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地方之窗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一树一档” “一树一策”

“长廊郁翠柏，斜阳照五津。”唐代诗人李商隐笔下
的“长廊”，就是古蜀道上的翠云廊。这是目前存世时间
最长、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

千百年来，翠云廊无声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愿景追求，蕴含着中国人的生态智慧。

“它和画里一样，古老而美丽。当地百姓世代守护着
这些古树。”看着这些耸入天际的古柏，贾和普不禁对记
者感慨。

千百年来，植柏护绿已在广元成为传统，让这些从
历史中走来的古柏得以百年长青、千年葳蕤。

今年7月，在广元市剑阁县龙源镇青杆村境内，编号
为“南 02116”的古柏获得新生。“树体倾斜严重，我们
就搭起高约6.5米的A字形支撑杆；树池偏矮，我们就将
其升高 0.4米左右，再进行覆土处理……”今年 5月，专
业技术公司开始对包括“南02116”古柏在内的66株古柏
进行濒危古树名木复壮救护。现场负责人王焱介绍说，
他们严格按照“一树一策”科学救护要求，将一项项复
壮救护落实到一株株古柏。

“看着古树群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我觉得
汗水没有白流，打心眼里高兴！”今年 58 岁的贾成江，
家住剑阁县柳沟镇，在古柏复壮救护现场冒着烈日工
作 20 多天。“我们家周围也有不少古柏，小时候经常听
大人们讲要保护好古柏，把它们留给子孙后代。”贾成
江说。

去年以来，广元市积极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建
立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充分运用背负式激光雷达、无
人机激光雷达等设备，全方位3D扫描古树名木，精准采
集树高、胸围、周边地形等数据，构建三维动态数据
库，建设“智慧树”综合管理平台，定期监测古柏生长
状态等情况。

实行挂牌“加码”保护和“一树一档”管理，是广
元市古树名木的新配置。全市挂单牌 4343 个、碑牌 10
个、群牌 68个。广元市还依托“林长制”组织体系，完
善市、县、乡、村、组五级网格化保护体系，逐株落实

“一名党员干部+一名群众+一名专家+一名护林员+一名
监督员”保护力量，落实宣传教育、巡护监测、信息管
理、复壮救护等职责。

“我们分批次开展白蚁防治、抗旱保水、树池修建、
古树排危等工作，延伸集镇供水管网，修建固定蓄水
池，全面增强古树名木防火、抗旱等能力，确保古树名
木健康生长。”广元市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负责人向晖
说，去年 7 月以来，全市各县区采取防腐修补、砌石填
土、围栏保护等措施复壮救护古树450余株。

广元市还先后颁布《广元市剑门蜀道保护条例》《剑
阁县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创
新将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纳入公益诉讼，主动沟通对接省
内蜀道沿线的昭化、梓潼、南江、阆中等“四市五地”
人大、检察机关，构建“司法合作、区域同管、县乡共
治”的司法监督机制，建章立制依法保护蜀道古柏。

与此同时，广元还创新设立古树名木资源保护司法
服务站、检察工作站，推行森林警察、派出所民警、交
警、“雄关义警”和生态护林队“四警一队”联勤警务，
打造“柏小青·护蜀道”青少年志愿服务品牌，形成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如今，行走在翠云廊古蜀道，可以看到木栏围护、
钢索牵引、搭架支架、砌石垒土、抱箍加固、树洞修复
等一系列措施保护着一棵棵古柏。截至目前，广元全市
已累计整合项目资金3000余万元，守护着市域内11616株
古树名木。

2015 年，贾和普曾带着家人来到蜀道，当时，她和
家人在剑门蜀道种植了一株小柏树。今年，她再次回到
这里，看着曾经栽种的小柏树茁壮成长，贾和普十分开
心。贾和普今年帮朋友栽植下两株小柏树，希望以此表
达对中国古蜀道的热爱。

一步一景 一村一韵

“空气很清新，我很喜欢广元这个干净而美丽的城
市。”贾和普感慨道。

无论是在剑阁古城还是在鹤鸣山，无论是在大朝驿
还是在广元城区，每到一处，她都会用手机拍下蓝天白
云和美丽的风景。

广元的山，雄奇俊秀；广元的水，潋滟豪放；广元
的景，四季斑斓。春赏花踏青、徜徉花海，夏避暑纳
凉、纵享清爽，秋游山观叶、层林尽染，冬滑雪泡温

泉、温暖浪漫，月月景不同，四季皆可游。
广元既有北方的天高云淡，又有南方的温婉湿润，

年均16摄氏度的气温、98%以上的优良天气、69.2%的林
草覆盖率，一呼一吸、一步一行充满“巴适”之感。

“吸气，呼气……”每天早晨，瑜伽爱好者们会到广
元城区里的湿地公园，在薄雾蒙蒙的南山脚下锻炼身
心。近年来，广元大力发展旅游度假、康养医疗等绿色
产业，持续提升绿色低碳优势产业规模能级。

“大山大水大森林”是广元的资源禀赋，“好山好水
好生态”是广元人的战略笃定。广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聚焦大气、水、土壤和城乡环境治
理，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全省前列。

广元在四川全省率先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城市污
水处理率达 97%；全市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 （站） 72
个，全市县级以上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87%。
城镇污水处理厂无害化处理率 100%，主要河流水质相
对稳定且均达到Ⅱ类标准，白龙江流域断面水质达到 I
类；淘汰落后产能 40 个，淘汰燃煤小锅炉 205 个；整
治 379 户次“散乱污”企业，重点工业企业排放达标率
98%以上。

如今的广元，一步一景，一村一韵，美丽生态、美
丽经济和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蓝天白云常作伴，绿水青山入画来。广元，这座川

北城市，百里沃野，鸟语花香，承载着人们对宜居生活
的美好向往。

立体交通 四通八达

“一座山，两座山，刚刚才过剑门关；昭化近，成都
远，蜀道难于上青天。”一度传唱于广元的民谣，曾是广
元交通的真实写照。

2018年4月，贾和普第一次乘高铁从成都抵达剑阁县
剑门关。“在中国诗人李白的《蜀道难》里，他写下‘蜀
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句。现在，从成都乘高铁到剑
门关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如果李白再来古蜀道，他一定
会写出不一样的诗句。”贾和普笑着说。

贾和普见证了中国交通方式的变迁，见证了蜀道沿
线发生的巨大变化。

进入21世纪，广元交通建设飞速发展。
公路日益畅通。绵广高速是广元境内第一条高速公

路。广巴高速、广南高速、广甘高速、广元绕城高速……高
速公路竣工的喜讯一个接一个，至 2022年底，广元高速
通车里程达464公里。尽过奇绝处的广元高速公路，让西
安、成都、兰州、重庆这些大城市早发午至。

铁路四通八达。2017年9月，兰渝铁路全线营运，经
过节点城市广元，广元南下重庆只需3个多小时，北上兰

州也不到 7 个小时。2017 年 12 月，西成客运专线全线通
车，广元迈入高铁时代。

水运、航空也更加便利。2019年6月，货船从广元港
驶出，首次经重庆进入长江航道出海，从此开启了常态
化运输模式，下重庆、经武汉、过南京、抵上海，广元
千吨级轮船可直达黄浦江畔。截至 2023年底，广元机场
开通了17条航线。

如今，广元连接西南西北、通江达海的交通枢纽基
本形成。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管道等运输方式共
同构成广元大交通运输格局。

一条条公路、一座座桥梁、一支支铁路线连通巴蜀
大地……曾经古老的出川门户广元，如今已成为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

畅达的交通网络，让广元获得发展“加速度”。2023
年 10 月，中国 （广元） 物流产业发展大会举办。今年 6
月，全国煤炭交易中心西部 （广元） 交易专区挂牌运
营，广元正加快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班列组货基
地、全国高铁快运创新发展基地、嘉陵江上游铁公水多
式联运中心、西部大宗物资物流贸易中心，全力建设全
国区域性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

贾和普说，她常常与朋友分享自己在中国的见闻，
感叹当地从“蜀道难”到“蜀道畅”的飞速变迁。

（刘怀英参与采写）

8月的永丰村一片橙黄，千亩稻田在微风吹拂下，荡
起金色波浪。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是四川高标准
农田示范样板，在全省率先实现水稻“耕、种、播、
收”全程机械化生产。各类设备运行离不开电力保
障，国网眉山供电公司针对现有网架结构和供电需
求，精准制定“二十四节气”服务台账，守护永丰片
区“天府粮仓”万亩稻花香。

“多种粮、种好粮，永丰村哪能不带头干。”8 月 20
日，望着丰收在望的水稻，永丰村村民李其祥高兴地
说。李其祥还有一个身份——永丰村电力驿站的电力网
协员。

“村里以往栽秧割稻全靠人力，费时又费力。”李其
祥回忆，2009 年，永丰村响应号召建设高标准农田，打
造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核心区，“但田里都是
杆线，大型农机跑不起来。用电高峰期电压低，抽水浇

地都得排队。”
电满格，产业兴。为提升供电能力和可靠性，助

力永丰村农民增收，国网眉山供电公司提前做好农业
负荷预测，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利用红外测温、无人
机、双端局放检测仪等设备对“三夏”农户用电线路
和农排设备进行专项隐患排查，并通过配变增容、线
路改造等措施保证永丰村供电质量，助推粮食扩面增
产、提质增效，确保“三夏”农忙时期全过程电力供
应的稳定可靠。

“还好供电公司及时对接，给村里发展铆足了劲。”

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介绍。2014 年，国网眉山供电公
司对永丰村开展“一乡一品”电网定制升级，先后完成
农网改造、农村电气化建设、“井井通电”等工程。到
2015年，永丰村实现了“耕、种、播、收”全程机械化。

2023 年，永丰村 6320 亩耕地水稻亩产量达到 750 公
斤，粮食总产量同比增长 7%，一亩最高产值达 9000 多
元，建成四川高标准农田示范样板。

“从水稻育苗、种植灌溉到收割烘干，全程有‘电保
姆’服务，用电方面完全可以当个‘甩手掌柜’。”谈及
用电，永丰村种粮大户邵国东一脸高兴，“粮食加工线又

上了新设备，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进入“三夏”农忙时，国网眉山供电公司东坡区供

电中心党员服务队员走进田间地头，对输电、供电设备
进行特巡维护，特别对夏收夏种线路和用电设施进行重
点检查和维护，排查用电隐患，消除电力设备缺陷。截
至目前，共完成180余户农业合作社用电安全检查，排查
隐患414条。

近年来，国网眉山供电公司坚持“利耕、排患、保
供、景美”，累计投入约 180万元，改造高低压电缆 4130
米，将永丰村供电可靠率提升至 99.95%、户均容量提升
至 2.17 千伏安。2023 年，永丰村获评国家电网“村网共
建”电力便民服务示范点，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助
力乡村振兴标杆村、示范村。

“丰景”如画，引来八方游客。2023年永丰村累计接
待游客超 50 万人次，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0 万元，
一幅丰收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电保姆”守护 万亩稻花香
本报记者 宋豪新

一位美国友人眼中的四川省广元市

大山大水大森林 好山好水好生态
本报记者 宋豪新

四川盆地东北缘，秦巴山脉巍然耸立，嘉陵江奔流不息。山环水绕间，素有“川

北门户、蜀道咽喉”之称的广元坐落于此，沟通南北的大蜀道穿越全境。

“一切都没有变，树还是那样的绿，石板路还是弯弯曲曲。”踏上千年古道，81

岁的美国友人霍普·贾斯特曼（中文名“贾和普”）感慨道。从2001年第一次踏上蜀

道开始，24年间她24次行走剑门蜀道，与蜀道结下不解的情缘。

▼广元市朝天区沙河镇四好农村公路。 刘怀英摄

▲广元生态茶园。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广元生态茶园。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广元古蜀道沿途的古柏。 刘怀英摄

▼俯瞰广元城区。 唐 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