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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伟 李良

福建省长汀县境内，千山竞秀，
群峦叠嶂，清澈的汀江源水绕城而
过，好一个山清水秀美丽的山城。

长 汀 县 是 如 何 有 效 保 护 汀 江
源，改变传说中“山光、水浊、田瘦、
人穷”恶劣的生态环境面貌？记者
近日跟随福建中华环保世纪行釆访
组深入实地进行釆访。

■治水土流失

□成全国范例

据 1985 年 遥 感 普 查 显 示 ，长
汀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146.2 万亩，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31.5%，生 态 环境十
分恶劣。

四 周 山 岭 尽 是 一 片 红 色（土
壤），不闻虫声，不见鼠迹，不投栖息
的飞鸟，旱季溪河见河床，雨季见洪
涝，是 10 余年前长汀县水土流失、
生态恶化的真实写照。“长汀县水土
流失源于群众上山砍伐，造成境内
山光、水浊、田瘦、人穷”，长汀县委
书记魏东说。

长汀县的河田镇在 2000 年前
曾是一片极强度水土流失区域。如
今已建起了面积 1818 亩的世纪生
态园。园里树木葱茏、芳草遍地，成
为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的一个缩影
和示范。

要保护汀江源水环境，首先要
从治理水土流失入手，长汀县痛下
决 心 ，狠 抓 水 土 保 持 。 2000 年 至
今，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
入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之一，省直有关部门每年筹集
1000 万元用于长汀水土流失治理。

据了解，长汀县坚持开拓创新，
因长汀制宜，因长汀施策。通过创
新理念、技术、机制、管理，探索出了
一条适宜南方水土流失治理的新路

子：“反弹琵琶”治理理念加快了水
土流失治理步伐，“等高草灌带”、陡
坡地“小穴播草”、“草牧沼果”循环
种养、乡土树种的优化配置等技术
提高了水土流失治理效益。科技协
作机制提高水土流失治理的科技含
量；资金补助机制调动了人民群众
广泛参与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长汀县环保局局长邱文发告诉
记者，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长汀县
在保土治水工作上取得了可喜成
效，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改观，生态环
境质量大幅提高。

中科院、中国工程院、水利部联
合组织的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
科学考察组在长汀考察后，称之为
中国水土流失治理的品牌，是南方
水土治理的一面旗帜；长汀县创新
了中国南方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在
全省乃至全国独树一帜。

据统计，仅 2000 年~2013 年，全
县投入保土治水资金 27.96 亿元，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78524 平方公里，
涉及 9 个乡镇、118 个村、22 条小流
域 ，减 少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101.08 万
亩。目前，全县林地面积达到 17.87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79.4%，林木
蓄积量 1000 多万立方米。

■生态获改善

□百姓谋红利

20 多年前的南坑村是长汀水
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被称为

“难坑”。为治理水土流失，南坑村
从 1997 年起，引入厦门银杏树王有
限公司，全村大规模种植银杏，共开
发 5000 多亩荒山种果树。

长汀县策武镇南坑村书记沈腾
香介绍说，如今，昔日光头山重新披
上了绿装，“难坑”的帽子也脱掉了，不
仅治理了水土流失，也实现了农民增
收。2013 年，全村实现经济总收入

1755 万元，同比增长 18%，农民人均
收入达 10571 元，同比增长 16%。

记者在长汀县曾被称作为“火
焰荒山”的三洲镇看到，如今已是一
片人工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波光粼
粼的湖面，岸边苇枝丛生。湿地建
成后，吸引了许多野生动物在这里
安营扎寨，到处可见候鸟飞禽。汀
江国家湿地公园以其独特的生态美
成为市民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通过国家级湿地公园、汀江拦
水闸坝与生态护岸等项目的实施，
建设面积达 22 平方公里的水土流
失治理实验区、湿地公园、水上乐园
的生态家园实验区等来凸显绿色经
济。”三洲镇党委书记蔡铭泉说。

如今被誉为“海西杨梅之乡”的
三洲镇大力发展经济林业，种植杨
梅树 1.2 万多亩，年产杨梅 3000 余
吨，并发展了杨梅深加工的相关产
业，2013 年产值达 1.5 亿元，使得村
民收入增加。

魏东介绍说，长汀县加大保护
汀江源水质，恢复生态环境，把保土
治水改善生态环境与“民心工程”、

“生存工程”、“发展工程”相结合。
鼓励农民开发性治理荒坡地，变水
土流失区为经济作物区，推动水土
流失治理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地
方特色产业的结合，促进农业增收
和农民增收。同时，注重水土流失
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结合沿
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契
机，大力发展以针纺织业为主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从非农渠道增加农
民的收入，减少农民因农事生产及
其他因素对大自然的破坏。

“保土治水、改善生态环境与民
生结合，给城乡居民带来了红利。
2013 年全县城镇人均收入达 15725
元，比 2000 年增长了 3.3 倍，农村居
民 收 入 9222 元 ，比 2000 年 2486 元
增长 3.7倍”。魏东说。

以前河床显露 如今山清水秀

汀江源一江清水送下游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王永周

河北省临城县近年来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限制矿山开采，坚持把“生态发展、
绿色崛起”作为加速县域发展的重要举
措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强力实
施“生态靓县”战略，大力开展“植绿”活
动，绿色、生态已成为临城发展的最优资
源、最大潜力。

艰难抉择：绿色与灰色之争

临城是资源大县，2008 年以前，煤
炭、铁矿石、石灰岩、石膏等矿产企业一
直是县域经济的支柱。然而，一些资源
型企业经过短暂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陷
入深度破坏环境、后续发展乏力的“资源
魔咒”。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
源、环境的关系，成为摆在临城面前的头
号难题。

改革 的 矛 头 首 先 指 向 落 后 产 能 。
从 2008 年 开 始 ，临 城 顶 着 牺 牲 财 政 收
入的压力，先后淘汰落后水泥产能 100
余万吨，关闭煤矿、铁矿 40 多家，拆除
耐 火 窑 70 多 座 ，关 停 小 石 子 、小 石 灰
厂 130 余 家 ，规 划 范 围 内 污 染 源 被 彻
底铲除。

同时，以构建“园成绿块、路成绿带、
田成绿网、山成绿脉、城成绿景”的绿色
城乡为目标，全面开展“铺绿”活动。近
两年，全县累计植树 23 万亩，是前 3 年总
和的 4 倍，全县森林绿化率年均增长 8%
以上。如今，临城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40%。

转型升级：地下与地上之变

“铁矿终有挖完的一天，只有调整村
子的产业结构，在广阔的山场上栽植‘绿
矿’，才是村民永远取不尽的‘聚宝盆’。”
临城县赵庄乡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安小群
介绍说，南沟村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开采铁矿。村子因矿而
兴的同时，山场也变得满目疮痍。

从 2008 年开始，临城县致力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确立了“由散变聚、由黑转
绿、轻重并举、变粗为精”的产业升级方
针，制定了相关政策，在全县实施“1+1”
产业转移战略，大力推进全县矿山企业
转型升级。

其中，《关于推进矿山企业转型的实
施办法》要求矿企必须新建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绿色环保的
地面项目，推动矿山企业实现“地下”转

“地上”，促其转向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
等产业，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对现
有证照齐全的 10 余家大企业进行重组
整合，制定矿山资源科学开发意见。

经过近几年的转型发展，村从依托
矿业资源的“黑色经济”到发展以生态农
业、旅游文化产业为支撑的“绿色经济”，
南沟村正逐步摆脱矿山依赖。

记者获悉，全县年生产能力万吨以
上的 58 家矿山企业中，有煤矿企业 14
家、铁矿企业 15 家、石材企业 12 家、其他
矿山类企业 17 家。截至目前，所有这些
矿山企业都投资建了新型地面项目。，一
批矿山企业投资 40 亿元向资源深加工、

农产品深加工和三产服务业转型。

绿色崛起：生态与经济双赢

今年以来，临城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0
个，涉及农产品深加工、高端机械设备、医
药3个领域，技术含量较高，均是主打绿色
牌的项目。所有引进项目来临城落户都是
基于临城有良好生态环境的考量，这是临
城生态发展的最好例证。

临城县瞄准市场对“绿色生态”产品
的需求，采取“抓调整、抓基地、抓加工、
抓龙头、抓品牌、抓转移”的“六抓”措施，
大力发展薄皮核桃为主的林果业、无公
害蔬菜和小杂粮为主的高效种植业，向
绿要富。

同时，临城积极打造全国生态旅游
名县。临城拥有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
林公园、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薄皮
核桃之乡等“国字号”品牌，自然资源、旅
游资源、生态资源丰富。

通过整合生态农业、旅游资源，今年
临城重点打造“两湖”（岐山湖、子龙湖）、
南水北调和泜河、圣景公园和旧城区水
系 、天 台 山 瀑 布 四 大 水 系 ，做 足“ 水 ”
文章。

临城选择了绿岭、丰乐园、闫家庄等
绿色企业或生产基地为试点，加大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把田间地头打造成景点，
大力开发农家乐、山庄乐、渔家乐等特色
旅游项目。把临城核桃、苹果、柿子和蔬
菜等农产品变成旅游商品，以绿色农产
品为主的生态旅游商品开发取得明显
成效。

铁矿总有穷尽时 绿矿才是聚宝盆

临城摆脱矿山依赖促转型

本报综合报道 在沙尘暴策源地
之一的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沙漠明
珠青土湖在干涸 51 年之久后起死回
生。自 2010 年以来湖面连续扩大。
到今年年底，这里已形成 22 平方公
里的湖面，是杭州西湖的 3倍多。

为不让民勤绿洲成为“第二个罗
布泊”，2007 年底，国务院启动石羊
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大力压减农田
灌溉面积，关闭灌溉机井，普及推广

“耗水量小、经济效益高”的设施农业
和高效农业。这里也是全国最早推
行水权水价改革的地区之一，通过水
资源总量控制、配水到户和阶梯水
价，使石羊河流域及青土湖一带农业
用水挤占生态用水、地下水严重过度

开采的问题明显改观。
如今，在青土湖周边形成了面积

约 106 平方公里的湿地。许多沙丘
上长出芦苇。一项调查显示，青土湖
一带地下水位不断回升，自 2007 年
至今已从地下 4.02 米上升到目前的
地下 3.2 米，升高 0.82 米，局部地方地
下水埋深小于 1 米。在此影响下，青
土湖一带植被增加，植被覆盖度已从
7 年 前 的 不 到 20％ 提 升 到 目 前 的
40％以上。

据武威市气象局资料记载，1981
年~2010 年，民勤县区域性沙尘暴平
均次数为 17.9 次。而 2011 年到 2014
年，民勤县区域性沙尘暴发生次数降
至年均不到 1次。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报道 作
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库周隔离带造林示范点，湖北省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村近年来
造林面积达 2000 余亩，主要造林
树种为侧柏、大叶女贞。村民表
示，栽种的侧柏已在过去只长电
线杆的山头长得郁郁葱葱了。

据了解，丹江口市江北片区
属典型的石漠化地区，水土流失
严重，土层瘠薄，石砾含量较高，
保不住水也保不住肥，被称为“火
焰山”，对南水北调工程水质安
全、江北地区工农业生产及人民
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为 确 保“ 一 江 清 水 永 续 北
送”，丹江口市打破常规，从 2001
年开始，采取放炮挖大窝、垒石
圈，苗木大规格、带土球、浇大水，
客土造林等方式，逐步探索出库
周隔离带在重度石漠化地区的成
功造林模式，并逐步在丹江口全
市推广。

据介绍，丹江口库周生态隔
离带造林任务 7144 公顷，约 10 余
万亩，涉及库周的 12个镇两个国
有林场。目前，造林任务已全面完
成，合格面积 7144 公顷亩，合格
率 100%。苗木成活率 95%以上，
林种、树种、小班都按照设计进行
施工，管护措施全面落实到位。

保障南水北调
水质安全
丹江口生态造林10万亩

青土湖湖面持续扩大
已形成 22平方公里

本报综合报道 作为长江上游重
要的生态屏障区，四川省日前宣布启
动新一轮退耕还林。任务下达时间
为 2014 年~2020 年，总量为 334.65 万
亩。根据要求，退耕还林的对象严格
限定坡度在 25 度以上非基本农田坡
耕地。与上一轮退耕还林不同的是，
群众可以自愿选择树种，愿意种什么
就种什么。

随着林权制度改革、农村改革深
化，四川新一轮退耕还林不再划分经
济林和生态林的比例，群众可以根据
自己的意愿选择树种，并支持在其自
愿的基础上采取家庭林场、专合组织
等形式对还林地统一管理、经营。

四川省退耕还林工程管理中心
主任张洪明说，四川省自 1999 年在

全国率先启动退耕还林试点以来，森
林覆盖率提高了近 4 个百分点。由
于启动时面临的生态形势、经济社会
背景等不同，在首轮退耕还林工程
中，国家政策对林种比例有明确规
定，要求生态林面积至少占 80％，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自愿选择
树种的权限。

四川省林业厅副厅长包建华说，
退耕还林直补政策给退耕农户带来
实 惠 ，累 计 兑 现 政 策 性 补 助 资 金
331.92 亿 元 ，户 均 5500 元 。 更 重 要
的是，工程区因地制宜培植了大量木
质林、竹林、特色经果林等基地资源，
并通过林下种养、产业配套等开发利
用，加快了林业产业集群发展和农民
增收致富。

四川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
农民可以自愿选择树种

本报讯《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
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日经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将于 2015 年 1 月
1日实施。

《条例》首先明确政府及其有关
主管部门的保护责任，规定实行湿地
分级分类保护和管理。按生态功能
和环境效益的重要性将湿地分为重
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且实行名录管
理，面积在 8 公顷以上的湿地，要列
入湿地名录。通过建立湿地自然保
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方
式对湿地进行保护。

《条例》还明确规定，有关主管部
门要定期对湿地资源开展调查建档、
监测评估、生态修复等活动，在湿地
开展活动不得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基
本功能。

《条例》制定了严厉而有操作性的
惩罚规定。在国家和自治区公布的
重要湿地和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
园等范围内，禁止擅自开垦、填埋占
用湿地或改变用途；禁止擅自挖塘、
采砂、取土、烧荒、采集泥炭；禁止擅
自采集野生植物、抓捕野生动物，禁
止捡拾、损坏鸟卵和鸟巢，违反者将
受到处罚。 昌苗苗

广西湿地保护条例明年实施
规定实行湿地分级分类保护和管理

本报记者闫艳连云港报道 江
苏省云港市启动了《江苏省海州湾海
洋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修复区规划

（2015~2020）》（以下简称《规划》）的
编制工作。

《规划》主要阐明从现在到 2020
年海州湾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生态
环境修复工程建设的目标、主要任
务、重点工程和保障措施等，为今后
连云港市乃至全省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提供行动纲领，同时为国内同类
海域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规划》根据修复目标及秦山岛、
海洋牧场核心区、前三岛等功能区域
的具体情况，将海域生物栖息环境营
造与改善、生物幼体人工补充与自然
增殖、生物行为控制与资源修复及利
用过程管理、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及利
用方式等多元要素进行有机组合，并
适当运用，以满足修复需求。

连云港编制海州湾规划
为国内同类海域生态修复提供参考

福建省长汀县
涵前村大力保护汀
江源头，河水清澈，
水质达到Ⅱ类。

陈伟摄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
程研究所日前在北京发布《中国第
二次冰川编目》。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的变暖
导致世界各地的冰川纷纷表现出退
缩状态，我国西部的冰川也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通过两次冰川编目对

比 ，发 现 自 上 世 纪 50 年 代 中 后 期 以
来，中国西部冰川总体呈现萎缩态势，
面积缩小了 18％左右，年均面积缩小
243.7 平方公里/年。图为西藏山南地
区浪卡子县和江孜县交界处的卡若拉
冰川。

本报记者邓佳摄

华夏绿讯
HUAXIALVXUN

再穷不能穷生态
◆本报记者陈伟

汀江是闽粤人民共同的母亲河，哺育着闽
西近 200 万儿女，也是下游韩江两岸 1400 万粤
东百姓的生命之源。

为 保 护 汀 江 源 生 态 环 境 ，福 建 省 长 汀
县 从 2000 年 ~2013 年投入保土治水，改善汀江
源生态资金达 27.96亿元。

长汀县庵杰乡书记张世雄说：“为把汀江源
一江清水送下游，我们关闭了所有的污染企
业。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动、环境
优美与群众致富共赢的发展路子，把生态之源
转化为生态资本、生态生产力。”

长汀县是福建省经济欠发达和省财政实行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补助的县，财力水平在全省
后位，县乡财政运行十分困难，县级在投入保土
治水的财力十分有限。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对长汀县的保土治水
工作也给予了支持。2012年和 2013年分别下拨
汀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启动资金和汀江流域水环境
补偿资金各5000万元。“今年又下拨汀江流域补偿
资金5000万元，专项用于长汀县开展汀江源（上游）
水污染防治工作。”长汀县环保局局长邱文发说。

2012年1月，环境保护部等7部门联合发出的
《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提到，“长汀及汀
江源头其他县每年可得 1.5 亿元生态补偿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 9000万元，广东省每年补偿 3000
万元，福建省本级财政安排3000万元”。

“但是，《建议》中提到的广东省每年补偿
3000 万元则难以实现。广东省认为上游几省
的水路都进广东，如果只补某一个地方（如长
汀），其他省市怎么办？如果都补，广东省又负
担不起。显然，跨省区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
存在着困境。若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会挫伤长
汀县开展汀江源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工作的积
极性”，长汀县副县长张国防说。

目前，长汀县目前尚有水土流失区域 45.12
万亩未开展治理。同时，在治理改善小流域生
态环境的任务也十分艰巨，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长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华建议，鉴于长
汀县的现状，请求国家和省继续支持长汀县汀江
源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在建立和完善汀江流域
上下游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前，对长汀县保土治水
在政策、资金扶持上给予继续倾斜和支持。同时
提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由现有的17元/亩提
高到50元/亩，以缓解生态保护与林农增收矛盾。

保护流域源头水质，不能把眼光仅盯在区
域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上。有专家学者认为，除
了这种财政性支持机制之外，还应积极探索其
市场化的补偿机制，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碳排放
权、水权交易等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
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其中，碳排放权、水
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和实施，有助于调动像长汀
县这样的局部地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
积极性，是把绿水青山变现成金山银山的可选
择路径。

记者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