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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通山县地处鄂东南，属
低山丘陵区，四季分明，既有吴秀，
更具楚雄，这里的山也是如此。

通山的山，无论丘陵还是大山，
山体大多是缓缓的。一眼望过去，
就晓得它是有铺垫的，乐于供人欣
赏、供人攀登的。那最高的山尖看
上去也并不突兀，并无奇险，没有危
乎哉胆战心惊的感觉。似乎天生就
是让你用脚丈量的，你在浓荫里走
走停停，或蓄足力量再走也行。你
可以笔直开条路上山，也可弯弯绕
绕地登高。你如果突然改变主意，
从这条山岔走到另一条山岔，到另
一个村落去，那也成。山随人意。
你不用担心在山里迷路，山里人会
告诉你，万一迷路了，你沿山脊走可
以到达山顶平地，沿山沟溪水走总
能遇到村庄与烟火。

通山的山，厚重沉稳，互为依
托，紧紧相连。若从空中俯瞰，通山
大地就如一气呵成的山水画，纵横
交错，珠联璧合。逢久雨初晴时日，
登高远望，云雾笼罩的群山宛如仙
境，令人飘然若仙，物我两忘，沉醉
于浩渺的想象中。

山宁静而不孤独。下雨必是与
雾相融，晴天必与阳光相拥，与云朵
相伴。山丰富而不芜杂，清秀是它
的灵气，磅礴是它的胸襟，连绵是它
的情怀，亲和是它的秉性。闲暇时
刻望一望山，你心中会涌起莫名的
温暖。

山有文气，形状像笔架的，就叫
笔架山；山有武威，像烽火台的就叫
烽火山；山千姿百态形形色色，山上
多岩石，白的叫白岩山，红的叫红岩
山，黑的叫乌岩山；山与动物相处久
了，渐渐地就酷似虎、狮、蛇、龟、鼠、
牛与羊，有个林场就取名鸡口山林
场。比较出名的要数九宫山、大幕
山、太平山、太阳山，每一座山都有
来历，有无限风光等着你。

山蕴含生机，光是山花就足以
令人心旷神怡。樱花、杜鹃花，一开
就满山满岭，铺天盖地，既壮观又灿
烂。从春到秋，随便踏入哪座山，
你都会欣赏到百花齐放的美景，桃
花、梨花、李花、杏花、桐花、茶花、菊
花、兰花、槐花、柑橘花、枇杷花、芝
麻花、月季花、金银花，还有许多贴
地生长的小花儿，那真是花的世界，
人间乐园。

山有独特魅力，可读出气象
万千。九宫山的云海、日出与佛道
二教，大崖头的瀑布、石龙峡的潭，
富水湖的山光水色与隐水洞，每一
处都令人流连忘返。山有名胜古
迹，走进去，厚重的历史便扑面而
来。庆历四年的圣庙，明末农民起
义领袖李自成墓，乾隆御赐的道观
和云关古刹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的遗址，发人深思。山有古树名
木，通山森林覆盖率 66%，全县有
2200多棵古树，珍贵名木红豆杉76
株，千年以上古树有10多棵。置身
林间，吸着氧离子，顿觉神清气爽。
山有珍稀动物，在安静的深山老林
里，幸运的话，你会与穿山甲、牙獐、
水獭、猴头鹰、金腰燕、环颈雉、白
鹇、红嘴相思鸟等邂逅。

山有绿色特产，石材、竹制品在
五湖四海大放异彩。竹笋、枇杷、板
栗、油茶、柑橘、甜柿、猕猴桃等各种
绿色食品四季常新。新乡村、炉火
灶、炊烟袅袅，和着采茶戏与山歌的
曲调，令人耳目一新。

山有传统村落，随处可安放乡
愁。国家连片保护开发的王明藩大
夫第、江源老屋、长夏畈石板街古商
铺、谭氏宗祠与芭蕉湾宗祠，在青山
绿水间沉淀出素雅别致的美。

“幕阜洞天，云养通山。”想必，
立体的通山已矗立在您心里。

图为通山县的山水风光。
徐 辉摄

竹子是浙江省安吉县的符
号，安吉人用一支翠竹撑起了一
方经济，去年竹业总产值达 200
多亿元。如今，这漫山遍野的翠
竹又催生了一个听似“天方夜
谭”、又真实发生的故事：毛竹林
里的新鲜空气卖出了现钱！

“做梦都想不到有这样的好
事！”6 月 1 日中午，山川乡大里
村70多岁的李云福与68岁的池
根法从自家竹林里返程，他们边
走边谈，脸上堆满笑容。

竹农的笑容得益于安吉一
项探索。去年12月28日，县属国
有企业安吉两山生态资源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创立两山竹林碳
汇收储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当天，全县有5个村级专业
合作社的21392亩毛竹林与中心
签订期限为30年的《林业碳汇收
储合同》，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收
储竹林里的空气。

竹子是速生、再生植物，一
个20厘米高的竹笋一夜之间能
长成2米高的竹竿，“留三砍四不
留七”，竹子4年便可利用。砍了
又生、生了又砍的竹子比同面积
树林多释放35％的氧气，一棵竹
子可固定 6 立方米土壤，1 公顷
竹林可蓄水1000吨，竹子产业因
此被称作黄金绿色产业。

收储竹林里的空气离不开
科技支撑。2010 年，安吉与当时
的国家林业局竹林碳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浙江农林大学森林
碳汇省级重点实验室合作进行
竹林碳汇研究，形成了《竹林经

营碳汇项目方法学》，按照国家
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
（简称CCER） 标准，计算出平
均每亩毛竹林每年碳增汇量为
0.39 吨，安吉据此打造竹林碳
汇交易系统，收储时参照前 30
个交易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均
价确定收储价格。按照合同，3
年为一个结算周期，中心一次
性付给5村合作社竹林碳汇收储
金，在收储价基础上添加收储
成本后卖出，净收益的 80%反
哺给村合作社。

大里村是首批竹林碳汇收
储交易受益村，此前村里把农户
分散经营的5425 亩毛竹流转到
合作社统一经营，中心收储后先
后付出两笔钱，一笔是3年一次
性的竹林碳汇收储金 27.55 万

元，另一笔是竹林碳汇卖出后的
反哺款1.99万元。

钱到账后，大里村培育竹林
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村合作社立
即添置了竹林除杂机、打草机、
竹林专用微耕机、开沟施肥一体
机等专业化设备，并在竹林种植
竹荪、黄精、大球盖菇等林下经
济作物，修建延伸林道。这一系
列举措将使原来的毛竹林效益
猛增。大里村党总支书记应忠东
说，保守估算，较之过去农户分
散经营，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再到“卖
空气”，竹林碳汇收储交易成为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最直
接的方式之一。

安吉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
前提下，推动形成购碳群体。当

地银行机构开发“碳汇惠企贷”，
对需要信贷资金且单位能耗、单
位排放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亩均
税收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部分
企业，参照上年同期或同类型企
业贷款利率，给予利率优惠，企
业用优惠的利息购买碳汇，不增
加一分钱负担。

截至目前，中心已完成 2.5
万吨竹林碳汇收储，向5个村竹
林合作社支付3年竹林碳汇收储
资金108.6万元，并与4家安吉企
业完成 56.28 万元碳汇交易，从
中发放反哺金 12.69 万元。一石
激起千层浪，大里等五村捷足先
登，全县各村迅速行动，分散在
全县农户手中的87万亩毛竹林
正在向各自所在村合作社办理
流转手续，待办完手续后中心将
全部收储。

湖州师范学院“两山”理念
研究院院长金佩华指出，安吉竹
林碳汇把观念性价值向实体性
价值进行转换的探索证明，碳中
和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约束条
件，而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
要来源，将促进我国新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的变
革。在浙江大学教授王景新看
来，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关于新
技术、新市场的赛跑，安吉的探
索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
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赛跑中，掌握
了利用竹林应对气候变化和发
展低碳经济的主导权。

图为游客在安吉竹海拍照。
童海燕摄

葛牌距西安80公里，藏在终南山深处的
重峦叠嶂中。沿沪陕高速从葛牌出口驶出，一
座刻着“葛牌古镇”的牌楼出现在眼前。两侧
的对联“五龙捧首四省通衢无双地，一船泊岸
明清老街世外天”，揭示了这里周围有五座山
峰相峙、一条河流绕街北去的地理环境及历
史渊源。穿过牌楼，沿路前行，即进入四面环
山的小镇。小桥流水，村道蜿蜒。古朴静谧的
老街两旁，古老民居错落有致，翘檐斗拱，透
着古风遗韵。

这里是秦岭古道的咽喉，古长安向东南
出陕的门户。明末遗民为避战乱走进深山开
垦家园，又有往来鄂豫陕的客商在山谷间穿
行，这里成为歇脚的好地方，客栈商号酒肆渐
次建起，大山深处日益繁华起来。终南山气候

湿润，植被茂盛，人迹罕至处葛藤缠绕路边古
柳，好似悬挂楼牌欢迎来往行人。清初时，这
个商贾云集的地方就被称作葛牌。

葛牌古镇能够名扬天下，还在于它是一
个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红色老区。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进驻
葛牌，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葛牌镇区苏
维埃政府，这也是关中地区第一个红色革命
根据地。当年，根据地人民与红军战士并肩
战斗，配合川陕、陕甘宁、陕北苏区的革命
运动，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建立了不朽功
勋。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将军中有86位曾在
葛牌战斗过。

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旧址、葛牌镇区苏
维埃政府旧址、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和红二
十五军扩大会议旧址，都是这段革命历史的
印记。进入21世纪，葛牌古镇启动旅游文化名
镇建设，建起了雄伟壮观的红色雕塑群，在原

址上修建了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保
存了原有的仿古四合院式建筑。纪念馆占地
800平方米，展出苏维埃政府曾用过的手摇电
话机、桐油灯，红军作战用的马鞍、军刺、大
刀、手榴弹等400余件实物和资料照片，生动
呈现了战斗岁月。

80多年过去了，老区人民继承先辈遗志，
在大山深处艰苦奋斗，“天然林封顶，林果天
麻缠腰，无公害蔬菜沿川，牛羊猪发展入户”，
走出了自己的脱贫致富路。

如今，葛牌还保留着传统的赶集风俗，每
逢农历三、六、九日，周边村寨的山民带着野
生猕猴桃、野板栗、山核桃、土蜂蜜、天麻等山
货汇聚于此，街两边的摊点摆满洋芋糍粑、腊
肉、土鸡、饸饹等小吃，引得游人舌底生津。游
古镇、选山货、品美食，成为葛牌旅游的特色。
葛牌现有200余家农家乐，已具备一定的旅游
接待能力。

空气清新的葛牌古镇纯净安详，底蕴深
厚。在这里，回望历史，不忘先辈抛头颅洒热
血；驻足细品，在青山绿水中感悟生活。红色、
绿色交织的葛牌，是人们探幽、休闲、丰富精
神生活的好去处。

图为葛牌古街牌楼。

通山读山
孔帆升

浙江省安吉县创立两山竹林碳汇收储交易中心

竹林变“碳库”空气变“真金”
陈毛应 童海燕

终南深处有葛牌
刘 潇文/图

国民经济新增长点

山东省青岛市日前启动万人航海
计划，拟长年组织青少年、大学生、社
会各界及老年群体参加帆船体验活
动，激发公众航海运动兴趣，拉动游艇
帆船租赁、销售、水上运动、航海培训
（青少年帆船夏令营）等海洋旅游产业
发展，力争3到5年内将“万人航海”打
造成为全国海洋旅游知名品牌。

山 东 省 拥 有 3300 多 公 里 海 岸
线，500多个海岛，近16万平方公里
海洋国土，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富集。
据统计，截至2021年9月，山东省共
有13家5A级景区，其中8家位于沿
海城市。2021 年，山东沿海七市累
计接待游客3.2亿人次。山东省提出，
要建设人海和谐美丽海洋，打造千里
海岸观光廊道，让山东的海洋水清滩
净、岸绿湾美、鱼鸥翔集、人人向往。

像山东沿海城市一样，天津、
秦皇岛、上海、厦门、三亚等沿海
城市，既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
是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包括海上运
动旅游、海岛度假、邮轮旅游等在
内的海洋旅游，产品丰富，融合
性、带动性强，且对环境要求较
高，不仅可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也有助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海洋旅游业已经成为海洋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大力开
发海洋资源，海洋装备业、海洋交
通运输业、海洋新能源、海洋旅游
业等快速发展，海洋经济规模持续
扩大。2021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首次突破 9 万亿元，海洋经济已成
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蓝海卫士”越来越多

日前，横琴国家地理探险家中心
举办了一场海洋环境保护公益讲座，
通过观赏海洋动画片等方式，带领游
客认识海底世界之美与海洋生物的多

样性以及人造垃圾、石油泄漏等对海
洋生物造成的危害，引导游客关注海
洋生态保护。一名带孩子听讲座的游
客表示，“应该从小培养孩子保护环境
的意识”。据了解，横琴国家地理探险
家中心还将举办“海岛探秘奇踪”探险
活动，包含多个海洋主题的游乐项目，
让孩子在游玩的同时，了解海洋生物
多样性，从而提升保护海洋生态的意
识。4月中旬，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举办“没有一头鲸想这样告别”环保艺
术展，旨在通过展览倡导人们爱护海
洋动物、认识海洋垃圾的危害、提高海
洋生态保护意识。

近年来，海洋相关知识的科普、
宣传日益深入人心，人们主动参与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增强。

6月2日，一群志愿者在浙江宁
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桐照村的海边，
捡拾海滩上的各类垃圾。“让渔村更
美，海洋更蓝”、激发市民对海洋保
护的热情，是这项志愿活动的初衷。
莼湖街道“蓝海卫士”海洋环境保洁
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介绍，团队已由
最初的10人发展到100多人，成员包
括渔民、学生、社会志愿者等，“全
社会越来越重视海洋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的 《2021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显
示，2021 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
稳中趋好，海水水质整体持续改
善，主要用海区域环境质量总体良
好，近岸局部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有
待改善。

讲好中国海洋故事

5月中旬，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

国家海洋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通草画展
览。190余张珍贵的通草画，展示着
100多年前中国面向海洋的最大商埠
之一广州的社会风貌。据了解，此次
画展是国家海洋博物馆宣介中国海洋
强国建设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座博物馆的“中华海洋文明”
展区分三个篇章，对中国经略海洋的
历史加以介绍：从远古人类初识海洋
到海上丝绸之路大繁荣、明清禁海后
近代海洋意识觉醒、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逐步树立海洋强国意识。5米
长的电子《郑和航海图》呈现着明朝
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和沿途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交流文化；
巨幅的图片墙上则展示着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成果：与斯里兰卡
共建科伦坡港口城、投资建设的阿联
酋阿布扎比码头开港等。

博物馆里珍藏着中国历史上的海
洋故事，一批超级工程则讲述着当代
中国海洋故事：港珠澳大桥、杭州湾
大桥、国内首个海上数字智慧应用工
程“海联网”、国内首台10兆瓦海上
抗台风型风电机组等，它们集中体现
了我国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
海洋、管控海洋方面取得的成就。

中国海洋迸发“蓝色”动力
本报记者 尹 婕

今天是第14个“世界海洋日”暨

第15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以“保护

海洋生态系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在全国多地展开。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 1.8

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和丰饶富集的海

洋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强国建

设，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

海洋、经略海洋”。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海洋生态环境趋

好，全社会对海洋的认识不断提高。

骑行爱好者在江苏省如东县海湾欣赏沿途风景。 许丛军摄（人民视觉）

初夏时节，在山东省荣成市各大海洋牧场，养殖工人们驾驶养殖船来往
穿梭，开展各类海上生产作业。 王福东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