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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3000多个森林公
园，但其中有95%尚未盈利。”
谈及森林公园的运营现状，一
位研究林业产业的学者直指
痛点。

虽然生态林业资产完成价
值实现是一条难走的路，但也
有不少国家森林公园先试先
行。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以下简称观音山），经历了20
多年的开发和运营，解决了过
去传统公益林建设只有生态效
益没有经济效益、只有投资没
有收益的难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内的
自然保护区绝大多数在经济相
对落后的地区，但观音山背靠
经济发达的东莞市，探索出了
一条森林和“世界工厂”和谐相
处、友好共生的发展路。

观音山是怎么实现以上突
破的？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
来到了东莞市，找寻这座国家
森林公园的绿色经济密码。

初心护园
从“烫手山芋”到生态屏障

盛夏的东莞，天气有些潮
湿闷热，距离市区60公里外的
樟木头镇却凉风习习。这里处
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位置，
港、深、莞、广等核心城市都在
其1小时经济圈内，观音山就
坐落于此。

中国城市报记者沿山道驱
车而上，看到丛林茂密，万物自
由生长；蜿蜒的林间小道布满
青苔，各种主茎粗大的藤本植
物或横过步道，或穿越林间。

樟木头镇居民陈大爷每天
早晨都要来这里爬山锻炼。

“山里的空气很新鲜，而且站
在山上能尽情欣赏城镇的广
阔景观。”陈大爷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观音山拥有东莞市
内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原始次
生林，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
障，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居
民亲近自然、修身养性的绝佳
场所。但回忆起观音山曾经
的样子，他摆了摆手：“就是一
片荒山。”

将镜头拉回到23年前，那
时的观音山是一片属于樟木头
镇石新村的集体林。森林维护
成本很高，又产生不了多少收
益，在当时村干部的眼里，这就
是一块“烫手山芋”，恨不得赶

紧甩出去。
于是，石新村村委会找到

了精明能干的黄淦波，希望他
来接手经营观音山森林。那
个时候，黄淦波还是个血气方
刚的青年，做着消防工程项
目。接到村委会的诉求后，黄
淦波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
答应了。

1999年，黄淦波与石新村
村委会签订了《东莞观音山森
林公园联合开发合同书》，承包
期限是50年。合同约定：黄淦
波投入资金获得经营权和管护
权，利用集体土地联合石新村
做生态旅游项目。

从搞消防到搞生态，这种
转变让黄淦波的家人朋友都不
能理解。因为在当时“砸钱”搞
生态旅游，说好听了是思维超
前，说不好听些就是“傻”。黄
淦波为什么要这样选？

“搞生态旅游是因为我发
现东莞不缺工程、不缺游乐项
目，缺的是生态绿地和人文胜
地。”如今，广东观音山国家森
林公园董事长黄淦波已过中
年，两鬓生出许多白发，一口浓
浓的“广普”很有辨识度。他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我们得做
一些事情，造福子孙后代，让人
们在繁华都市之外找到一片可
以寄托灵魂的诗意之地。”

机会不仅留给有准备的
人，更属于有眼光的人。事实
证明，黄淦波选对了——观音
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厚
的人文内涵，成为人们崇尚绿
色生态、追求精神生活的理想
旅游目的地。

生态建园
加大投入深化保护

如今的观音山以绿意葱
茏、生机勃勃的形象呈现在世
人面前，但这背后的付出之路
充满了不易和坎坷。

建园初，相关团队就对观
音山18平方公里的生态资源
进行了保护规划，根据山体的
走势和植被的生长环境划定了
重点保护区、生态核心区、适度
开发区三大区域，并针对不同
区域进行配套建设与维护。

观音山管委会主任陈景玉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我们每
年投入近1000万元进行林相
改造超过1000亩，以及树木后
期抚育管理，加大了生态区的
保护和修复力度，尤其是对名
贵树木的保护，确保造林成活
率和保存率在92%以上。”

森林防火也不容疏忽。陈
景玉介绍称，观音山管委会邀
请专业护林员分片区看管，保
护林区和水源，避免林木受灾、
水源污染；同时，对山体滑坡雷
电等安全隐患进行实时防护，
分时节进行土质改良并种下绿
植改造。此外，为保护国家濒
危动植物，公园在园内安装了
视频监控以及护栏、宣传警示
牌百余块；加强对上山人员的
宣传教育，并安排专人两班倒
24小时对山林巡逻，及时清除
各类猎捕工具。

“说老实话，刚开始干时，
我们觉得这项工作‘又笨又慢
又看不到前途’。”陈景玉透露，
其间很多人都来劝说他们搞房

地产开发，说这样来钱快，但都
被黄淦波拒绝了。

在和公园工作人员的交流
中，中国城市报记者发现，这里
很多细节都透露着观音山“保
护先行、适度开发、长久建设”
的经营理念。

“在这里，如果工作人员打
蛇是要被开除的。因为野生动
物的存在可以维持生态链的运
行，而蛇也是生态链中的一
环。”一名公园建设者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在建设修路时，如
果道中间被树挡住，他们会在
路上给树留个洞，让树就地继
续生长，绝不能随意砍树。

值得一提的是，生态环保
理念不只普及到员工，观音山
还依托绿色森林资源，展开生
态科普教育，倡导更多人投身
生态文明建设。

2003年，观音山创建了国
内首家古树博物馆，对名贵、古
老树木进行建档造册；依托每
年植树节、世界环境日、学校寒
暑假等节假日，通过吸引广大
游客及各地中小学生参观古树
博物馆、认养树木以及开展研
学旅游等互动方式，将森林资
源和绿色产业有机结合。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
年，观音山经原国家林业局批
准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同时
也成为了国家森林公园民营序
列的“长子”。2010年，观音山
又戴上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
的桂冠。

总结起观音山的模式经验，
黄淦波认为，坚定不移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是第一要务，“只有人
不负青山，青山才不负人。”

文化立园
为青山注入丰富内涵

有人曾总结，靠“卖山头”
和“砍树”是我国林业产业发展
的 1.0 版本；保护森林即“看
树”，从而靠政策补助生存，是
2.0版本；如果能通过发展森林
旅游获得经济效益，就升级到
了3.0版本。

这些年来，通过经营承包
和大力保护，观音山完成了从
1.0到2.0甚至到3.0的跨越，但
其没有止步于此。“一个森林公
园如果无法实现可观收益，就
难以持续地保护生态环境和森
林资源，自然也没有社会（资

本）愿意去投入时间和资金。”
陈景玉说。

获得可观收益，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因为发展旅游，
最重要的是得有好的品牌，有
了好的品牌就有人气，有人气
才有收益。

“我们锐意改革，努力打造
林业产业发展的4.0版本。”黄
淦波介绍称，4.0版本最重要的
就是为青山注入文化内涵，让
自然之美和文化之美交相辉
映，深度呈现两者融合带来的
美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实际操作上，观音山每年
投入上千万元用于相关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公园每
年举办文化活动近100场，活
动形式不拘一格——既有国内
最高水平的文学大师盛会，也
有万人登山长跑比赛；既有万
人相亲大会，又有隆重盛大的
重阳敬老典礼。

单从活动收益来看，陈景
玉坦言是在“赔本赚吆喝”。

“不过，通过活动我们大大提
升了观音山的知名度和文化
价值，如果算总账我们并没有
赔，收益额和活动的多少是正
相关性。”

在观音山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征联活
动。2015年，为进一步推动中
国楹联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观
音山开出70万元的奖金向全
社会征集“观音山上观山水”的
下联。多年以来，公园收到了
20多万句投稿，但没有一句达
到要求。如今奖金总额已提高
到108万元，这使得人们对这
座森林公园更加好奇，纷至沓
来一睹其真容。

截至目前，观音山累计接
待海内外游客超1500万人次，
实现旅游直接收入超15亿元，
直接或间接地为近2万人创造
了就业机会。

“森林对城市的发展可谓
至关重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陈景玉表示，一是森林给城
市提供了物资供给，二是森林给
城市提供了绿色空间，三是森
林给城市提供了休闲空间，四
是森林给城市提供了防风固
沙、降尘降噪、水土涵养的生态
屏障和保护，五是森林给了人们
颐养身心、自然与人文气息交融
的生态空间，六是森林给城市提
供了绿色发展新的产业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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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的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大门。

游客在广东省东莞市观音山顶可以俯瞰樟木头镇，视野广阔、景观别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