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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之一。

一幅“山水画”
武夷山属丹霞地貌，兼有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华山之

险、峨嵋之秀。武夷山的美感在于山，在方圆70平方公里的
景区内，巧布着“三三秀水”、“六六奇峰”、“七十二洞”、

“九十九岩”；武夷的灵性在于水，众多的清泉、飞瀑、山
涧、溪流，给武夷山注入了生机，增添了动感，孕育了灵
气；武夷山山水精华在于九曲溪，两岸丹崖林立，千姿百
态，形成“一溪贯群山、两岸列岩岫”的山水相融景观，乘
竹筏穿梭于山水之中，可谓“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

一座“博物馆”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是尚存的珍

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保存了世界同纬度最完整、最典
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已知植物种
类3728种，几乎囊括了中国中亚热带所有的植被类型；已知
动物种类5110种，是珍稀、特有野生动物的基因库。

一本“历史书”
武夷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早在4000多年前，古

闽族人就已在此繁衍生息，至今武夷山悬崖绝壁上还遗留着
体现古越人特有葬俗的架壑船馆和“虹桥板”等。西汉时
期，闽越王在武夷山建造的王城，被考古学家誉为“江南汉
代考古第一城”。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这里生活、著书、
讲学长达50年，宋词婉约派杰出代表柳永，抗金名将吴阶、
刘子羽等都诞生在此，李商隐、范仲淹、陆游、辛弃疾、徐霞客、戚继光等历代名人，都
曾在武夷山生活并留下大量词文诗赋。

儒释道“圣地”著名“茶乡”
武夷山集儒、道、佛于一身。武夷山是儒家学者倡道讲学之地，朱子理学在这里萌

芽、成熟、传播。武夷山是道家的“洞天仙府”，早在汉代，汉武帝便派遣使者来武夷山设
坛祭祀山神武夷君；唐代，武夷山被朝廷封为“名山大川”，名列道教第十六洞天“升真元
化洞天”；宋代，名道白玉蟾也曾任武夷山止止庵住持。武夷山是佛教“华胄八名山”之
一，武夷山佛教的代表人物扣冰古佛，在历史上曾被闽王王延钧礼为王师；清初铁华上人
也曾入京说法，其他高僧大德也多蒙帝王敕封赐匾，武夷山也因此赢得了“佛国僧乡”的
重要地位。

武夷山是中国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源地。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鼻祖，为中国十大名茶之
一，以“香、清、甘、活”著称,已有1000多年历史。2003年，武夷山被评为“中国茶文化
艺术之乡”，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的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武
夷山现有茶园13.8万亩，年产量7300多吨。

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正确处理保护与发
展的关系是福建省武夷山市的永恒主题。改革开放以
来，武夷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从一个偏居
一隅的农业小县，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保
护生态始终是武夷山立市之本、立业之基。

当前，武夷山发展又面临高铁即将通车、武夷新
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站在新的起点上，武夷山要坚
持生态立市不动摇，大力推进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
的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以旅游为核心的现代服务
业，努力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把武夷山建成

“百姓富、生态美”的典范。
坚定绿色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武夷山的发

展历程就是绿色发展的历史。1979年，武夷山设立首
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2年，设立首批国家风景名
胜区，对九曲溪上游和风景区范围内实行最严格的生
态保护措施。正是有了这样的保护基础，武夷山在
1999年成功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正是有了这
样良好的生态环境，武夷山的旅游业和茶产业保持了
蓬勃发展的势头，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今年起，武夷山被福建省列入生态保护优先的
限制开发区域，取消了GDP考核。但取消GDP考核不
是不要GDP，而是要有质量的GDP，是要让百姓有幸
福感的GDP。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转变增
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保护与发展互相促进、
相得益彰。

创新生态保护之策。武夷山最大优势在生态，最
大潜力在生态，最大责任也在生态。我们要严格执行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条例》，落实生态省建设和绿色发展要求，积
极探索创新生态保护机制，提高生态保护水平，争取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

一要创新生态保护机制。长期以来，武夷山在保
护生态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把九曲溪上游两
个伐木场整体转制为育林护林队、建立20多万亩县级
生态公益林、推广沼气和液化气使用、禁伐阔叶林、
禁止新开茶山、鼓励绿化造林等措施，并取得较好成
效。今后要继续探索青山赎买、股份合作等生态保护
措施，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执行生态损害赔
偿、责任追究制度，健全森林保护、
生态林管护、饮用水源地保护等长效
措施。

二要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目前，
武夷山森林覆盖率达到 80.26%，生态
林比例在全国县级市排名第一。水和
空气质量名列全国前茅，PM2.5 保持
低于20的优良水平，清新指数保持清
新水平，山青水秀空气好成为武夷山
良好生态的最直接感受。今后要继续
实行最有力的森林资源保护措施，严
格执行限额采伐，强化生态林管护，
严厉整治违规开垦茶山，严厉打击盗
砍滥伐，在重要区域推广退茶还林；
科学绿化造林，改善林分结构。

三要全面推进环境治理。加快特
色城区、魅力乡镇、美丽乡村建设，
完善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扩大垃
圾、污水处理覆盖区域；结合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建立环境卫生管理长效

机制；抓好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周边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开展采矿、采砂综合整治，努力让武夷山的山更
绿、水更清。

四要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
育，广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与武夷学院
合作，继续开展市民素质提升工程，引导群众转变消
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化保护生态资源、共建美丽家
园意识。

发展强市富民之业。围绕“做强三产、做巧二
产、做精一产”的产业优化升级思路，发挥优势、突
出特色，做大做强旅游业、茶业两大主导产业，发展
壮大现代产业经济，努力打造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

做强三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武夷
山资源优势、人文优势、区位优势，全面加快高铁时
代旅游产业发展。扶持产业龙头，丰富旅游产品，规
范行业管理，创新旅游营销，推动自然观光旅游向休
闲度假旅游转变、旅游景区向旅游城市转变、以旅游
产业为支柱向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转变。加快文化创
意、体育赛事、商贸物流、商务会展、信息服务以及
健康养生等新业态发展。今后几年，要重点推进杜坝
现代旅游服务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北城新区和一
批休闲、养生、度假旅游配套项目，实现年接待游客

增长20%以上，旅游收入增长25%以上。
做巧二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在保护生态前提

下，走绿色工业可持续发展之路，扶持食品加工、旅
游工艺、生物科技、茶衍生品等绿色工业项目，加快
园区平台建设，明确定位方向，严格项目准入，形成
以仙店生态创业园区、华侨经济开发区为主体的绿色
工业体系。积极引导现有工业转型升级，重点吸引低
碳环保、绿色高新企业入园发展，全力打造绿色低碳
产业园。今后几年，要大力推进仙店生态工业园区、
茶叶加工专业园区和捷安医疗器械、世竹环保科技等
项目。

做精一产，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用工业化理念发
展农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
拓展农业，重点培育有机茶叶、有机食品、休闲观光
等发展潜力大的现代农业产业。因地制宜挖掘“一乡
一品”，扶持具有武夷特色的竹笋、白莲、熏鹅、田
螺、稻花鱼等产业做大规模。积极培育产业龙头、专
业合作社，建设在全省和全国有影响力的交易市场，
持续打造产业集聚平台。今后几年，要大力推进省级
农民创业园区、五夫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区
等项目和一批花卉庄园、茶山庄园、果蔬庄园建设。

（作者系中共南平市委常委、武夷山市委书记）

优质的生态是武夷山市最大的资源优势。10余年来，武夷山
市党政领导持之以恒地推进生态市建设，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清新武夷”已
成为福建省实施生态省建设战略的突出形象和响亮品牌。眼下，
虽已进入冬季，但这里依然满目青翠，碧水丹山生机勃发。

科学规划坚持生态立市

武夷山是福建省唯一以名山命名的新兴旅游城市，是目前全
国4个世界双遗产地之一。总面积85万亩的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
区，森林覆盖率达95.3％，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达8
万至10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武夷山的“魂”在水。武夷山采取多种措施保护九曲溪，比
如投资近千万元建成九曲溪上游的星村镇污水处理厂；投入2300
万元专项资金，实施九曲溪上游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启
动西溪流域洋庄乡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上报并立项东溪流域岚谷
乡、吴屯乡，梅溪流域上梅乡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在打造国际旅游度假城市进程中，武夷山注重城市形象提升
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仅有23万人口的县级市，除拥有3座大型
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3万吨，还建成日总处理320吨垃圾的
二次转运站，做到垃圾日产日清。从2012年开始，项目环保审批
实施“禁煤承诺”制，全面实行煤改电气，严把生态关。另外，
在项目策划、引进、审批上，提高绿色门槛，使全市企业走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把保护生态作为立市之本、立业之基的武夷山市，生态建设
与经济建设有机融合，生态资源优势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后发优
势。2013年度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指标评价结果显
示，武夷山市经济发展指数提升26位，提升位数排全省第二。在
2013年“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市(区、县)排行榜”上，武夷山市
列第13位。

保护绿荫造福子孙后代

从 2009 年 6 月起，武夷山对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心区
域，即该市西部的国家自然保护区进行封闭式保护，只允许有限
的科学研究和考察，确保遗产核心地的真实性、完整性。对世界
自然遗产地东部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保护区，在保护好自然景观和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提升，不断完善风景名胜区旅游基础设施
和服务水平，并把原先建在遗产地的旅游服务设施和部分居民逐
步外迁，进行环境修复，减少对遗产地缓冲区的环境污染。

2008 年，在国家和福建省划定 133 万亩生态公益林的基础
上，武夷山自加压力，计划用5年时间在全省率先再建成20万亩
县级公益生态林，不少地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重要区域
的林地，被划入国家、省或县级生态公益林保护范围，禁止砍伐
行为，导致林农经济收益下降。武夷山市委市政府通过鼓励扶持
发展林下经济，千方百计增加林农收入，使县级公益生态林建设
稳步推进。同时，加强林木采伐指标“三公”分配专项执法监
察，保证林农的根本利益，提高林农对森林资源保护的积极性。
现在，武夷山已建立三级生态公益林153万亩，占全市林地总面
积的40%，生态林比例在全国县级市排名前列。

武夷山独特的生态环境是武夷岩茶品质的根本保障。过去，
受利益驱使，违法开垦茶山行为时有发生。为切实保护生态环
境，武夷山成立茶山综合整治小组，按市直部门、乡镇、行政村

划分不同层级的网格，每个网格都有相应人员履行职责，做到责
任到人、到山头地块，建立起茶山综合整治长效监管机制，保护
了武夷山的青山绿水。

如画美景吸引四方宾客

生态美景和旅游开发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武夷山。
上梅、岚谷、洋庄等乡镇，以生态为媒，以田园花果为资

源，发展体验式乡村游；以农耕、梯田、红色等文化为资源，发
展体验式科普游；以城市周边环境为资源，发展休闲式购物游
等。走进上梅、五夫、星村，处处彰显浓厚的乡村文化底蕴，以
山、水、石、树、桥、亭、塘、特色民居为组合的自然景观，犹
如一幅幅山水画映入人们的眼帘。集农业观光、农活体验、荷塘
垂钓、美食品尝为一体的蔬菜岩茶文化庄园，吸引众多游客慕名
前来。在武夷山，这样的乡村旅游示范点共有几十个。去年底，
武夷山市成为全国首批生态旅游示范区，今年3月列入国家主体
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名单。武夷山市政府已研究制定了《武夷山
市主体功能区建设方案》，明确了未来试点示范的战略构想与目
标、空间格局、主要任务和政策举措，描绘了武夷山生态文明建
设的未来蓝图。

武武夷山争做百姓富生态美之城夷山争做百姓富生态美之城
马必钢

武夷山：生态蓝图一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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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茶 邱汝泉摄挑茶 邱汝泉摄

外国游客学习采茶 郑友裕摄外国游客学习采茶外国游客学习采茶 郑友裕郑友裕摄摄

采茶采茶 邱汝泉邱汝泉摄摄

采莲 丁李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