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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大熊山腹地的湖南省安
化县田庄乡高马二溪村，平均海
拔 700 米，层峦叠嶂，溪涧纵横。
正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这里
是历史上有名的优质茶产区。然
而，过去由于人们观念落后，交
通制约，村民种茶、采茶、卖茶
不方便，茶叶生产经营艰难，曾
是省级贫困村。近三年来，高马
二溪村村民转变观念，依托大自
然 赐 予 的 生 态 茶 园 发 展 绿 色 产
业，致力绿色崛起，以宜居宜游
为目标，用最小的环境代价和最
合理的资源消耗，把丰富的自然
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优势。

湖南城市学院城院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高马二溪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罗延富介绍，3 年时间，
扶贫工作队带来了技术、资金和
项目，帮助村民发展产业，连接
销售和市场，修通了乡亲的致富
路、幸福路，实现了高山茶村的
精彩“蝶变”。

要致富先修路。湖南城市学
院对接相关政府部门，多方筹措
资金，一年多时间里，高马二溪
村台百、高家溪、板楼溪、黄牯

仑等片区 11.92 公里公路完成扩
改，板楼溪3.3公里6.5米旅游环线
扩改硬化竣工，主干道朝神庵公
路6公里的道路扩改工程完成。

高马二溪村党支部书记陈智
群高兴地对笔者说，茶村变化最
大的是交通，乡亲们体验到了实
实在在的方便。

家住在海拔800多米、大山深
处的谌任岩，曾因生存条件差、
交通闭塞，吃过不少苦，以前靠
种粗粮、木材为生，养过牛、赶
过马，第一段婚姻也因贫穷而结
束。进山公路修通后，谌任岩作
了重大决定：成立苏家溪茶叶专
业合作社，流转500亩荒山。在精
准帮扶下，这位曾经长期为钱所
迫的汉子，先后投资 600 多万元，
建起了一座茶庄园，拥有500多亩
茶园，年收入200万元。

路通百事兴。全村4个片区的
安全饮水工程完工，彻底解决了
1900 多人安全饮水问题；通信、
网络工程实现全覆盖。各项基础
设施的完善，有力促进了产业发
展，全村茶园面积已发展到 1.8 万
亩，数家茶企回村建厂。

罗延富自豪地说：“公路一通，
财路就通。进村务工人员多了，各
地茶商云集，交易红红火火！”

为打造最美茶村，湖南城市
学院特色扶贫提出以高马二溪村
种茶历史悠久、茶叶品质佳为亮
点，发展集茶叶种植、生态观光
于一体的茶旅融合产业。去年，
一片 10 多亩的生态茶园成为全村
茶旅示范基地。

如今，驱车缓缓行驶在高马
二溪村，远处山腰间随处可见新
建的原木阁楼、新型别墅，移位
换景，如同在图画中穿梭。

谌任岩家的茶庄设有数间茶
室、客房；板溪水道清澈，峡谷
里安装了路灯……谈到村上茶旅
一体规划，罗延富如数家珍。

走进高马二溪村村民服务中

心，进门就有古香古色的茶室，
陈列着全村所有茶企的产品、商
标，让人真切感受到了茶村的茶
文化；建成卫生室、农家书屋，
配备了完善的文体设施，搭建起
村级戏台，组建了广场舞队和腰
鼓队。以前天一黑就一片寂静的
村民服务中心，如今入夜后灯火
通明、热闹非凡。同时，上山寻
茶、体验旅游的游客接踵而来，
茶庄、茶店客流不断。

村子里还建立了黑茶研究基
地，基地利用产学研结合优势，
精准对接高马二溪村黑茶产业需
求，确立茶叶生产标准，为茶农
提供生产加工技术培训；利用黑
茶金花省重点实验室等 10 个相关
科研平台，提供技术支撑。茶农
种茶制茶技术突飞猛进，茶叶品
质越来越好。

现在，茶村所产茶叶鲜叶品
质提高了，销路广了，经济效益
也上来了。50 多家茶企、茶厂、
合作社，每亩茶园年收入达 6000
多元，高马二溪村茶叶综合产值
上亿元；贫困户从 124 户降至 3
户，贫困人口从 452 人降至 13 人，
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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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
入高质量发展，不再单纯追求经济
增长及其速度，而是在新发展理念
指导下实现“五位一体”的统筹和
协调发展，同时，今年底要确保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哪一方
面，生态保护、发展生态产业都在
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生
态保护和生态产业是真正的绿色产
业，缺乏绿色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
是不协调的，缺乏生态文明建设的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统筹发展
是不完善的。

在扶贫问题上，树立科学的生
态理念非常重要。因为扶贫不仅仅

是增加收入，更是要满足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而美好生活需要美
好环境以及由美好环境提供的美好
产品。生态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与
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之举，是通过
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

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
新生态扶贫方式等，加大对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以达到
推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
相协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
促进的扶贫模式。

生态扶贫关键在人，关键在人
的认识、思路和措施。“两山论”
从生态文明建设和以人民为中心的
政治高度出发，为落实生态扶贫指

明了方向。要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
为金山银山，既要发展与之相适应
的高山经济、草原经济、林下经济
等，也要为维护绿水青山而开展生
态建设、科技支撑和金融支持，还
要有对绿水青山进行深度研习的适

应不同年龄、年级阶段、不同学科
专业的绿色旅游和研学。这些生态
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保护生态和增
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更是促进人们
转变观念、保护和发展生态产业的
有效途径，是实现“扶贫先扶智”
要求的重要体现。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保护生态，
强调把人看成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
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保护生
态，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实现脱贫致
富，既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家园，
也是为了实现共享共赢，共同发展。
这是以人为本、实现个人全面发展
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与
西方文化中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
肆意掠夺他国和自然资源造成生态
危机的做法根本不同，是新时代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当然
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
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
者系中央民族
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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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沟深偏远，但林
密草茂水美，中国许多贫
困地区虽然因地理、交
通、历史等原因经济发展
落后了一步，但他们拥有
的优美自然风光、丰富生
态资源恰恰成为今天脱贫
致富的独特法宝。这些地
方大多立足当地资源，努
力在山水上做文章，通过
保护修复生态、发展特色
产业实现就地脱贫。

1.家门口的“绿色银行”
中国山区林区沙区牧区拥有丰富的土地、

物种、景观等资源，既是生态扶贫的主战场，
也是林草建设的重点区域。贫困地区努力将林
草生态资源转化为脱贫优势和发展资本，宜农
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商则商、宜游
则游，通过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将“生态红
利”造福于贫困群众。

“果树就在家门口，管理好了，以后年年可
以有收益。”在黑龙江省海伦市东林乡向荣镇，
许多村的贫困户以劳务、管护折资入股，认领了
家门前绿化带内种植的果树。据介绍，当地对家
门口建起的“小果园”，采取贫困户分散管理、分
户收获的模式，不仅成为贫困户增收的“绿色银
行”，还达到绿化、美化效果。

在许多地方，生态产业变身“摇钱树”，
优美环境成了“聚宝盆”。“没想到，务农养蚯
蚓也能赚钱！”三亚市海棠区北山村低保户高
方梅感慨。高方梅一家4口人，日子过得很拮
据。自从签署蚯蚓养殖协议后，高方梅觉得日
子有了盼头。据悉，三亚市海棠区农业农村
局、三亚明鑫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海棠
区18户低保户共同达成低保扶持产业蚯蚓养殖
协议，将低保户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投入蚯蚓
养殖产业，每年按投入资金的12％分红。

贫困户增加收益的同时还提高了环境质
量。海南大学副教授赵洪伟告诉笔者：“以蚯
蚓养殖为载体，构建良性生态环保产业链。变
废为宝，实现资源化利用。蚯蚓粪有机肥能够
改善土壤环境，对土壤修复有重大意义。”

2.争当生态管护员
不少地方既是贫困地区，又是

重点生态功能区或自然保护区，这
些地方的政府因地制宜，对居住在
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的群众加大
易地扶贫搬迁力度，对生态环境脆
弱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群
众，增加护林员等公益岗位。

自从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以来，索索便和村上的64位村民拥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生态管护员。
在海拔4000多米的黄河源头，他们
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进行巡护。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特许

经营这种方式让参加生态保护的牧
民们尝到了甜头。在三江源国家公
园澜沧江源园区昂赛大峡谷特许经
营点，政府培训了 22 户牧民成为生
态向导。牧民阿桑在同一个位点上，
检测到了雪豹、金钱豹、猞猁、棕熊
四种大型食肉动物。示范户的牧民
们，按照抽签顺序接待来自世界各
地的自然体验者，收益的 45%归牧
民示范户，45%返回到村集体，用于
公共事务，剩下的 10%属于村级保
护基金，专门用于村级的生态环境
保护事务。

“每人每月有 1800 元工资。”
索索告诉前去采访的媒体。按照山

水林草湖一体化管护的要求，结合
精准脱贫，当地实行了生态管护

“一户一岗”的政策，生态管护员
的工资由“基础工资+绩效工资”
构成，其中基础工资占 70%，每季
度发放一次；绩效工资占 30%，年
终考核合格后一次性兑现。

在长白山的森林深处，一群曾
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如今转型为
生态护林员。每天他们穿梭在密林
中，开展制止野外用火、阻止乱砍
盗伐、清理猎套等工作。2016年以
来，吉林省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保
护工程资金，帮助林区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护林员。几

年来，这项措施带动 1 万多名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

在广西河池市马山县林圩镇伏
兴村，有6名刚刚脱贫的村民被聘为
生态护林员，9000 多亩林地在他们
的精心呵护下得到有效管护。截至
2019 年底，广西选聘续聘生态护林
员 5.8 万人，森林资源管护总面积
7600多万亩，基本实现“聘用一人护
林、带动一户脱贫”。

据统计，2016 年以来至 2019
年，已累计安排中央资金 140 亿
元，安排省级财政资金27亿元，在
贫困地区选聘 100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

3.保护海洋渔业
过度捕捞导致中国野生鱼类资

源严重萎缩，实施增殖放流和水产
养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尤为重要。
由浙江海洋大学承担的“东海野生
大黄鱼资源修复工程”，在中街山列
岛海域要建面积为50平方公里的岱
衢族大黄鱼野化栖息地。

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严小军
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保护海洋渔
业，主要是完善捕捞渔民转产转业
补助政策，提高转产转业补助标
准，健全生态环境修复补助政策。
重建大黄鱼栖息地，进一步恢复舟

山海域大黄鱼自然资源，是一项巨
大的创新事业。

据了解，东海野生大黄鱼资源
修复工程通过智能化高端装备与技
术的融合创新，建设岱衢洋大黄鱼
野外训练与种源输出的新型栖息
地，并采用大黄鱼栖息地、水域环
境和生物高效监测与预警技术，有
效重建并恢复浙江舟山海域大黄鱼
自然资源。

日前，首批 200 万尾鱼苗投放
到基地，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野化训
练，并逐步放流到大海。最终目标
是用 3 年时间，将东海野生大黄鱼
资源恢复到1000吨。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将旅游业打造成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图为在
融水双龙沟森林旅游度假区梦呜苗寨，搬迁过来的苗族姑娘准备给游客
表演民族舞蹈。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苑前镇
戴坊村生态莲子种植基地，农民在
采摘莲蓬。司马天民摄 （人民视觉）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镇杉树湾村叠石花谷生态扶贫示
范园景区里，游人在游玩。 邱洪斌摄 （人民图片）

湖南省安化县唐溪茶园。周德淑摄

游客在唐溪茶园游玩。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