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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湖是一座湖的名字，也是
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名称。全长8公
里的卫星湖，湖湾交织，岛屿棋
布，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位于
重庆永川南郊的卫星湖街道，背靠
黄瓜山，坐拥卫星湖，是著名的文
旅风情小镇。

我到卫星湖的次数不算少，每
次都是以游客的身份，游山玩水看
风景或者品美食。这一次，我不是
游客，而是重庆文学志愿服务 （永
川） 分队的志愿者。这一次，不到
竹溪夜雨赏景，不到卫星湖泛舟，
不到星湖校区环岛木栈道漫步，不
到乐和乐都寻找童年，不到桃花源
探幽，也不到卫星湖畔品尝星湖
鱼、星湖乳鱼等美食。这一次我们
的目的地是水花基地、水藤菜基地、
花椒基地、泡菜基地……我们的任
务是调研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水花基地位于交通便利的大竹
溪村，“水花”不是荡漾的水波，而是
大竹溪村村民培育的鱼苗。20 世
纪 70 年代，村民集体养殖水花，后
来变成私人养殖。经过近 50 年的
发展，“永川水花”是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在水产界赫赫有名，已经
形成了一条产业链，光水花电商平
台就有 30 余个。水花基地还是重
庆市乡村振兴示范基地、重庆市尾
水治理示范基地、重庆市科普示范
基地。永川水花一年产三季，销往
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且远销东南
亚、中亚、中东地区，年产值超 3000
万元，让村民赚了个盆满钵盈。水
花生态湿地里，梭鱼草、再力花、美
人蕉、莎草等长势喜人，生机盎然，
经过治理的尾水缓缓流入大竹溪。
大竹溪村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生态环
保共赢。

水藤菜基地、花椒基地、泡菜
基地都在南华村境内。打开车窗，
只见水藤菜基地里，雪白的大棚从
近到远排开，白茫茫一片，似乎没
有尽头。走进大棚，棚内水藤菜郁
郁葱葱，水灵圆润。进选菜棚小
憩，负责清洗、整理装筐、装车待
运的村民一边忙碌一边哼着小曲。
背着水藤菜归来的村民告诉我，水
藤菜生长能力强，长到 30 厘米左
右就可以采摘，摘时留下根茎部
分，切口上会慢慢长出新的分枝，
一年能采摘4次。南华村水藤菜种
植时间近 30 年，从自发种植到如
今规模化种植，共计逾千亩，年销
售额 2400 万元。村民们把水藤菜
种成了永川水藤菜市场上的“主力
军”，把平淡无奇的家常菜种成了

“致富菜”。
登上插旗山，伫立花椒基地观

景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映入眼
帘，枝头挂满了一串串青绿饱满的
花椒。微风轻拂，一阵特殊的清香
扑鼻，让我忍不住弯下身子凑近轻

嗅。花椒林间传来村民的欢声笑
语，攀谈间我得知，当地通过大户
带动、小户参与的花椒产业发展模
式，种植花椒上万亩，实现销售额
6500 万元。南华村村民利用万亩
花椒，奏响了一曲动人的乡村振兴
交响乐。

星湖泡菜是南华村特色农产品
之一。泡菜基地里摆放着密密麻麻
的泡菜坛子，萝卜、辣椒、生姜、
青菜、豇豆，阵阵泡菜香诱得我这
个不喜欢吃泡菜的人，也有了品尝
的冲动。作坊里，村民们熟练地切
菜、淘洗、加盐、拌料，把不起眼
的小泡菜做成了大产业。

地处石龟寺村的金弹子文化产
业艺术园是一处综合体验园。象征
富贵吉祥的金弹子，四季常绿，适
合摆在庭院或客厅。坐在葡萄架
下，抬眼便可见产业园里大大小小
的盆景。这些造型奇特的金弹子叶
片翠绿油亮，枝干苍劲有力，风姿
独树一帜。作为一个优良盆景树
种，金弹子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
被当地村民寄予厚望。

水花、水藤菜、花椒、泡菜、
金弹子，不仅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也推动着
卫星湖街道的乡村振兴，还提高了
村民的幸福感——丰衣足食，安居
乐业。返城时，途经碧波浩渺的卫
星湖，湖边坐着几位垂钓的白发老
者，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幸福，健康
长寿的幸福。

这次到卫星湖，俯拾仰取，获
益匪浅。与其说是一次调研，倒不
如说是一趟寻找幸福之旅。卫星湖
不只是一座风光秀逸的文旅风情小
镇，更是令人神往的康养宜居幸福
之地。

下图：鸟瞰卫星湖。
卫星湖街道办事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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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这座城市像在山水画中，
又像在公园里，人们如同生活在田野
乡间。”这个暑期，从重庆到贵州省
铜仁市江口县度假的游客石小茜，感
受着武陵深处这座小城的生态宜居。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下、武陵
山 深 处 的 江 口 县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7%，有中国低碳旅游示范区、中国
十大生态旅游景区、全国100个最美
丽的地方、国家森林旅游示范县等名
片。江口县绿色金融发展中心主任罗
兴隆说，江口县在坚持生态化、绿色
化、低碳化，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同时，
还注重培育公众的绿色生活意识。

这是铜仁打造生态宜居“深绿城
市”的缩影。有着“黔东门户”之称
的铜仁，近年来下大力气保护境内

“一山两江”——梵净山、乌江、锦
江，走出一条城市化与生态宜居相融
共生的路子，努力打造武陵山的“桃
花源”。

张剑华在铜仁市区生活了大半辈
子，他用一句话描述对这座城市的感
情：“在这里生活，能感受最畅快的
呼吸。”穿城而过的锦江，是他晨
练、夜跑的最佳去处。河水清澈、步
道舒适、绿化葱郁、鱼鸟欢畅……张
剑华说，感受这座城市的生态宜居，
就从每天身边的一步一景、一眼一景
开始。

铜仁市思南县，有着“乌江明
珠”的美誉。乌江流经这座城市，释
放了灵动和生机。县城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率 98.6%，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7%
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森林覆盖率超 60%，成功创
建“省级森林城市”……这是思南县
今年交出的“生态文明成绩单”。

在打造“绿色思南”过程中，当
地注重“一街一景、一街一园、见缝
插绿、四季分明”，因地制宜增绿、
补绿，不断刷新城市“颜值”。“站在
城市高处，看乌江碧水穿城而过；站
在乌江三座大桥上，看山环水绕、连
峦叠翠，绿色是思南的四季底色。”

在思南城区工作生活多年、喜欢骑行
和拍照的田刚如此感叹。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是千
余公里乌江流经贵州的最后一个县。
沿河县副县长汪涛介绍，近年来当地
通过加强城市污水治理、全面推行河
长制等，乌江沿河出境断面达到规定
的Ⅲ类水质。此外，当地积极与重庆
市秀山、酉阳两个土家族苗族县联合
开展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凝聚
保护绿水青山的合力，目前沿河县森
林覆盖率超63%，县城空气质量优良
率为99.6%。

漫步乌江畔，翩跹起舞的白鹭和
丰茂的水草映入眼帘，一江清水、两
岸青山。家住乌江边、平时酷爱游泳
的杜维说，在这座城市，总有让身体
和心灵感到惬意的地方，一年四季，
随时可以放心下河游上几圈。

（新华社贵阳电 记者汪军）
左图：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

治县亚鱼乡郭家湾村，山峦、水库、
田园、道路与错落有致的民居交相辉
映，构成初秋时节美丽的乡村画卷。

胡攀学摄

本报电（记者温素威） 近日，
“BMW 中国文化之旅——茶乡茶
韵之旅”在福建举行。继2月成功
举办非遗保护创新成果展和6月启
动 传 统 手 工 艺 文 创 设 计 大 赛 ，
BMW中国文化之旅以系列行动致
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 发布 20 周年，通
过文化保护行动助力可持续发展。

BMW中国文化之旅已有17年
历史。此次茶乡茶韵之旅深入中国
茶乡福建，在“世界文化与自然双
遗产地”武夷山学习茶文化，在

“世界瓷都”德化研讨中国瓷器与
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途经“海丝
名城”泉州，了解茶与瓷器走向世
界的历史。

此次活动还将遴选资助来自

福建的大漆、瓷器、竹编、纸、
布 类 的 传 统 手 工 艺 者 ， 进 入 以

“循环经济视野下的传统手工艺文
创设计”为主题的传统手工艺文
创设计大赛复赛阶段，与年轻设
计师跨界联结，开发融合循环设
计 理 念 且 符 合 市 场 需 求 的 文 创
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助力“非
遗走进现代生活”。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近 日 推 出 的
2023 年第二期“乡村四时好风光”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中，“茶香萦
怀”是主题之一。BMW中国文化之
旅开辟区域定制路线，带动经销商、
员工、车主结合地区特色开展茶文
化探访活动，通过一系列主题活动
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旅游、
乡村振兴，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用文化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用文化保护助力可持续发展

贵州铜仁：

打造生态宜居“深绿城市”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城杨村是宁波“最美精品线路”的重要节点，图为游客
在该村游玩。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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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篁岭村，村民将红辣椒、玉米、南瓜等农作物晾晒于房前屋后，这一独特的丰收画卷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欣赏。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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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市民在市区即可遥望
雪山；浙江宁波，人们在剡江里畅
游；福建三明，游客在九阜山观云、
戏水、深呼吸……如今，良好的生态
已成为各地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和
优势。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指出，旅游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领域。各地区
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科学合理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走出了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特色旅游道
路。生态旅游已成为人们感受绿色中
国建设成就的重要途径。

生态资源魅力足

“瀑布太美啦！”“这里的空气中
负氧离子含量真高啊！”在贵州省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旅游度假
的游客情不自禁地赞叹。

荔波是贵州旅游资源最富集的地
区之一，截至7月下旬，荔波今年已接
待游客1254万人次。“‘公园省’，果然
名不虚传！”北京游客祁先生表示，贵
州的良好生态和多彩文化让他印象深
刻。贵州自然风光优美，气候舒适宜
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气温
15℃左右，每年暑期都吸引众多游客
前往避暑度假。

黄色的河水与湛蓝的海水相遇，
却“泾渭分明”，河海交汇处，浪花
如一条蜿蜒的白龙，天空中还有群鸟
飞翔。自从3年前在山东东营黄河入
海口亲眼看过一回“黄蓝交汇”奇观
后，徐兵一直惦记着带家人一同观赏
一次。7月底，他们从江苏徐州自驾
前往山东。“很幸运，我们乘船出海观

赏到了这一‘可遇不可求’的景象。”据
了解，每年 7—10 月是观赏这一景观
的最佳时期。如今，河海交汇、湿地生
态、石油工业和滨海滩涂景观等已成
为东营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独具特色的
旅游资源。沿着黄河，徐兵一家还前
往淄博、泰安、聊城等地，体验当地
的生态旅游资源，感受黄河文化。“一
直以来，‘好客山东’的旅游形象深入
人心，这次山东之行，让我们看到了
山东生态优良的另一面，获得了绿色

休闲新体验。”徐兵说，“这样的生态
之旅养眼又养心。”

塑造城市新名片

8月15日，首个全国生态日，江
苏省南京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南京市生
态文明教育基地发布了生态文明教育
基地线路图，即生态版“city walk”

（城市漫步） 路线，包含生态修复、
生态党建、长江大保护、低碳生活4
条主线。例如，“修绿复绿 扩大绿色
版图——生态修复之旅”将生态南京
高科水务有限公司、南京汤山矿坑公
园、南京滨江公园 （青年文化公园
段）、南京市玄武湖公园管理处、光
大水务南京六合污水处理厂、扬子江
生态公园串珠成链，让游客感受金陵
大地上不断增多的生态亮点。

白云山，南粤名山，自古就有
“羊城第一秀”之称，是广东省广州
市的旅游地标之一，很多外地游客游
广州，都会慕名而去。如今，它还拥
有鲜明的生态标签。据介绍，荣获

“全国自然教育基地”和“广东省自
然教育基地”两项殊荣的白云山，是
多所学校的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打造
了“景区+”“自然+”等自然教育科
普活动；还将生态文明教育与青少年
学生实践相结合，大力开展“讲生物
多样性故事”、开设生态研学营等活
动，帮助青少年树牢“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此外，白云山还
利用麓湖优质的水资源成立水上活动
中心，方便市民游客开展皮划艇、桨
板等对水质影响较小的水上运动，享
受亲水乐趣。

一个个生态地标正成为城市的新
名片。前不久，一名到南京旅游的游
客在网上留言表示：“我在长江边散
步时幸运地看到了江豚，为南京的生
态保护点赞。”

绿色消费受欢迎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
出，“让游客在感悟大自然神奇魅力
的同时，自觉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形
成绿色消费和健康生活方式”。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
发的 《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明
确将有序引导文化和旅游领域绿色
消费。

去年7月，携程宣布开展“可持
续旅行LESS（‘低碳、环保、节能、可持
续发展’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计
划”，与生态合作伙伴联合陆续推出至
少1万个低碳旅行产品。同时，通过
携程 APP 和门店等途径，全面推广
低碳旅行知识，带动1亿人参与低碳
可持续旅行实践。

浙江省舟山市花鸟岛上有一座造
型独特的低碳环保艺术馆，透明橱窗
里摆放着由塑料瓶制成的工艺品。曾
经的花鸟岛上“垃圾随处可见”，艺
术馆的主理人严坚希望通过对塑料
瓶、易拉罐、泡沫箱等进行艺术创
作，向村民和游客展示低碳环保艺
术。这样的绿色景致岛上还有很多：
沿街摆放着智能饮料瓶回收机，人们
主动“投喂”塑料瓶，即可积分换礼
品；距离花鸟村文化礼堂不远处，有
个名为“花鸟记忆”的转角，过去是
杂草丛生的卫生死角，经村民用磨
盘、砖瓦等废弃材料加以装饰，成了
一处亮点；曾经废弃的菜地，变身文
艺打卡点……花鸟岛上的一个个绿色

“看点”，不仅扮靓了海岛，也让环保
理念日渐深入村民内心并传递给到访
的游客。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出门旅行
时自备洗漱用品、拖鞋等，住酒店
时减少床上用品的更换次数，积极响
应旅游绿色消费。

游中国看生态秀美画卷
本报记者 尹 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