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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的花如期绽放，开在山坡上，
开在窑洞旁，开在深沟里，开在县城的
大街小巷。

彭阳县隶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
市，1983 年建县，地形复杂，以山
涧沟壑为主，农户大多居住在窑洞
里，且分散在不同山头或山腰。过
去，这里生态环境脆弱，有人形容：

“山是和尚头，下雨泥水流。风吹沙
子走，抬脚不见踪。”经过彭阳人民
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态修复和保护，如
今的彭阳变成了“山顶林草戴帽子，
山腰梯田系带子，沟头库坝穿靴子”
的绿色生态彭阳，每年举办的“梯田
节”“山花节”让彭阳声名鹊起。彭
阳绚烂的山花、如画的梯田，频频在
各类媒体出现，吸引四面八方的人们
前来打卡。

今年，彭阳启动线上“山花节”。
起初，性急的桃花先开了，只有

零星的几朵。它们开在山里人的山屲
里，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偶尔遇见
几朵，显得有些孤独。一朵，两朵，
一棵树，一座山，一条沟，仿佛一夜
之间，桃花开遍了彭阳的山山川川、
沟沟坎坎。像彩笔，染了山峁，涂了
沟畔，描了山腰。红的，粉的，纯白
的，粉白的，粉红的，这些色彩填补
了春季山野的留白。

如果你错过了桃花的绽放，没关
系，杏花已经迫不及待地登场了。彭阳

的杏花是农民收获的希望，是开在人
心里的花朵。这些美丽的花朵，会结出
一种“红梅杏”，收获的季节，一杏难
求。杏花落了，还有梨花。农家庭院前
后，总会有几棵歪脖子梨树，梨花开放
的时候，满树雪白，映着蓝天白云，让
人思绪万千。

很快，满山遍野都是盛开的山花，
丁香花、柠条花、沙枣花。这些花朵次
第开放，一直开到6月前后。绽开的花
朵，像一簇簇云朵，缠绕在各个山头。
花朵盛开在窑洞顶部，院子里升起的
袅袅炊烟，盘旋在花朵周围，远远望
去，那一户一户的人家如同住在云朵
里，住在花丛中。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
的野山花，它们开在山洼沟畔地，开在
不起眼的角落，开在过路人的心里。

彭阳也是一片红色热土，全县
12 个乡镇中，10 个乡镇保留着革命
战争年代的红色遗迹。结合红军长征
途中路过彭阳的“三天两夜”，毛主
席夜宿乔家渠的宝贵红色资源，彭阳
推出“红色+”廉洁文化教育专线，
开展廉政警示教育，红色与淳朴的民
风、优良的家风、艰苦的作风、过硬
的党风等相结合，如一缕清风，可以
拂衣，可以除尘，可以净心，可以明
志，可以醒神。

彭阳的山花会一场一场接着开下
去，如同接力赛，开到春去秋来。

上图：彭阳山花开。 扈志明摄

提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
县平马镇百谷村，当地人更习惯叫它

“红军村”。1929年12月11日，右江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百谷村自发成立
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等组织，并成
立中共百谷村小组，勇敢抗击国民党
反动派。“全村有85户农户131人参
加赤卫队和红军，韦纪、朱鹤云等
69名赤卫军队员被编入红七军21师
62团，9人参加红七军长征北上，16
位优秀儿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
宝贵生命。”百谷村村支书李海波说。

百谷村有一支村民合唱团，他们
能用汉语、壮语完整地忆唱 30 多首
红军歌曲，是红军村里的“明星”。

凭借地域和资源优势，百谷村大
力发展秋冬蔬菜、网箱养鱼、水稻种
植等种养业，并以红色旅游为引擎，
带动旅店、餐饮、运输等行业发展。
目前，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 2 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保持在 15
万元以上，百谷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

电力、交通、通讯等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是村民们致富的关键。一直以
来，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持续加大
投资力度，强化田东电网改造升级，
为红军村乡村振兴助力赋能。今年，
南方电网广西百色田东供电局为百谷
村更换了一台容量为315千伏安的变
压器，村里的3台变压器容量从725
千伏安扩容到 1170 千伏安，电压稳
定，电力充足。右江河畔，风景优
美，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吸引了很多

外来游客和务工人员。“我在家里的
出租房安装了5台空调，夏季电力十
足，大家都能凉爽过夏天。”村民合
唱团成员谈志玲笑着说。2012 年，
村民韦一丁放弃从事多年的水果批发
生意，进入电商行业，通过电商将家
乡的芒果、圣女果等销往全国各地，
芒果季销售芒果超10万斤，带动12
人就业。

“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精神，
百谷村在致富路上坚定前行，我们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李海波说。2000
年，村民自筹 25 万元在村口建起了
广西第一个村级革命历史陈列室——
百谷红军村陈列室，里面陈列着当年
红军、赤卫队使用过的长枪、短刀、
马灯、水壶等近 20 件珍贵实物和上
百幅珍贵照片。“这里寄托着富裕起
来的红军村儿女对革命先烈深深的敬
意和永久的怀念！”来自“红军家
庭”的韦海莲激动地表示。

如今，除了红军陈列室、红军
路、红军学校等红色教育基地，百谷
村还建有“农家书屋”、农业科技信
息室、农民体育协会活动室等，组建
了龙舟队和篮球队。每年端午节，村
民还自筹物品举办长桌宴。

“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我们要
继续努力，让红军精神发扬光大。”
李海波说，百谷村将紧紧围绕红色文
化，科学规划，整合资源，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高质量的红色旅游示
范村，让红色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新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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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村”喜变富裕村
本报记者 庞革平

傍晚时分，百谷村笼罩在绚丽晚霞中。 周金鹏摄

日前，近百名骑行爱好者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运河左堤鲜花大
道骑行锻炼。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湿地公园内绿意醉人。
图为市民在湿地公园游玩。 刘朝富摄（人民图片）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湿地公园内绿意醉人。
图为市民在湿地公园游玩。 刘朝富摄（人民图片）

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迈雅河区域生态修复成果初显，迈雅河生态休闲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滨
海绿意空间。 康登淋摄（人民图片）

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迈雅河区域生态修复成果初显，迈雅河生态休闲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滨
海绿意空间。 康登淋摄（人民图片）

“这个村真是欣欣向荣啊。扶贫和振兴要衔
接上，这边是巩固扶贫成果，这边是迈出振兴第
一步。过去身在宝山空手而归，现在身在宝山硕
果累累。大叶茶发展起来了，下一步就是生态旅
游。乡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
功夫。这里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4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
考察时这样说。位于大山深处的这座黎族村

寨，依山傍水，满眼碧绿，良好的生态成为其
发展旅游业的重要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指引下，中国大地上绿色的种子越播越多。
如今，一个个生态美的城市、乡村，成为人们休闲
度假的好去处，也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亮丽风景，越来越多的地方“吃生态旅游
饭，走绿色发展路”。

生态旅游路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尹 婕

做好山水文章

“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
贵州省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
省份，山地和丘陵占其面积的 90%
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山地省”。山高
谷深、沟壑纵横，重重大山曾是阻
碍贵州发展的屏障。大山也是贵州
独特的符号与标志，这里有神秘梵
净，也有磅礴乌蒙，它们共同在贵
州大地上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山川景
观，正是做山水文章的好素材。

思路一变天地宽。贵州有着良
好的生态优势，是全国拥有世界自
然遗产数量最多的省份。贵州充分
利用后发优势，把旅游业打造成展
现其生态环境优势的产业。“十三
五”以来，贵州将旅游业作为支柱
产业，并着力打造生态旅游品牌。
贵州省将大旅游、大生态作为发展

“长板”，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助力行
业转型升级，带动绿色经济发展，
实现景美民富的美好愿景。经过几
年的发展，“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
风”已成为旅游业界响当当的品
牌 。 世 界 著 名 旅 行 指 南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 推出的 2020
年世界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中，贵
州成为中国唯一入选地区。这个

“山地公园省”正成为近悦远来的宜
居家园、旅游乐园。

2021年，青海省印发《青海打
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行动方案》，
并编制《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青海
省）建设保护规划》《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 （青海段） 建设保护规划》等
专项规划，谋划了一批既有生态体
验又有文化感受的精品项目，打造
青藏、青川、青新、青甘区域生态
旅游大环线，将生态旅游文章越做
越大。

近年来，以贵州、青海为代表
的中国中西部很多地区依靠当地自
然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森林
康养、沙漠旅游等生态旅游，掀起
西部旅游热，实现了旅游业发展的

“弯道超车”。携程发布的《2022清
明小长假出游洞察》显示，今年清
明假期，西部旅游领先东部恢复，
重庆、西安、昆明、乌鲁木齐、贵
阳、绵阳、乐山等西部旅游目的地
受到游客欢迎。东西部旅游目的地
之间的差距大幅缩小，东西部旅游
发展不平衡现象得以改善。

保护与发展相得益彰

日前举办的“浙江省旅游业‘微
改造、精提升’2021年度实践案例推
介”活动中，安吉县获评综合实践案
例，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实践案例获
评最佳案例。这个三面环山的县
城，在旅游业发达且竞争激烈的长
三角地区独具魅力，已连续 3 年位
居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榜
首。秘诀在哪？

时间回到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余
村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从那时起，余村坚定践行这一

理念，关停矿山、水泥厂，封山育林，
修复环境，转型绿色发展，从“卖石
头”转为“卖风景”，走上了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美丽乡村
一步步成为现实。“两山”理念也从余
村走向全国，在各地落地、发芽、长成

参天大树。
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查干湖，

是中国知名淡水湖之一。曾经的查
干湖生态脆弱，上游河流流经盐碱
地，周边盐碱地改造的农田退水汇
入，均对湖水造成污染。经过系统
研究，吉林省统筹左右岸、上下
游，确定了引水、修渠、利用湿地
自然过滤的方案，将查干湖与周边
水体通盘考虑，形成水体自然流动
的有机生态共同体。如今，查干湖
夏有宜人风景，冬有冰湖腾鱼，吸
引着各地游客。只有水更清，才能
鱼更肥、景更美。查干湖的巨变，证
明了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
益彰。

近10年来，中国生态旅游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

各地积极举办生态旅游节会活
动，仅2021年，就有江西第三届森
林旅游节、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推介会、广西桂东南岭南风情生
态旅游联盟推介会、新疆冰雪旅游
节等，丰富的生态旅游产品成为推
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此
外，2021 年，首批 5 个国家公园的
正式设立、冰雪旅游大发展等，都
给生态旅游业注入了新鲜活力。据
统计，2021年，全国各类自然保护
地、林草专类园、国有林场、国有
林区等区域共接待游客超 20 亿人
次，生态旅游游客量已恢复至2019
年的约70%。

绿色空间不断增加

3 月 12 日，植树节当天，北京
市民甘萍带孩子报名参加了一个名
为“我为地球加点绿”的植树节主
题研学活动。在位于昌平区的一处
生态园里，24 个家庭挖坑、栽苗、

填土、浇水，种下了24棵油松。
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

41 周年，爱绿、植绿、护绿的理念日
益深入人心，参与植树的群众日益增
多，且有更多青少年参与其中。宋可
供职的旅游平台，专门经营青少年户
外旅行业务，她告诉记者，每年春季，
植树类研学活动十分受欢迎。全民
参与植树，有效地促进了生态环境的
修复和保护，扩大了城乡绿色空间，
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此外，全国各地持续推进拆迁
治理和环境整治，在拆迁腾退地块
以及城市边角地块进行绿化建设，
并在绿化过程中贯彻生态修复理
念，实施土壤改良，因地制宜布局
活动场地，满足群众不同的活动需
求，建成一批口袋公园、社区公
园。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已累计建
设口袋公园 2 万余个，城市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约 15 平方米。“推窗见
绿，出门见景”，在中国越来越多的
城市成为现实。

这些“小而精”的城乡绿色空
间，为市民提供休闲、运动的场
所，也是游客了解一座城市的窗
口；它们是生态治理的成果，见证

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们融自然
风光与当地历史文化于一体，成为
展示当地文化底蕴的载体。

绿色消费深入人心

带上便携式餐具，已是陈晨曦
做出游准备时必不可少的一步。过
去，她只在外出用餐时为年幼的孩
子准备一套，后来，旅途中就餐
时，她发现很多饭店都使用一次性
筷子，因而萌发了为全家人准备便
携式餐具的想法。“既卫生又环
保。”陈晨曦介绍，近几年，身边这
样做的同事和朋友越来越多，自己
也开始有意识地在旅途中进行更多
绿色消费：自备洗漱用品、拖鞋
等，在一家酒店连住几晚时，交代

服务员不需每日更换床上用品，离
开房间时及时断电，点餐尽量选择
小份等。“这些其实都是很小的事
情，但离不开绿色消费习惯的养
成。”陈晨曦说。

这是全国上下持之以恒的行动
带来的改变。

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持续开
展“光盘行动”，“舌尖上的浪费”明显
得到遏制，全社会形成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氛围，适量点餐、理性
消费、剩菜打包等逐渐成为百姓的
自觉行为。

长久以来，酒店业一次性免费
洗漱用品大量消耗带来的浪费，广
受关注。2019年7月1日起，上海酒
店不主动提供“六小件”（泛指顾客入
住酒店后，酒店为顾客提供的一次性
免费洗漱用品），同年9月起，广州星
级酒店也推出这一举措。旅游平台
飞猪数据显示，该措施实行以后，
上海、广州近九成酒店一次性用品
消耗量日均节省超 30%。旅游用品
生产商也积极转型，有一次性牙具
用品厂商开发出牙刷头和牙刷柄可
拆分的牙刷，使用后，刷头丢弃，
刷柄回收后可用来制造垃圾桶、下

水管等一般塑料制品。
2021 年 12 月 29 日，海南三亚

国际免税城二期里，一头长达13米
的浅蓝色“抹香鲸”静静地躺在地
上。这头用5000只一次性拖鞋制成
的“鲸鱼”，吸引了过往市民游客的
目光。中国旅游集团发起的这项

“全岛一家——环保艺术计划”公益
活动，旨在呼吁人们在旅途中减少
使用一次性用品。

今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
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印发的

《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年，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绿
色消费方式得到普遍推行，并明确将
有序引导文化和旅游领域绿色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