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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下，虫鸣鸟唱，雨落猿
啼，树涛声声。在黎族阿妈的喃喃细
语中，热带雨林与山水、民族、村落
相依共生的故事徐徐展开，还原葳蕤
深处生生不息的雨林时光……11 月
13 日上午，2022 年“雨林与您”体验
活动开幕式暨“雨林时光”田园实景演
出在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启
幕，现场观众身临其境，感受海南热
带雨林、民族文化与乡村田园之美。

今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曾
深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
区，察看公园生态环境，询问树木生
长、水源涵养、动植物资源保护等情
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要坚持
生态立省不动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重中之重，对热带雨林实行严格保
护，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
善相统一。

初冬的琼州大地，依然温暖如
春，涌动着生机与活力。记者近日来
到海南多个地市，走雨林，看村寨，
记录海南人民坚持生态保护、走绿色
发展之路的故事。

守护雨林
绿色瑰宝世无双

车行入深山，道旁树木的枝条越
来越频繁地叩响车窗，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到了。

沿观景步道拾级而上，板状根、
根抱石、植物绞杀等雨林植物的奇特
景观令人目不暇接。硕大的海芋叶片
上，留下昆虫进食后形成的一颗颗圆
洞，透过圆洞向上看，高大植物顶部
还有其他植物伴生形成的“空中花
园”……

面对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
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习近平
总书记曾指出，海南以生态立省，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是重中之
重，要跳出海南看这项工作，视之为

“国之大者”。
从 2019 年揭牌成立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到 2021 年成为
首批正式设立的 5 个国家公园之一，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创新管理体制
机制和管护模式，建设“电子围栏”
等智慧管理设施，在守护这片“国
宝”的同时，不断放大其生态、经
济、社会效益。

“以前这一大片都是光秃秃的。”
55岁的王进强，过去是从事伐木工作
的林场工人，现在已是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的一名护
林员。自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展以来，
霸王岭片区内的斧头岭等山头由秃复
绿，王进强和同事们都看在眼里。

和绿意一同归来的，还有海南热

带雨林的“原住民”——海南长臂
猿。今年1月，王进强团队的同事在
对海南长臂猿 D 群的监测中，发现
一只新生婴猿，至此，这一全球最稀
有的灵长类动物种群数量增至5群36
只。王进强告诉记者，海南长臂猿终
生不下地，依靠双臂在雨林原生植物
上觅食和生活，因此只有在生态系统
较为完整、原真性强的“健康”雨林
中才能生存。

为了守护好这片海南长臂猿全球
唯一的栖息地，王进强和同事们除了
日常的监测统计工作外，还为海南长
臂猿种植了超过1万株乡土树种，进
一步扩大其栖息地面积。“目前追踪
到海南长臂猿食物残渣的情况比以前
多了不少，这说明它们的食物充足，
活动范围也在扩大。”王进强说。

精心呵护的绿色瑰宝，究竟“价
值几何”？去年 9 月公布的核算数据
显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2019

年 度 生 态 系 统 生 产 总 值（GEP）为
2045.13亿元，单位面积GEP为0.46亿
元每平方公里。“生态账”算得清楚，王
进强这样的“公园人”心里也更加敞
亮：“绿水青山果真是金山银山！”

据 了 解 ， 在 国 家 公 园 内 开 展
GEP 核算并发布成果的，海南是全
国第一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
林业研究所副所长陆钊华表示，这有
利于推进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新形式，为国家公园热带雨林
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构
建提供数据支撑及科学参考，为我国
国家公园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成效评估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
日子越过越红火

一方茶室，一盏茶碗，几经冲

泡，淌出一杯“琥珀色、奶蜜香”的
红茶。“只有五指山的红茶，才有这
样的风味。”五指山茶叶协会会长郑
丽娟自豪地说。

离郑丽娟的茶园不远，毛纳村的
茶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今年4月1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个大山深处
的黎族村寨，沿村道边走边看，在一
家手工茶坊参与炒茶劳动，并买下两
袋茶叶。

手工茶坊的主人王菊茹对当时的

情景记忆犹新。“去年我家卖茶收入
有 3万多元，今年上半年就卖了 4万
元。”王菊茹告诉记者，现在自家茶
坊成了村里的“网红打卡地”，不少
顾客看重她种茶制茶的手艺，订单源
源不断。

如今，570多亩茶园留住了曾经
外出打工谋生计的毛纳村民。“2013
年我家还是贫困户，靠着种茶叶，日
子越过越好，去年我还买了一辆小
车。”村民王琼香记得，总书记当时
坐在凉亭里对乡亲们说“过去身在宝
山空手而归，现在身在宝山硕果累
累”，对此大家都有亲身体会。“良好生
态环境就是致富的资本。”王琼香说。

“把茶叶经营好，把日子过得更

红火”，总书记的嘱托已经成为这里
每个人由衷的热望。大叶茶发展起来
了，下一步就是生态旅游。据了解，
今年4月以来，到访毛纳村的游客比
往年多了起来。

将扶贫与振兴相结合，在产业生
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是海南
近年来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乡村振兴
的关键举措，像毛纳村这样特色鲜明、
一村一业的黎族村寨，还在不断涌现。

走进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南牙

村，以黎族传统文化图腾为蓝本的艺
术墙绘，装点了每户人家的院墙。村
子深处，橡胶林下，一座音乐舞台上
传来黎族民歌《久久不见久久见》的
曲调。

唱歌的人，是南牙村青年朱晓
保。从一线城市返乡创业的他，既有
一支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乐队“黎乡三
月”，又运营着一家酒坊，酿制黎族
传统糯米酒——山兰酒。在朱晓保看
来，对酒当歌、随歌起舞是黎族人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热闹场景。

近年来，南牙村以黎族音乐和酒
文化为重要元素，发展独具特色的乡
村休闲旅游，依托原有村落格局美化
村容村貌，引入自然研学、黎族民俗

活动、艺术民宿等体验项目，“黎乐
部落”的招牌越来越响。“村里的环
境变美了，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把
日子过好的信心更足了。”南牙村

“邦溪水院”民宿负责人张春丽表
示，未来村里还将开发水果采摘、村
居冥想等旅游项目，将南牙村“酿成
一首黎家的歌”。

宜居宜业
良好生态增福祉

群山远抱，蓝天映照，一排排崭
新的独栋双层小楼前有庭院，后有菜
园；平整宽阔的乡间道路旁，不时传
来苗家民歌的悠扬之声……走进东方
市东河镇苗村生态搬迁安置新村，闲
适恬淡、欣欣向荣的乡村新景令人眼
前一亮。

“新村住得更宽敞了，孩子上学
也方便多了。”村民梁志荣是第一批
从远在热带雨林核心保护区内的苗村
老村搬出来的。在老村，梁志荣一家
六口挤在一间瓦房和一间平房内，进
出村都要乘船，往返镇上接送孙女上
学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孩子们的
学校离新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梁
志荣说。

为更好满足苗村村民的医疗、教
育和住房需求，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建设腾挪出更多绿色空间，东方
市从 2020 年起开工建设苗村生态搬
迁安置项目，共建设安置房 168 套。
苗村驻村第一书记余涛告诉记者，经
过动员，苗村的135户村民已在今年
8月初全部搬进新居，村民居住环境
的舒适度有很大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山绿水、
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
本钱。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宜居”的
重要指标，也正在成为海南人“宜
业”的增长点。海南省中南部的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地处北纬 18 度

“世界旅游黄金纬线”，四季气候温
和。依托高达 84.89%的森林覆盖率
和七仙岭等自然名胜，保亭成为既有
热带雨林、又有野溪温泉的“天然氧
吧”。2021年，保亭共接待游客307.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7.32亿元。

今年2月，全国首个“气候康养
示范基地”落户保亭神玉岛文化旅游
区，为当地发展康养产业带来新的机
遇。神玉岛文化旅游区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景区正在探索气候康养度假
的新玩法，未来将为游客出具“气候
康养微报告”，提供健康监测服务和
康养建议，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

此外，利用气候优势，保亭还积
极引进热带果蔬优质品种，推动红毛
丹、百香果等特色农业品牌向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保亭县委书记穆克
瑞表示，保亭将立足自然资源和生态
财富优势，努力打造热带雨林温泉康
养度假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培育
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区、黎苗文
化保护传承展示体验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地和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促进特色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

生态立省 海南更美
本报记者 朱金宜 孙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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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临长江，北枕滁河，百里老山
横亘其间，共同造就了江苏省南京市
浦口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禀赋。进入新
时代，浦口的“大江大河大山”发生
了美丽的蝶变。

长江岸线整治：
从“十里造船”到“春江十里”

万里长江流经江苏“第一站”即
是浦口。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曾经的
长江岸线浦口段桥林一带，造船厂棚
扎寨、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船厂切
割、轧钢、喷漆、除锈对大气和水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滨江不见江、近水
不亲水”，一度成为沿江居民的“生态
之憾”。

2018 年 6 月开始，一场事关“母
亲河”安危的大决战，在浦口区全面
打响。壮士断腕，背水一战，47 家企
业全部完成整治，拆除建筑物 13万平
方米，复绿面积约 170 万平方米，恢
复生态岸线约 11公里，打造江豚保护
区，沿岸恢复湿地公园景观……整治
后的“十里造船”蝶变成为“春江十里”。

保护长江，岸线整治是“上半场
行 动 ”， 绿 色 转 型 则 是 “ 下 半 篇 文
章”。在浦口，近 10 名院士集结形成
了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
心，“数字大田”“数字温室”“数字渔
场”“数字猪场”，智慧农业助力农民
丰产丰收；5条精品全域乡村旅游线路
串联大江大河大山，吸引众多游人走
进浦口，观山水林泉之美、享乡村田
园之乐、品农副特产之香，农民“走
上绿色路，吃上美丽饭”。

滁河跨界治理：
从“九龙治水”到“共治共享”

悠悠老山，潺潺滁水，以水为

魂，源远流长。滁河位于长江左岸，
是苏、皖两省边界河流，其中南京滁
河 （浦口段） 位于滁河的中下游，干
流长36.7公里。

曾几何时，“不好管”“管不好”
成为省际跨界河湖治理的“老大难”，
责任难界定、规划难统一、治理难同
步等“九龙治水”问题难以有效解决。

在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 和 《南京都市圈发展规
划》 的指导下，浦口区主动作为，化
解跨界治理难题。

通过“跨界水体”共治，形成“一盘
棋”。浦口区主动加强上下游、左右岸沟
通协调，推进滁河流域主要水体共治联
管。同时，深化水环境区域双向补偿
制度，建立滁河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检

察公益诉讼跨区域协作机制。
通过“联合河长”共管，拧成“一

股 绳 ”。 充 分 发 挥 河 湖 长 制 平 台 作
用，以“分段保护、全段合作”为原
则 ， 通 过 召 开 联 席 会 议 、 联 合 巡
河 、 交 叉 巡 堤 等 方 式 ， 齐 抓 共 管 、
协同共治。

通过“幸福河湖”共建，绘成
“一张图”。在 《浦口—南谯—和县三
地 跨 界 一 体 化 水 务 建 设 工 作 要 点》
中，跨界河湖管理工作细化了 8 个方
面 24项任务，实现跨界河湖治理联防
联控、互帮互助、共建共享，共建幸
福河湖正从“蓝图愿景”变成“现实
美景”。

老山生态修复：
从“靠山吃山”到“养山育山”

被誉为“南京绿肺、天然氧吧”的老
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0.3%。曾经，在“靠
山吃山”的利益驱动下，老山深处私砍
滥伐、偷捕盗猎、违规开采的现象屡禁
不止，给秀美山川留下累累伤痕。

为长远计，为子孙谋，“靠山吃
山”的浦口人，思路逐渐转变。

改变从重典治乱开始。采石开矿
一律叫停，非法猎捕追究到底，盗挖
草木严厉惩处，项目会审强调环境评
价“一票否决制”，引入GEP理念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老山“生
态滑坡”踩下“急刹车”。

环境执法毫不手软，生态修复决不
松劲。2013 年以来，浦口区有序实施封
山育林、植树造林、危害防治，一个个裸
露山头披上新装，一处处废弃宕口改头
换面，一片片侵占用地退耕还林……老
山林木结构持续优化，绿化面积迅速回
升，不老老山远近闻名。

2020 年，新一轮老山景区生物多
样性普查全面启动，最新的阶段性成
果显示，保护区内目前已集聚近 2000
个物种，秤锤树、南京椴、楸树重回
公众视野，东方白鹳、中华虎凤蝶、
拉步甲数量逐年增加，“物种宝库”阵
容越来越庞大。山川草木、虫鱼鸟兽
共同绘就老山生物多样性的生动画卷。

“双碳”目标下，老山又被赋予了新
的使命——加强林地管理，增加森林蓄
积量，提升老山碳汇能力。随着减污、降
碳进程的协同推进，老山“碳汇林业”

“生态银行”的价值将不断得到释放。
上图：浦口码头长江岸线处樱花

烂漫。 李昌华摄 （人民图片）

美丽浦口迎蝶变
王 科

国 家 能 源 领 域 首 台
（套） 重大技术装备项目依
托工程——南方电网肇庆
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日前全
面开工，标志着中国变速
抽水蓄能机组重大技术示
范应用工程全部开工建设。

今年 5 月，国家能源
局公布年度能源领域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备项目清
单，“300MW 级变速抽水
蓄能机组成套设备”位列
其中，明确肇庆浪江等 3
个抽水蓄能电站为其依托
工程。

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
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
速抽水蓄能机组工程，总
投资约 86亿元，总装机容
量 120 万千瓦，年设计发
电量 13.5 亿千瓦时，将安
装 4 台 30 万千瓦机组，其
中 1 台机组为中国自主研
发的可变速机组，由南网
储能公司投资开发建设。
工程预计 2025年底前投产
发电，将在保障中国抽水
蓄能领域关键技术装备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发挥
积极示范作用。

进 入 “ 十 四 五 ” 时
期，中国的风电、光伏等
清洁能源的开发力度不断
加大。安装可变速机组，
能够更好适应新能源接入
带 给 电 网 负 荷 的 快 速 变
化，提高电网的稳定性；
还能帮助电站在放水发电
时，根据电网供应需求的
细微波动，精准调整功率。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
在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肇
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建设
将实现在大湾区抽水蓄能
领域的“两个首次”：首次采
用“正井法”的创新方式施
工超深大直径竖井，首次运
用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
开挖自流排水洞。

据悉，南网储能公司
目前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惠州、江门等城市开展多
座抽水蓄能电站的前期开
发工作，将不断提高变速
机组在新建工程机组中的
占比。预计到 2030年，粤
港澳大湾区抽水蓄能总装
机规模将扩大至近 2000万
千瓦。

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首个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工程开工首个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工程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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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查村的黎
族妇女在织黎锦。

章维佳摄

▼海南省东方
市东河镇苗村生态
搬 迁 安 置 新 村 一
景。 朱金宜摄

海南省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的船型屋。 章维佳摄

踔厉奋进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