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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乐安水南洲坝上的古樟林
紧傍乌江水，绵延数里，现有古樟
3000余株，其中不少是成百上千年
的古樟。去年，江西乐安县举行牛
田古樟林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
录颁证仪式，乐安古樟林被正式认
定为“规模最大的古樟林——中国
第一古樟林”。

经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审
定，乐安牛田古樟林中，古樟总数
为 2907 株，其中国家一级古树 288
株，二级古树 1563 株，三级古树
1056 株。有关专家称赞其规模之
大、景色之美，全国罕见。

护樟族规流传千年

一千多年前，虽然当时这里人

口不多，但族人立下了严规：一是
所种之树是村庄风水树，任何人不
得砍伐，若有违反，罚米5石，猪1
头，摆酒 3 日；二是即使树枝枯
死，也不得砍拾，违者也得罚；三
是严加护树，若洪水侵蚀岸边，有
影响树之生长，必须及时砌坎，所
需劳力，每户有责。

这里有被乡民敬奉为“树王”
的“三仙樟”。它的故事更为传
奇，据说是三个得道的仙人为了帮
助水南村民，趁着夜色，三仙作法
把自己的宝剑化作北岭的一个称为

“铁镦”的山头，这个“铁镦”似

铁锚牢牢拴住了水南村这个“排
形”地势。多年来，无论洪水多
大，这棵三仙樟如同铁水礅一样把
洪水分开。故此，该地有“铁镦吊
排，水涨排高，三仙镇洲，水南万
年”之说。

记者漫步在卵石铺就、蜿蜒曲
折的林间小道，吮吸着樟林间弥散
着樟脑芳香的清新空气，遐思无
限，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又为樟
树顽强的生命力而深深折服和钦
佩。

记者在村庄内多方走访后，美
丽传说的答案跃然而出。原来，水
南村地处乌江沿岸，古代由于连年
遭遇水患，为了保护村庄，先民们
便在乌江两岸种植大量樟树，并制
定村规：严禁村民毁坏树木，在树

林内点火、乱丢垃圾等。
村庄成立之初，只要有村民砍

伐樟树，便要拉到宗祠受族规处
罚。

“要仗打 10 至 30 大板。”78 岁
的老人丁祖荫举例道，1940年，丁
氏家族一位长辈的儿子因在樟树林
内挖竹笋，便被带到宗祠开会批
斗，并罚款200法币。

历代先贤们对樟树林的修建、
樟树的保护均族法严明，这千年樟
树群才得以保存下来，而每一棵樟
树在村民们心中，都是富有生命和
灵性的，是祖祖辈辈的“神树”。

护林情结深入骨髓

虽然公益林保护有“硬性规
定”，村民们护林情结仍保留着。
在江西乐安采访，当地宣传部门的
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回忆了 5 年前的
一件往事：有一天，在这片古樟树
林里的一株千年古樟因小孩玩火，
主杆被点着了，火势很猛，这在当
地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下子传遍
四个村庄，当时所有百姓们立刻放
下手中农活，拿出各种盛水器具，
纷纷加入灭火大军。

这位宣传科长告诉记者，让人
惊讶的是，当县里消防队员赶到
时，火势已经被村民们控制，并处
理好了后事。

如此迅速灭火，完全依赖于两
条承袭数百年的“口头约定”：一
是不允许家禽、牲畜进入古樟林；
二是禁止砍伐古樟林内的树木，捡
拾枯枝。

2001 年，到乐安县考察华南虎
的南非专家大卫，来到这片樟树林
兴奋不已，把头紧贴在古樟上，若
有所思地说：“这就是我梦中的家
园……”

外国专家的“梦中家园”，也
是水南村民们的“理想家园”，而
保护这片家园早已深入到水南村人
的骨髓。

在水南村族谱上，记载着许多
护林轶事：有村民进入樟树林砍柴
被带至祠堂打屁股；有义务守林

“父子兵”……村民丁隆近义务守林
20 年，倒在了护林路上。2012 年，已
过花甲之年的丁年祥接过接力棒。
丁年祥说：“保护古樟林，是水南村
一代又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古樟林，是在保护下就地“自
生自灭”。踏遍古樟林，可见林内
多处附生蕨类、攀爬青藤枯死樟
木。

牛田镇人大主席杨辉文在水南
村蹲点十多年，他解释为何不移除
这些枯死的樟木：“一旦将枯死的
古樟移除或者售卖，难免有人暗地
里故意弄死古樟牟利，给古樟林保
护带来难题。”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前几
年，有人偷偷地在乌江边挖了棵古
樟树兜，准备出售。被村民发现，
追了百余公里，把树兜要了回来，
丢弃在挖掘原地“自生自灭”。

曾经就有不少制作香精、香料
的商家觊觎这片古樟林，找到村民
理事会，每棵出价三四万元。不过
来者都吃了闭门羹。

绝不为钱而砍树

“没有地上跑的、只有天上飞
的。”这是今年初秋，古樟林给记
者的第一印象：地上不见牲畜、家
禽林子里跑；树梢却有白鹭、百灵
鸟等100多种鸟类欢鸣。

而今，乐安县林业部门将十里
古樟林全部列入国家生态公益林进
行保护，并在2004年和2013年两次
对樟树林 500 年以上树龄的古樟进
行挂牌保护。

中国第一古樟林原始功能主要
是护岸林，保护周边村庄和农田。
如今，林内古樟万余棵，占地千余
亩，绵延十余里。徜徉古樟林深
处，乌江两岸，苍枝交柯，秀梢摇
翠，夹拥着一脉江流。

现今，古樟林生态旅游效益显
现。这片向游客免费开放的樟树
林，每年有10万人次以上在这里体
验原生态旅游。乐安县尝试过开发
古樟林，也付诸了行动。但旅游开
发公司建完跨江索桥后，准备在林
内搭建供游客住宿的木屋时被叫
停，结果开发半途而废。

有专家称，这片古樟林木材直
接价值超过 3 亿元，旅游开发价值
更是不可估量。面对这一笔巨大财
富，乐安县委书记彭银贵说：“乐
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不能因为缺
钱而破坏生态。我们要像呵护自己
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在浙江省宁波市的奉化区，有一个
村庄叫滕头村，这里绿水青山，生态环
境良好，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生态500佳称
号。这个小山村坚守生态立村理念，经
过多年奋斗，实现了从温饱到富裕，从
富裕到文明的跨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
滕头村人的共同意愿和自觉行动。

滕头村人清醒地意识到，唯有绿色
发展才是不竭的动能。早在 1993 年，滕
头村就成立了村级环保委员会，是全国
最早的村级环保组织。该委员会自始自
终坚持绿色生产的原则。据统计，在村
党委的支持下，该委员会已累计否决了
50 多个经济效益看好但可能造成环境污
染的项目。

村在景中，景在村中。如今，一幅
美丽的生态画卷已在滕头村展开，优美
的环境成为滕头村靓丽的“金名片”。与
此同时，滕头村开始把绿色苗木播种在
福建、江西、安徽、山东等地的苗圃基
地里。在江西上高县芦洲乡，滕头村的
一万多亩苗木基地，打造出春夏秋冬四
季花园，成为当地一个绿色旅游景点，
成为当地老百姓致富的绿色帮手。

“我们对滕头村的未来是充满了憧憬
和希望的，希望滕头村未来发展会更加
好，让我们的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健
康医疗方面能更有保障，让城市更向往
农村。”村民王银儿笑着说道。

“过去 5 年我们坚持生态立村、生态
强村、生态富村，让老百姓的日子更加
美好，让村里的环境更佳优美。在未来5
年，我们主要是做三个提升，第一个是
形象提升，把田园变公园，民居变民
宿，乡村变景区，农产品变成旅游产
品。第二个是产业提升，一是循环经济
怎么样能够提升，二是把生态餐饮复

制，三是把光伏太阳能发电提升，让村民、居民能够实实在在提高收
入。第三个是发展模式提升。将我们原来的发展模式转化成为经济联
合体，带动周边的村民能够致富。滕头村的这种模式可复制给周边
村，或者是复制到全省全国各个乡村。”滕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对滕头
村的未来充满期待，“滕头村将坚守生态立村的理念，把村子打造成田
成方、屋成行，清清渠水绕村庄、绿树成荫花果香的胜地。”

一款工业级除污重器——海山
道路污染清除车试车北京。海山道
路污染清除车是福建海山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的工业级污染清除重
器，曾应邀对北京天安门广场、长
安街等进行全面清除，之后还在天
津、上海等多个城市进行巡展，其
道路污染清除效果受到当地环卫部
门及行业用户的好评。这种国产清
洁车进行的不是普通的道路清扫，
而是对道路进行深度清洁，帮助恢
复道路机能。 王玉风文/摄

向绿色发展要动能向绿色发展要动能向绿色发展要动能

乐安：千年守护古樟林
本报记者 陆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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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互为
掣肘。许多地方 GDP 上去了，可青
山被采矿人挖得满目疮痍，绿水被工
业企业排废所染污……这种粗放的经
济增长方式暂时换来了好看的经济数
据，却牺牲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和环
境。

当有一天人们发现水不再清，天
不再蓝，空气不再清新时，才意识到
绿色生态对自己乃至子孙后代有多么
重要，保护与发展不应是一对“冤
家”。

如何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
首先需要转变观念，即保护生态与经
济发展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放大生
态优势，就能延伸发展链条，这是重要
的生产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向绿色发展要动能，要效益，这

场实践正在全国展开，并初见成效。
比如，重庆黔江通过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进而提高了
农民收益；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福建发展绿色低碳循环新兴产业，优
化调整产业结构。这几年在保护环境
的同时，经济一直保持中高速发展，
去年GDP首次进入全国前十。

今天，中国已步入生态文明建设
的新时代，按照中共十九大部署正在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是一场关
乎亿万人民福祉、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绿色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等都将步
入绿色发展的轨道。

如果有些人还在固守“生态保护
制约经济发展”的老观念，只能被拉
进历史的黑名单了。

长苞冷杉林、黄果冷杉林、
中甸冷杉林、丽江云杉林……拥
有丰富森林资源的云南省迪庆藏
族自治州蕴涵着其他地区无法比
拟的生物多样性。坚持“生态立
州”的迪庆，实现了从“砍树”
到“看树”的转型。

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作为云
南省最大的林区，迪庆 80％的财
政收入来源于木材。然而，过度
的毁林开荒造成原始森林大面积
被破坏，加剧了泥石流、山体滑
坡等自然灾害。1998 年，国家作
出全面停止砍伐天然林的决定。
在关键的转型期，迪庆政府决定
把生态保护作为立州之本，全力
发 展 以 旅 游 业 为 龙 头 的 绿 色 产
业，实现由“木头财政”向以生
态旅游、生物资源开发等为主的

“生态财政”的转变。
迪庆自天然林禁伐后，封存

采伐运输工具，让斧锯下山，锄
头上山。一个月内，5个森林工业企
业就完成人工造林 1.5 万亩，迪庆
的森林资源开始得到有效保护。

在推进生态建设的过程中，
老百姓都拿到了生态效益补偿，
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不断提高，曾
经的伐木工人如今都变成了种树
人。廖春花是迪庆州香格里拉县
小中甸镇吴公村农民，1989 年她
承包了 3400 亩的荒山育林项目，
在当时一些人“迪庆冬季根本不
可能育林”的质疑声中，她用3年
的时间保苗、补苗，创造了成活
率95%的奇迹。正是有了像廖春花
这样以荒山育林为己任的一批农
民，如今的小中甸已经呈现出青

山绿水，而小中甸只是迪庆藏区
恢复森林生态的一个缩影。

州长齐建新骄傲地向笔者介
绍：“我们政府集中力量推进云南
藏区供暖项目，用 3 年左右的时
间，香格里拉、德钦、维西城区
集体基本告别柴火取暖的历史，
保证从源头上杜绝对原始森林的
砍伐破坏。”全民义务植树和全域
绿化活动的开展，使迪庆州一个
个 原 先 光 秃 秃 的 县 城 的 大 街 小
巷，都摇曳着绿色的枝条。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森林资
源 清 查 时 ， 迪 庆 森 林 覆 盖 率 为
33.2%，而到 2015年末，迪庆森林
覆盖率达到75%。如今，依托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
动物多样性等发展的生态旅游业
成为迪庆州的第一生产力。

罗 兰

迪迪庆庆：：实现从实现从““砍树砍树””到到““看树看树””转型转型
刘 佳

村民们在休闲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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