发展。今年 2月份，以平岩村为

重要区域的程阳八寨景区被确定为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目前，景区共

有 民 宿 、农 家 乐 等 旅 游 经 营 主 体

300 多家，带动 3000 多名村民创业

就业。2023 年，景区接待游客 93.2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1亿元。

图为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平

岩村，小朋友奔跑在满目绿意中。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发挥生态优势
发展文旅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