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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开放一批文化工作室河北石家庄开放一批文化工作室

艺术普及艺术普及，，融入街头巷尾融入街头巷尾

湖南通道：奇峰异岭
有“颜”有“价”

近年来，湖南省怀化市通

道侗族自治县依托得天独厚的

绿色生态资源，采取“内优服

务、外拓市场”的模式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不断释放“绿色”红

利，让秀美生态有“颜”又有

“价”。图为游客在万佛山景区

游玩。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李尚引摄影报道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处于秦巴山区南麓、川渝
陕结合部的四川省达州市宣汉
县，地形险峻、林茂谷深，虽道
路崎岖，但保持了良好的生态
优势。近年来，宣汉县大力实
施“生态立县”战略，把优化生
态空间体系作为推动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守护
山川水体生态、推进生态产业
繁荣、科学保护生态系统，向着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目标阔步前行。

守护青山绿水
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密林莽莽、云海翻腾，月亮
坪的“知青林”，是宣汉县良好
生态保护的缩影。

曾经的月亮坪是交通闭塞
的荒山野岭。20世纪60年代，
86名重庆知青来到宣汉县五
马归槽国有林场从事植树造林
的工作。

当年，知青们走泥泞的山
路、住简易的工棚、吃自种的杂
粮，从远处肩挑背驮运来泥土、
挖坑打窝，累计种下柳杉110余
公顷。50多年过去，“知青林”
在一代又一代林场人的精心培
育下已长成参天大树，树木直
径平均已达0.3米以上，最大树
木直径达0.9米，树高20多米。

以前那批知青职工大多都
选择扎根在林场。曾被宣汉县
授予“劳动模范”的范连香和她
丈夫陈泽礼退休后仍舍不得离
去，他们表示要守着这片林子，
终生与柳杉相伴。他们的女婿
罗元忠至今也在林场工作。

“林二代”罗元忠从参加工
作到现在，身份发生了两次转
变：从伐木工到护林员、再到景
区管理员。过去林场实行企业
化管理，靠砍树卖木材发工资，
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罗元
忠完成了第一次“转身”，放下
刀斧和油锯，成为护林员。几

年前，林场被纳入宣汉国家森
林公园，罗元忠的身份再次转
变，从护林员变为景区管理员，
向游客宣传森林防灭火和保护
野生动植物知识。

荒山变为青山，树木在用
年轮诉说成长。沿着拓荒者开
出的道路、穿过先辈们种下的
林海，1974年出生的“林三代”
罗川，在巡山护林、景区保护等
工作中接续奋斗。

一片林、三代人、50多年，
传递守护绿色的“接力棒”，坚守
植树护林的重要责任，生态宣
汉的“参天之根”更深扎泥土。

近年来，宣汉县以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2022年，全
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55
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7.3%；
森林覆盖率达到62.14%；全县
6个河长制监控断面达到Ⅲ类
以上水质，乡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宣汉县近年来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和国家产业政策，提高
环保准入门槛，从严控制“两
高一资”项目，持续推进《2022
年度宣汉县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千村示范工程”》《2021年
度达州市宣汉县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以及《2021年度宣
汉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工程建设。
同时，宣汉县积极开展环

境安全隐患排查督查工作，逐
一对辖区范围内的重点企业、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饮用水源
进行认真排查；落实各级河长
巡河制度，紧盯扬尘管控，实时
监测空气质量，定期开展矿山
矿企、化工园区及危化企业、垃
圾填埋场和污水处理厂、乡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切实做好
环境风险源监管。

发展绿色产业
群众吃上“生态饭”

“以前，村子未通公路，看
到山，走一天；看到屋，走得
哭。”龙泉土家族乡黄连村党支
部书记胡晓玲介绍，黄连村是
宣汉县最偏远的行政村，其村
如名，曾经充满着苦涩的味道，
虽盛产黄连，但山高路远药材
难销。

现在村里已修通了近30
公里公路，黄连村的中药材种
植面积也逐年增加，目前已近2
万亩。同时，抢抓宣汉县巴山
大峡谷旅游开发的机遇，胡晓
玲带领村民采用统规联建的方
式，打造具有土家风情的土家
新寨，从说“苦村子”到过“甜日
子”，从端“土巴碗”到吃“生态

饭”，黄连村村民人均年纯收入
从10年前的不到2000元提高
到现在的1.3万元。

近年来，宣汉县依托得天
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深入实
施“文旅靓县”战略，做强“生态
观光、康养度假、文化体验”三
大产业集群，做实“生态旅游示
范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全域旅
游示范区”三大品牌体系，做优
文旅发展服务环境，助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加速争创
全国“百强县”、勇当达州振兴

“主力军”贡献文旅力量。
不仅是蹬上文旅事业发展

“风火轮”，宣汉县更跑进了多
元化生态产业“快车道”，实现
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
展双赢。

大成镇是宣汉县肉牛现代
农业园区的核心区，是蜀宣花
牛种养循环模式的养殖基地所
在。记者看到，这里，不见遍地
牛粪，只有牧草清香。

清香何来？宣汉县积极探
索“蜀宣花牛+优质牧草”种养
循环模式，利用大量撂荒地、闲
置土地种植优质牧草，为蜀宣
花牛提供充足的饲料，蹚出一
条“以种定养、以养促种、种养结
合、循环发展”的绿色发展之路。

同时，在园区的蜀宣花牛
农业科技展览馆里，通过智慧
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和牛场

“信息化管理、畜禽粪污大数据、
农产品质量监控”智能信息服
务平台，可以看到宣汉县养殖
场尤其是园区内各规模场的详
细情况，已实现牛业生产、粪污
综合利用等数字化场景应用。

当下，宣汉县正在打造以
县城为核心、以大成等乡镇“肉
牛养殖＋优质粮油种植”、以南
坝7家牛肉加工企业为驱动的

“一核两驱”国家级现代农业园
区，涵盖12个乡镇。

四川省天府旅游名县、四
川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四
川省首批省级生态县、四川省
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县……近年来，宣汉县城市

名片不断增加，同时在全面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万达
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成宣
万革命老区振兴示范区建设
中，宣汉县将“生态+”理念融入
产业发展全过程、全领域，构建
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
以天然气硫磺、微玻纤新材料、
锂钾综合开发、铜基新材料为

“四驾马车”，全力推进资源就
地转化利用，推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建设公园城市
打造宜居生态城

漫步在宣汉县城，西区新
城、北部新城、张家坝新城、明
月新城等新区如雨后春笋拔地
而起，拉大了城市骨架；巴山红
军、百节溪、鱼禅寺等公园扮靓
城市空间；巴人广场、金鼓广
场、民歌广场、北部新城等品质
商圈集聚商机人气，城乡面貌
日新月异。

绿色是城市建设的点睛之
笔，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重中之
重。近年来，宣汉县按照“公园
城市”设计理念，以生态环境保
护为前提，实施县城“一区一片
一城”拓展提升工程，全面优化
城市发展布局，城乡面貌日新月
异，城市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

“通过项目带绿、造景添绿
等方式，精心实施绿化提升改
造工程，按照因路造景、因景配
绿，一路一景观、一街一树种的
方式，公园敞开化、道路景观化、
庭院花园化，力争做到建一房绿
一点、建一区绿一片、修一路绿
一线，让一场场关乎民生福祉、
永续发展的绿色革命，给群众带
来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宣
汉县住建局局长赵小军说。

“早上起来向窗外望去，满
眼绿意。走出家门，更是姹紫
嫣红、绿意盎然、鸟语花香。”在
滨湖路上散步的东乡街道居民
刘淑琼高兴地说，“现在这里的
景色优美、空气清新，让人心情
特别舒畅。”

盘绕江口湖畔的滨湖路竣
工投入使用后，既缓解了宣汉
县城的交通压力，解决沿湖一
带的消防和排污等问题，又注
入了生态文化、巴人文化、红军
文化元素，建成集山（青山）、湖
（江口湖）、园（巴山红军公园）
为一体的滨水景观带，有效改
善人居生态环境，成为宣汉城
区休闲、健身、观湖的好去处，
居民享受幸福惬意的生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
是生态宣汉的题中之义。宣汉
巴人虽偏居群山，却时刻举着
生态文明的时代旗帜，在建设
生态名城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

盘活绿色盘活绿色““一盘棋一盘棋””唱响生态唱响生态““富民曲富民曲””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传承后继有人。

宣汉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