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时节，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枫林谷森

林公园，群山起伏，霜叶缤纷。

“这是假色槭，枝干虬曲；这是拧筋槭，也

叫三花槭……”护林员张春友一边走一边指，

一路走一路介绍，如数家珍，“公园的前身是建

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和平林场，主要任务是采伐

林木生产木材。通过改革，如今林业资源成了

旅 游 资 源 ，收 入 来 源 从‘ 卖 木 材 ’变 成‘ 卖

风景’。”

近年来，桓仁积极转变国有林场经营发展

方式，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林场职工成为景区管理员

张春友身材敦实，面色黧黑。“跟林子打了

一辈子交道，人也像树皮一样干硬。”他笑着说。

1980 年，张春友初中毕业后到和平林场工

作，主要任务就是砍树。

后来，国家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和平林

场 八 成 以 上 都 是 天 然 林 ，林 场 经 营 一 度 陷 入

困境。

如何转型突围？“当时，各林场都在想办法，

包括发展干坚果经济林、林下药材、林业种苗等

产业，但因为生产周期较长等原因，收效甚微。”

刚刚退休的桓仁县林草局森林经营股原股长宋

修田，对那段故事记忆犹新。

“国有林场脱困，必须改变以木材生产为

主的经营模式。”一年秋季，宋修田和上级领导

来到和平林场调研，从漫山红叶中得到启发，

决定发展森林观光旅游，“和平林场 70% 的区

域分布着枫树，一到秋季，不同品种的枫树将

高低起伏的群山晕染得五彩斑斓。”

2012 年，桓仁县委、县政府批准以和平林

场为基础组建桓仁枫林谷森林公园旅游有限

公 司 ，由 8 家 国 有 林 场 共 同 出 资 、分 别 入 股 ，

打 造 春 看 花 、夏 避 暑 、秋 赏 枫 、冬 玩 雪 的 观 光

胜地。

经过一年的建设，2013 年秋季，园区正式

开门迎客，林场干部职工成为景区的管理员、

服务员和护林员。“短短两个月时间，光门票收

入就有 200 多万元，这相当于改革前林场一年

的收入。”张春友说。

落实管理责任，提升监管能力

登上海拔 727 米的卧虎峰峰顶，张春友四下

张望，观察有无异常情况。“现在巡山护林，乱砍

盗伐、捕猎野生动物的情况基本没有了，防火是

重中之重，旅游旺季我们还要协助维持景区秩

序。”他说。

“有时遇到游客攀折枫树拍照，我们就及时

劝阻。”张春友说，“虽然以前是砍树的，但是现

在看到有人折根枝条都心疼。”

和平林场转型为森林公园后，收入多了，还

承接、安置富余职工 70 多名，成为全县国有林场

改革的成功典型。“后来，县里 8 家林场由自收自

支事业单位转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职能

从 砍 树 变 为 护 绿 ，生 态 建 设 成 为 林 区 的 主 基

调。”桓仁县林草局国有林场管理部部长侯占

辉说。

“开发建设枫林谷森林公园 10 多年来，累计

经营收入近亿元，减少森林采伐面积约 1.2 万

亩，相当于再造一个和平林场。”侯占辉介绍。

作为辽东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桓仁把管

护好森林资源作为生态建设的主要内容。“我们

全面推进林长制，按照山林自然资源现状，把全

县划分为 449 个区域网格，逐地逐片落实管理责

任。”桓仁县林草局林长办主任邵立郡介绍，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县森林蓄积量由 2345 万立方

米提升至 2982 万立方米。

在桓仁县林长制大数据综合展示平台，一

块大屏幕上实时显示 449 个网格的管护情况。

“智慧平台依托后台管理系统和‘林长通’手机

APP，具备移动巡林管护、森林防火监测等功能，

有效提升林业资源监管能力。”邵立郡说。

如今，张春友时不时还会拿起油锯，但不

再是采伐，而是抚育。油锯的轰鸣声响起，低

垂 杂 乱 的 枝 叶 被 削 去 ，一 株 株 树 木 更 加 俊 秀

挺拔。

立足生态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中午时分，在距离枫林谷数公里外的向阳

乡和平村赵三农家院，经营者赵忠波正忙着招

呼客人。小鸡炖蘑菇、山野菜炒肉片……热腾

腾的饭菜端上桌来，香气四溢。“食材都是周边

农户自产的，主打天然和新鲜。”赵忠波说，“以

前上山砍木头，忙活一年挣不了 2 万元，现在一

到旅游旺季，游客来住宿、吃饭都得提前预订，

一年收入能有 30 多万元。”

多年前，和平村还是大山深处的一座小村

庄，村民们的生活来源除了几亩田地，就是到林

场伐木、运输。“如今，借着枫林谷景区的东风，

全村农家乐、民宿开了 60 多家，一半以上村民吃

上了旅游饭，和平村还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国家森林乡村等称号。”和平村党总支副书

记王民海介绍，今年全村人均纯收入有望达到

2.8 万元。

包括和平村在内，从 2019 年开始，桓仁全

县 已 有 53 个 村 将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资 金 共

3821 万 元 入 股 枫 林 谷 景 区 ，景 区 每 年 按 照

8% 的固定比例进行分红。

不止一个枫林谷。“独特的气候条件和优

越的生态条件为道地药材的生长提供了良好

环境，经过多年发展，桓仁县已拥有山参保护

面积 65 万亩，山参产业年产值 30 亿元以上。”

桓仁县委副书记、县长田永军介绍，桓仁正重

点打造中药和保健食品产业、绿色食品加工产

业、康养旅游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立足生态

优 势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坚 定 不 移 走 绿 色 发 展

之路。

从和平林场到枫林谷森林公园的理念之变—

老林场里风景新
本报记者   郝迎灿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10 年来

环境资源审判有重大影响力案件。10件

案例所涉生态要素多、保护范围广、复

合程度高、创新意识强，兼具裁判规则

意义和法治宣传价值，集中体现了人民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鲜明特色、专业要

求和职能作用。

2014 年 6 月至今年 9 月，全国法院

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生态环境资源

案件 216.1 万件，其中，一系列标志性典

型案例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法治进程，

提升了中国环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对故意损毁名胜古迹行为人

追究刑责，体现法律对其行为最严厉的

否定评价。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被列入世界自

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巨蟒峰地

质遗迹点是其珍贵的标志性景观和最

核心的部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美学

价值和经济价值。

张某明等三人采用打岩钉等形式

攀爬至巨蟒峰顶部。经现场勘查，张某

明在巨蟒峰上打入岩钉 26 个。经专家

评估，此次“巨蟒峰案的价值损失评估

值”不应低于该事件对巨蟒峰非使用价

值造成损失的最低阈值 1190 万元。

最终，法院依法追究行为人故意损

毁名胜古迹的刑事责任，体现了法律对

其行为最严厉的否定评价。同时，判处

三人承担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 600 万

元、支付专家费 15 万元，并在全国性媒

体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本案是全国首例因故意损毁自然

遗迹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是全

国首例检察机关针对损毁自然遗迹提

起的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相关负责人

介绍，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既对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的

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也判处民事责任，扩大环境

资源司法覆盖面和影响力，对于促进名胜古迹

的保护和修复，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

文明观，具有重要示范作用。

——引导群众理性、规范“放生”，巩固美丽

中国建设群众基础。

徐 某 在 未 向 主 管 部 门 报 告 的 情 况 下 ，将

25000 斤鲇鱼投放至江苏省常州市长荡湖。后

其投放的湖面陆续出现大量死亡鲇鱼，当地渔

政部门累计打捞死亡鲇鱼 20208斤。经鉴定，死亡

鲇鱼为革胡子鲇，为外来物种。检察机关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

审理法院认为，徐某擅自向长荡湖投放大量

外来物种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导致该

水域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发生不利改

变，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及生物安全风险，

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及惩罚性赔偿责

任。最终，法院判决，徐某承担生态资源

损失 3万元、服务功能损失 5000元，用于

长荡湖生态环境修复；事务性费用 1.8万

元；惩罚性赔偿金 5000 元，用于长荡湖

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科普、法治宣传。

本案是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

种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案 。 本 案 审 理 过 程

中，法院通过“普法 +科普”式庭审直

播，吸引 100 多万网民观看，提升了公

众生物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引导群众

理性、规范“放生”，变违法擅自“放生”

为科学增殖放流，巩固了美丽中国建

设的群众基础。

——形成类案裁判规则，平衡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李某居住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

湾正街，正对李某住宅的万象城购物

中心外墙上有一块 LED 显示屏。该显

示屏每天播放视频广告等，其产生强

光直射入李某住宅，给李某的正常生

活造成影响，李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某置地公司作为

万象城购物中心的建设方和经营管理方

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民事责任：

该 LED 显示屏在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

间开启时间应在 8:30 之后，关闭时间应

在 22:00 之前；在 10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期间开启时间应在 8:30 之后，关闭时间

应在 21:50 之前；该 LED 显示屏在每日

19:00后的亮度值不得高于每平方米 600
坎德拉。

本案中，人民法院创新性地适用法

律并形成类案裁判规则，即当 LED 显示

屏运行时产生的强光超出一般公众普遍

可容忍的范围时，构成由强光引起的光

污染。同时，并未简单判决拆除 LED 显示屏，而是

通过规范开启 LED 显示屏运行时间、亮度值的方

式将光污染对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正常人

的忍受范围之内，以达到停止侵害的目的，较好地

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据介绍，2014 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注重紧

密结合审判实践，向社会提供鲜活司法政策、司

法规则、典型案例等法治产品。最高法制定、修

订生态环境资源司法解释 21 件，发布规范性文

件 22 件；发布生态环境资源指导性案例 40 件、专

题典型案例共 43 批 437 件；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

生态环境资源审判参考案例 350 多件，指导各级

法院准确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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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和平
林场，如今转型为风景秀丽的森
林 公 园 。 在 辽 宁 桓 仁 满 族 自 治
县 ，国 有 林 场 转 变 经 营 发 展 方
式，管护好森林资源，发展特色
产业，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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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界沟镇，扬子江药业集团龙凤堂紫苏规范化种植基地喜获丰收。以“做

中国最强、世界一流的制药企业”为愿景，扬子江药业集团近年来积极服务中医药现代化，将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相结合，切实肩负起企业社会责任，深入挖掘虞城县界沟镇

中药材产业发展潜力，建立全流程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走出一条中药材产业高

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数据来源：虞城县界沟镇人民政府

         扬子江药业集团

··广告广告··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充分发挥道地药材种植优势充分发挥道地药材种植优势

为助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扬子江药业集团坚持因地

制宜种植优质中药材，根据不同药材的品种特性和不同地区的自然条

件，在全国建立了 80 个中药材种植基地，总结出一套完整的中药材生态

种植与可持续发展模式。

界沟镇位于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南部，拥有得天独厚的中药材种

植自然条件。这里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适宜

120 余种中药材种植，于 2020 年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授予“河南省中药

材之乡”称号。

2019 年，扬子江药业集团深入虞城县界沟镇，对当地自然资源条件

进行全面严谨的调研与评估，提出“公司+农业合作社”发展模式，以扬子

江药业集团资金、技术、市场资源为依托，界沟镇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承包流转土地，建立扬子江药业集团龙凤堂紫苏规范化种植基地。紫苏

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药材，其叶、梗、籽均可入药，种植周期短、产出效益

高，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广受认可。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基地成

功流转土地 3000 余亩，“虞紫苏”系列新品种种植面积已达 2000 余亩，有

效 盘 活 了 当 地 低 效 和 闲 置 土 地 资 源 ，成 为 助 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致

富田”。

提质增效提质增效，，全面升级种植技术与管理模式全面升级种植技术与管理模式

保障中药材高质量产出，科学种植是基础。在打造中药材标准化种

植基地的实践中，扬子江药业集团累计制定了 80 余份通用管理文件，覆

盖种子种苗、田间管理、采收加工、仓储物流、质量管理等中药材产业

全流程。为保证种植标准的切实执行，扬子江药业集团向种植基地派

出专业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作业，协助农户严格遵循企业质量标准

开展种植。

此外，扬子江药业集团龙凤堂紫苏规范化种植基地持续依托农业研

发创新种植模式，实施小麦和紫苏套种，以提升种植效益。同时，基地积

极联合高校，共同培育优质种源，成功选育出“虞紫苏 1 号”和“虞紫苏 2
号”两个新品种，紫苏叶干品年产量可达 450 吨，紫苏梗干品年产量可达

675 吨，研究成果得到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认可。

保障中药材高质量产出，智慧管理是关键。扬子江药业集团龙凤堂

紫苏规范化种植基地对药材种植全过程实施“赋码溯源”管理，每批紫苏

从种植到加工再到仓储出库都实现电子化记录，通过二维码扫描即可获

得每个环节的信息。此外，为充分发挥道地药材价值，在中成药生产的

全过程，扬子江药业集团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运用 5G、云

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从种植、生产到运输全流程各环节的透明

可追溯机制，以技术赋能实现管理增效。

如今，科学种植和智慧管理共同发力，扬子江药业集团龙凤堂紫苏

规范化种植基地实现了产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在推动当地中药材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为乡村全面振兴铺就了一条新路径。

致富增收致富增收，，中药材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中药材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近年来，虞城县凭借资源和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农业，以

乡村产业振兴促进群众稳定增收，扬子江药业集团龙凤堂紫苏规范化种

植基地的建设和运营，为虞城县中医药事业发展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

供了新机遇。

至今，扬子江药业集团龙凤堂紫苏规范化种植基地有效带动了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界沟镇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村民就业达 1.6 万余

人，种植中药材达 40 余种。农户不仅能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稳定的收益，

还能在种植基地务工获得更多收入，帮助农户实现“家门口致富”。灵活

的工作时间和便利的工作地点，让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2023
年，种植基地小麦和紫苏套种亩均收益近万元，户均增收 6000 元以上，为

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小紫苏迸发大活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奏响乡村全面振兴新旋

律。未来，扬子江药业集团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推进中药

材产业转型升级，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创新和智慧力量。

位于界沟镇的扬子江药业集团龙凤堂紫苏基地采收现场位于界沟镇的扬子江药业集团龙凤堂紫苏基地采收现场

紫苏叶紫苏叶、、紫苏梗紫苏梗、、紫苏籽均可入药紫苏籽均可入药 农户采收紫苏农户采收紫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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