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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

荒山变林海荒山变林海        生态效益足生态效益足
■人民日报记者 李 纵

在前不久的中秋节，95 后
小伙张彬彬和工作日一样，起
了个大早，开始巡山。

作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
然保护区岳山保护站站长，他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在浩
瀚林海中穿行，清风扑面，心旷
神怡。”张彬彬说。

岳山林场位于怀集县蓝钟
镇，一度因大面积采伐成为黄
土裸露的荒山荒地，历经上世
纪 70 年代“岳山造林大会战”
以来的造林绿化和接力守护，
岳山荒山变林海。2002 年起，
岳山和相邻的温泉林场成为市
级自然保护区。2004 年，两个
林场合并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
自然保护区。

如今，三岳省级自然保护
区青山环绕、绿水悠悠，绿水青
山也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

发挥优势
绿色发展

从怀集县城往西北方向驱
车约 70 分钟，到达怀集县蓝钟
镇古城村。

进入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
岳山保护站，首先看到的便是

“三岳自然保护区科普·研学基
地”展示厅。

“豹猫是猫吗？”“黑领噪鹛
的叫声是什么样的？”……周边
多所小学的学生来到基地研
学，张彬彬讲解时，大家对展示
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
很感兴趣。

“我是这个研学基地的讲
解人，我很乐意给孩子们讲‘岳
山造林’的故事和动植物保护
知识。”张彬彬说。

在 古 城 村 和 岳 山 林 场 之
间，十里山丘种满果树，形成壮
观的“水果长廊”。“岳山生态环
境优越，产出的水果品质高，很
受市场欢迎。每年秋冬收获时
节，岳山脚下一片金黄、果香浓
郁。”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植日伟
说，“我们村鼓励发展生态农
业，村里有上百户农户种植水
果，年总产量近 1000 吨，为村
民增加了不少收入。”

建设“水果长廊”的同时，
岳山茶种植也悄然兴起。“蓝钟
岳山茶产于海拔 600 米到 700
米的岳山山峰，山上云雾缭绕、
昼夜温差大，水源好，适合茶树
生长。”岳山茶厂负责人黎秋
岳说。

研学旅游、水果采摘、茶树
种植……凭借良好的生态优势
和丰富的业态，蓝钟镇吸引了
不少游客，小镇里民宿、餐馆多
了起来。“我们着眼林业资源永

续利用，正不断拓展更多绿色

发展空间。”蓝钟镇党委副书记

李文文说。

弘扬传统
接续奋斗

看着展示厅内的老照片，
今年 70 岁的严润生回忆起当
年参加“岳山造林大会战”的
场景，十分感慨地说：“大家吃
咸菜、睡窝棚，却干劲十足，每
天干得热火朝天，根本不觉得
辛苦。”

怀集县地处山区，森林资
源丰富，却一度因大面积采伐
过度消耗森林资源。“一把锄头
造林，百把斧头砍木”让岳山林
场曾经面临“山多不出木”的困
境，出现大片荒山。1974 年—
1975 年，怀集县开展造林绿化
大行动，组织 2.5 万余名群众两
次开展“岳山造林大会战”，143
天总造林面积达 3.5 万亩，奇迹
般地把荒山变成了林海。

严润生说，正是在那样艰
苦的条件下，形成了“忠诚奉

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
为功”的“岳山造林”光荣传统，

“从那时起，我们许多人和种树
护林结下不解之缘。”

“‘岳山造林’光荣传统影
响了一批批岳山林场护林员。”
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
主任谭鹰说，经过“岳山造林大
会战”和几十年科学养护，如
今的岳山林场林海浩瀚、万木
葱茏。

近年来，保护区先后启动
实施第一、二期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总投资 380 万元，完成了
保护工程、科研宣教工程与基
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建设。

育林护林
保护生态

“种树、养护、防火已经融
入当地村民的生活。”护林员刘
强兴说。

“从老一代护林人严润生，
到新一代护林人张彬彬、刘强

兴等，‘岳山造林’的光荣传统
在接力中传承，护林的手段、
设备也在不断更新换代。”谭
鹰说。

全 自 动 摄 像 头 全 天 候 监
控，加上护林员的不间断巡护，
保护区内的原生植被、野生动
物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经过近半个世纪坚持不懈
育林护林，如今保护区内生物
多样性丰富，记录有野生维管
植物 1239 种、陆生野生脊椎动
物 264 种。

在蓝钟镇的古树公园，树
龄 100 年以上的红锥树有 25
棵，其中树龄 600 年以上的 2
棵，形成了红锥古树群。

不只在岳山林场，这些年
来，怀集全县大力推进乡村绿
化、森林抚育等重点工程。目
前，全县森林面积超 393 万亩，

森 林 蓄 积 量 达 1605 万 立 方
米，森林覆盖率达 74.82%，建

档在册且挂牌的古树名木共

477 棵。

■汤 娟

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

近年来，多个地方发生瓶装液化

气泄漏燃爆事故，严重危及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这其中，既有瓶

装液化气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

任缺失、未落实相关管理要求等

原因，也有用户安全意识淡薄、

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等因素。拧

紧燃气“安全阀”成为社会高度

关注的话题。

如何防患于未“燃”，保障

群众用气安全？

一要用好“透视镜”，完善

法律强监管。当前《城镇燃气

管理条例》中一些违则无相对

应的罚则，且关于不同职能部

门的燃气安全责任未进行明

确。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涉及

燃气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以

法律法规完善促进监管的全覆

盖，为燃气行业严明执法提供有

力保障。同时，要从法律上进一

步提升燃气企业准入门槛，设置

燃气企业淘汰退出机制，构筑

“可进可退”的行业优胜劣汰法

则，促进燃气市场经营秩序的

逐步向好。

二要用好“多棱镜”，共担

责任筑防线。燃气安全监管涉

及住建、城管、应急、市监、交通、

商务等多部门和各级属地政府，

以及燃气企业、餐饮企业、居民

用户等，任何一方责任的缺失将

导致整个燃气安全监管链条的

断裂。要进一步压紧压实燃气

安全主体责任，利用好监督检

查、执法处罚等手段，倒逼各责

任方积极担责尽责，从而建立起

部门监管聚合力、属地管理筑防

线、企业主体控源头、居民用户

齐响应的燃气安全链条。

三要用好“凸透镜”，整合

企业促规范。解决燃气企业“小

散乱”最直接的方式是推动企业

整合。以“一城一企”规模化经

营为方向，引进规模大、实力强、

管理优的液化气企业，对当地相

关企业整合重组，成立新公司，

设置统一充装站，优化供应站点

和配送站点，以规范化制度实现

统一管理、统一车辆、统一人

员、统一着装、统一安检标准、

统一热线电话、统一服务标准，

促进随瓶安检和入户安检的有

效落地。

四要用好“显微镜”，排查

隐患防风险。隐患排查是确保

燃气安全的重要一环。然而，

流于形式的走马观花式检查、

掩耳盗铃式合格、查而不改式

问责、弄虚作假式整改等情况时

有发生，影响了各方对燃气使用

情况的判断。因此，要从真查真

改上下功夫，用“显微镜”式工作

作风细致排查发现问题、剖析问

题、解决问题，切实提升隐患排

查质效。

五要用好“放大镜”，安全

宣教强意识。纵观近些年的燃

气安全事故，很多是因用户使用

端出现问题而引发。用户的燃

气安全意识淡薄、燃气安全常识

了解不够、燃气设施操作不当、

燃气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弱等，加

剧了普通的燃气事件向燃气安

全事故的扩大，造成严重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各部门要进

一步扩大燃气安全宣传覆盖面，

打通燃气安全宣传“最后一公

里”，有效发挥负面典型案例的

警示作用，以案为鉴，增强居民

对燃气安全的敬畏之心。

六要用好“望远镜”，科技

赋能利长远。推动燃气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提升燃气安全

使用水平，还需要借助科技的

力量。要全面提升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燃气监管中的应用，大

力推进瓶装液化气信息追溯系

统建设、全流程跟踪管理，实现

燃气安全监管透明化、可视化。

要加大燃气设施设备研发力

度，提高智能化水平，运用新技

术、新工艺，解决当前燃气安全

运行中的短板，提升燃气本质

安全水平。（作者单位系安徽省
六安市舒城县城市管理局）

多措并举拧紧燃气多措并举拧紧燃气““安全阀安全阀””

青海海西：
“重现之湖”引客来

9月 25日，航拍众多游客在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

尔木市境内的东台吉乃尔湖观

光。地处柴达木盆地的东台吉乃

尔湖，因湖水中含铜量较高，呈蓝

绿色，被称为中国版“马尔代夫”。

据了解，因气候原因，东台吉乃尔

湖于3年前干涸，今年再次出现。

中新社记者 马铭言摄

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