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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季节的脚步，笔者走进位于古蜀道
的四川梓潼翠云廊，只见满目青翠，天地同
色，让人陶醉。

历经千年的古柏，铁干虬枝，高拂云
天，展示着倔强，见证着历史。新生的幼
林，跃跃生长，生机盎然，预示着明天更
美好。

四季常绿，茂林参天，守护绿色的梓潼
人，为此付出了多少智慧与汗水！

一脉相承

贯穿川陕之间的古蜀道，曾是千百年间
进出川陕的唯一通道，其间有一条以石板铺
成的古驿道，道路两旁，古柏森森，逶迤莽
苍。人行古驿道，“尽被浓荫裹”，犹如走进
一条绿色长廊。长廊一溜远去，蜿蜒三百
里，被世人誉为蜀道奇观翠云廊。

在梓潼县境内，翠云廊北起演武镇，南
达石牛镇，总长42公里。谈起梓潼翠云廊的
古柏，梓潼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白忠培很是自
豪，他手指绿色长廊，一脸兴奋，如数家
珍：“我们梓潼称得上是古柏王国，全国罕
见。”

远远望去，万株古柏，万顷碧波，随着
山风荡漾在起伏的山峦。

翠云廊历史悠久，早在秦朝，蜀道就古
柏繁茂。在梓潼，守护古柏，守护绿色，千
百年来一直被人们信守和推崇。据当地分管
文史的干部介绍，在古代，但凡在梓潼做县
令，上任时都要在每一棵古柏树上系上麻
绳，用作统计古柏数量。县令在位时，要带
头植柏树，卸任时，要一一清点，柏树的数
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守护和栽植柏树，
一脉相承。

新中国成立后，翠云廊沿途各地在保护
好古柏的同时，坚持不懈植树造林。从 1961
年起，梓潼县在七曲山大庙之北10公里，建
起了国有林场，面积1.5万多亩，新植以柏树
为主的各类树木1.2万多亩，使七曲山国家森
林公园面积达 3 万多亩。一个清新美丽的绿
色世界，让古蜀道充满生机与活力。

2017 年 7 月，梓潼县邀请四川省林业勘
察设计研究院派出专业人员，对全县古树名
木进行普查。普查人员冒着高温，爬山坡，
越沟壑，蹚激流，穿行在梓潼翠云廊。他们
对 100 年以上的古柏树逐一进行清点，并摊
开地图，标注方位，登记造册，给一万多株
古柏建立了“一树一档”信息档案，录入四
川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

2019 年，梓潼县针对古树群和零星古
树，采用集群立碑和单株挂牌两种方式，完
成了全县古树统一挂牌，挂牌内容包括古树
县级编码、科属、树龄、类别、保护等级等
基本信息，给每棵古树名木生成了二维码

“身份证”，通过手机“扫一扫”就能知道它
们的基本信息，全县共立碑18个、单株挂牌
2318个。

如今，梓潼县森林覆盖率已经达43.88%。

齐力同心

一大早，雍伟把移动喇叭挂在腰间，带
上同伴，骑上电瓶摩托，一溜烟驶出营地，
驶进村落院坝。喇叭声声，反复播放着森林
防火知识。

雍伟是个 90 后，敦实的身材，目光炯
炯，他是梓潼县生态林业局培养的护林员。
雍伟的家乡石牛镇，是梓潼翠云廊的最南
端，距离七曲山核心景区 30 多公里。6 年
前，梓潼县自然资源局招收一批护林员，雍
伟抢先报了名。有人问：“小雍，打工好好
的，收入也高，咋就喜欢在这儿转山林？”雍
伟笑笑不语。从小在绿色怀抱里长大，对柏
树林爱得深，在他眼里，柏树林就是“母亲
林”。

这些日子，雍伟和同伴们住在演武镇林
区，10名护林员为一个小队，分别驻守林区
所在各个乡镇，轮流驻守，一月一轮换，雍
伟是这个小队的队长。山脚下，屹立着一排
军营似的住房，紫红色、金黄色的景观灌木
相簇拥，活脱脱一幅水彩画。

雍伟介绍，值守这一个月，他们格外忙
碌。没有节假日，每天天亮起床，天黑回营
地。进村开展院落防火宣传、入林区检查防
火设施、到蓄水池开展灭火演练。工作看似
简单，节奏却挺快，他们做得一丝不苟。

“最苦的时间是夏季。”雍伟说，酷暑天
气，林中温度接近40度，为了防火，县里安
排护林人员给柏树林降温，几台消防车同时
启动，从七曲山核心林区开始洒水，一干就
是好几天。

近年来，梓潼县创新森林管护机制，建
立了“林长制”，从县委书记、县长到每一个
村干部，都有严格的责任制，从县级部门到
乡镇，再到村社，常态化组织森林防火与森
林资源管护的排查和整治。

翠云廊柏树的生长情况，被县委、县政
府提到了重要日程。县委书记、县长定期带
队巡林，对古柏的生长保护情况进行了解、
调研，定期听取县里相关部门对古柏保护的
相应措施和办法。

2022 年 7 月，四川省林科院院长慕长龙
带领团队来到梓潼，对古柏进行全面查看，
提出“一树一策”的救治方案。根据专家的
处理意见，梓潼县及时展开救治，对古柏裸
露的根系砌石垒土，补充营养，施用植物生
长调节剂，在周围 5 米范围内栽植扁竹根等
植物，防止水土流失，对不良森林环境进行
清理，对抢水分抢养分的杂草灌木一一铲
除，修补树洞并喷洒药物进行病虫防治。

梓潼翠云廊，柏树风姿婆娑，情态万
千，如云的翠绿，绽放在梓潼人的心窝里，
齐力同心守护绿色，成了所有人的自觉行动。

绿色恩赐

梓潼作为古蜀道翠云廊的起点，是四川
省的古树名木大县，境内有全国最大的纯古

柏林，被誉为“古柏大观园”“森林活化
石”，独特的生态环境优势，给当地的发展带
来勃勃生机。

在梓潼的北端，有一片因为绿色而活力
四射的土地，这就是演武镇，它宛如一颗翠
绿的明珠，镶嵌在梓潼翠云廊与剑门蜀道的
交汇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翠云廊迎来新
的历史发展机遇。近年来，翠云廊成了演武
镇高质量发展的引擎，“行古道、赏古柏、住
民宿”的乡村旅游综合体，成为网红打卡
地。“村有主导产业，户有致富门路”，新征
程上的乡村新业态彰显魅力，村民们既是受
益者，也是建设者。

50 多岁的刘福忠，谈起翠云廊眉开眼
笑。5 年前，他带着妻子从梓潼县城来到演
武镇，办起了康养中心。中心周围古木参
天，树下成了康养老人谈古说今的好去处。
清新的空气，“霜皮黛色高参天”的古柏，高
浓度的负氧离子，让康养老人心旷神怡。

在梓潼翠云廊，古柏及其生态系统都是
重点保护对象。“古建筑、古文化、古柏林、
古蜀道”成为游客的旅游佳境、祈福圣地、
养生天堂。

七曲小筑民宿，牌子响当当。49岁的仇
春鸣，名字颇富春意，她是营销部负责人，
过去在县城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她放弃
高收入来到这里，起初同伴们都很不理解，
老公却很支持：“去吧，那里山好、水好、空
气好，人会变得更漂亮！”仇春鸣咯咯笑了，
冲着那片绿影婆娑的世界，一干就是18年。

2022年，七曲山景区提档升级，将原住
民统一搬迁，留下一批传统院落，将其改建
为民宿，取名小筑民宿。小筑民宿具有浓郁
的川西北民居风格，仇春鸣说：“我们的民宿
处于七曲山古柏林间，依山傍林，房间里放
眼望去都是满眼绿意，坐在小院里喝喝茶，
赏林观柏，安逸得很！”

梓潼素有“中医药之乡”的美誉，近年
来，当地依托七曲山的古柏森林植被资源，
引进中医药种植科研技术，与四川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联手，形成上百亩的中药种植示
范园，覆盖中药材 100 多种，开发了可供休
闲观光、科普教学于一体的药食两用种植示
范园。

爱绿护绿享受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梓潼人乐在其中。

题图：四川省梓潼县，七曲山风景区
晨曦。

上图：四川省梓潼县，纯古柏林郁郁葱
葱，蔚为壮观。

左图：远眺四川省梓潼县七曲山风景
区，绿树蓝天相映成趣。

本文图片均由李 贫摄

梓潼蜀道满眼绿
刘裕国

“这里的环境非常优美，你看这花海、
树荫、绿地，让人心旷神怡，空气也很清
新，又给我们增添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地
方。”正在晨练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市民
高先生说。

高先生说的这处新公园，是位于乌海湖
东岸的乌海市滨河公园。据公园负责人介
绍，乌海市滨河公园是一个占地面积 800 多
亩的休闲型生态公园，绿地率达 70.24%，依
托黄河生态廊道和乌海湖，规划建设了形象
展示区、生态娱乐休闲区、沙滩时尚运动
区、森林花海休养区 4 个区域，融入文教创
新、健康养生、休闲娱乐等元素，打造花海
音律、书法广场等 25 个风格各异的景观空
间，同步规划建设沙滩排球场、塑胶步道和
儿童活动场地等区域，不仅满足了周边居民
的运动休闲需求，同时也成为游客观光、旅
游的打卡地。

乌海市地处乌兰布和、库布其、毛乌素
三大沙漠 （沙地） 交汇处，这一区域风蚀强
烈，干旱少雨，植被稀疏，属极端干旱荒漠
草原区，被国家列入“三北”防护林体系实
施范围。

作为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乌海市
围绕黄河绿色廊道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统筹推进水资源节约、水环境保护、水生态
修复、水污染防治、水安全保障“五水共
治”的联动机制，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全方位贯彻

“四水四定”原则，着力打造深度节水型城

市，有效促进人水和谐、城水相宜，提高了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乌海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一眼望
去，水面上碧波荡漾，芦苇摇曳，各种水鸟
三五成群，时而觅食，时而飞翔，与湿地自
然风光共同构成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经过
多年连续治水增绿，890 公顷盐碱水洼地

“逆袭”为大美湿地。
“以前河边都是盐碱滩、水洼地，乱草丛

生。如今，黄河湿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
改善，数目繁多的各种候鸟越来越多，像黑
鹳、大鸨、白琵鹭、天鹅、灰鹤等一些珍稀
鸟类也选择在这里繁衍生息。”水鸟摄影爱好
者李先生说。

据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人员介绍，
湿地通过生态补水，形成了深浅不同的沼泽
及水面，营造了适宜各类水鸟栖息的环境，
湿地内的野生动物种类、数量也在逐年增
加，生物多样性明显提升，如今候鸟迁徙已
经成为乌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黄河乌海段全长 105 公里，流域面积
1754 平方公里。为保护好穿城而过的母亲
河，乌海市统筹实施黄河乌海段生态保护修
复、环境污染治理、产业转型升级、水资源
节约集约、区域协同一体、黄河文化保护六
项工程，通过“河长+检察长”“河长+警
长”联动协作长效机制，凝聚起河湖保护、
治理管理的强大合力。乌海不断用实际行动
保护好“母亲河”。

依托黄河和乌海湖，乌海市规划设计了
生态景观型、生态防护型等一大批景观公
园，将各种生态景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满足
了市民休闲娱乐、健身康体等多种需求。漫
步在生态廊道，人们可随时与水亲近，乐享
绿色福利。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也促进了
旅游业的发展，每年吸引上百万名游客前来
观光。

乌海市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和“国家园林城市”称号，2022年，全市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9.5平方米。

如今，极目远眺，百里绿廊在黄河岸
边延伸开来，湖光山色，城河交融，视野所
及，万顷碧波，满目青翠，一幅河畅、水
清、堤固、岸绿、景美的美丽画卷在百里黄
河乌海段徐徐展开。

左图：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重
视黄河廊道生态建设，让市民享受到优美生
态环境带来的福祉。图为滨河二期乌海湖黄
河大桥。 高瑞鹏摄

黄河乌海段生态廊道——

水清岸绿景色美
丁志军 刘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