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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莹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真的是一对
矛盾体？事实上，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
选择题。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以下
简称“楚雄州”）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
开发旅游资源、发展农林经济、普及民
族文化，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

旅游开发借助地缘优势

紫溪山森林公园是国家 4A 级森林
公园，是云南省最大的天然公园，享有

“滇中绿宝石”、“动植物基因库”、“林海
花山”美誉。景区内峰峦起伏、森林茂
密、古木苍天，拥有万年古藤、千年银杏
和 650 余年历史的大茶花树，以及 1500
多种植物、136 多种鸟类、60 多种动物。
其中不乏三尖杉、香水月季等珍稀植
物，以及绿孔雀、棕颈犀鸟、白鹇等珍禽
动物。

为了充分利用自然胜景发展当地
经济，2012 年 3 月，楚雄市紫溪镇启动
实施了紫溪彝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增加了村间道路、
供水管网、污水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
山乡旧貌换新颜。2014 年，紫溪彝村共
接待游客 35.5 万人（次），实现农村经济
总收入 670 万元，人均总收入 18356 元，
人均增收近 2000 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

如果紫溪山的成功是借助自然的
馈赠，那么彝人古镇的发展，则更多是
独辟蹊径的结果。

彝人古镇的开发与建设始于 2004
年。古镇的开发者们将目光放在楚雄
之外。他们认为，“昆明-大理-丽江”
是云南一条重要的旅游线路，昆明到大
理的距离约 360 公里，路途遥远且缺乏
景点，如果在其必经之地楚雄，打造一
个新的旅游景点和集散地，必将产生意
想不到的效果。

为了更具吸引力，古镇又挖掘整理
了原生态的民族歌舞，把彝族歌文化、
舞文化、火文化、虎文化展示出来，让游
客尽情感受彝族文化、体验彝族风情。
如今，彝人古镇已经成为楚雄旅游的重
要品牌。古镇的游客量 2014 年已突破
716 万人（次）。彝人古镇已成为楚雄州
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云
南省获得此项殊荣的两个国家级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之一。

这 些 都 是 楚 雄 州 旅 游 发 展 的 缩
影。近年来，楚雄市大力实施“43410”
旅游工程，努力打造云南省新兴旅游目
的 地 和 民 族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基 地 。

“43410”旅游工程包括：建设紫溪山生
态旅游区、民族文化旅游区、情人谷文
化旅游区、生态科考旅游区四大旅游片
区；着力改造提升彝人古镇、紫溪山、中
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三大景区，进
一步增强现有景区的旅游服务功能；着
力推进“彝海公园”、“茶花谷”、“高原体
育训练基地”等 4个重点旅游项目，增强
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着力打造以“泽龙
生态旅游农庄”、“紫溪农庄”、“摩尔农
庄”、“中耕农业生态农庄”等为重点的
10 个生态旅游农庄，推进生态旅游建设
步伐。

虽然，在旅游资源丰富的云南，楚
雄的旅游资源并不丰富，但通过充分利

用地缘优势、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楚雄
走 出 了 自 己 的 特 色 旅 游 之 路 。 2014
年楚雄州实现接待海外游客 36117 人

（次），同 比 增 长 11.24% ；接 待 国 内 游
客 1851 万 人（次），同 比 增 长 11.56% ；
旅 游 总 收 入 83.5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32%。

农林经济发掘天赐之宝

清晨，南华县沙桥镇的黑永吉打开
门，空气中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一
阵欣喜，他知道，夜里的这场痛快淋漓
的雨，已经浸透了土地，喝饱水的各种
野生菌会如破竹般拔地而起。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野生菌
丰富的营养价值和鲜嫩清香的口感。
松茸、块菌等野生菌实现了从少有人问
津的“山茅野菜”到供不应求“舌尖上的
山珍”的华丽转身。几年前，黑永吉也
和同村村民一样，做起了野生菌生意。
靠卖野生菌，黑永吉盖起了新房。

已经享有“野生菌王国”、“中国野
生菌之乡”、“中国野生菌美食县”3 项美

誉的南华县，2014 年 1 月~10 月初，野生
菌 集 散 交 易 量 达 6112 吨 ，交 易 额 达
3.869 亿元，出口创汇 400 多万美元，创
历史最好水平。

把野生菌做大做强，做出品牌，做
成产业并非易事。为了增强南华野生
菌知名度，2003 年南华县将野生菌文化
节并与火把节、岔河民族风情旅游结合
起来，成功举办了首届野生菌美食文化
节。此后，一年一度的野生菌美食文化
节成了南华县的“传统节日”，内容逐年
丰富，广泛开展野生菌贸易、招商引资、
生态美食、旅游和野生菌产业论坛、菌
王选拔赛等全民参与的活动。2014 年
以“美丽南华、野菌飘香”为主题的第十
一届美食文化节期间，南华县与国内外
客商签下了 39 个项目的招商引资合作
协议，协议总投资近 50 亿元，实现了文
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标。

黑永吉告诉记者，去年还有两件大
事：第一件是“中国·南华野生菌信息
港”上线运行；另一件是省政府出台《关
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南华野
生菌”与“昭通天麻”、“文山三七”一起

被列为云南省林下经济的战略品牌。
未来，菌子生意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除了在经营、销售、推广上下功夫，
南华县也在保障菌子质量上加大了投
入。野生菌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
刻，没有充足的雨水、阳光和新鲜的空
气菌子很难生长。菌子是靠菌丝繁殖，
要把菌根留一部分在土里，来年那地方
才会再出菌子，绝不能掠夺式开发。

保护环境，守护青山绿水，已经成
为楚雄人的共识。对生长松茸的地方，
封山育林，禁牧禁伐；有的村庄成立了
松茸保护协会，到了雨季生长松茸的时
候，派专人在林中巡逻守护。政府还派
林科人员向农民们传授松茸保育及规
范采收技术。对于已经开败的松茸，不
再像以前那样一采了之，而是让其留下
来，将菌伞中已经发育成熟的松茸孢子
作为种子在林内播撒，使其与林中的树
根结合形成新的菌根，产生新的菌塘。

如今，楚雄州的菌子、核桃、药材已
经成为重要的农民增收、经济增长的重
要支柱。

学校企业共育文化之根

在教师李金梅看来，培养孩子们热
爱家乡，热爱自然，是一门重要课程。
他们将这项教育融入对孩子们的民族
文化教育中。

作为彝族人，必须了解彝族文化，
对于 70%家长在 外 打 工 的 留 守 儿 童 来
说，学校无疑是补充民族文化知识的
最好场所。翠绿的松针铺在地上，柔
软并散发出阵阵清香，是彝族人很隆
重的礼节。每到彝族重大节日，李金
梅 就 会 带 领 孩 子 们 去 附 近 山 上采松
针。松针的采摘正是彝族人与自然关
系的体现。

李金梅告诉孩子们，彝族是以林为
生的民族，火把和老虎是他们的图腾，
这种图腾，正是源于他们对自然的尊重
和崇拜。敬畏自然应该成为每个彝族
人心里的一份坚守。

在楚雄州，乡情教育更有企业的热
心参与。

翠绿的松针铺满地面，鲜艳的红领
巾飘在胸前。6 月 12 日清晨，楚雄州牟
定县柳丰完全小学的师生们穿上节日
的盛装，集合在操场上。拜耳滇虹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30 万元为他们
建设的新宿舍楼的竣工仪式开始，随后
他们就住进崭新的宿舍。

除了物质上的帮助，来自拜耳集团
的志愿者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将拜
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传递给孩子，让他
们在精神上也有所收获。志愿者们和
同学们一起，在操场墙壁上的宣传栏绘
制 了 精 美 的 黑 板 报 。 鲜 艳 的 彩 绘 点
亮了学校的一角。此外，志愿者们还
为 孩 子 们 悉 心 挑 选 了 百 余 本 图 书 。
除 了 硬 件 设 置 ，拜 耳 滇 虹 药 业 还 宣
布，在改善柳丰完全小学硬件设施的
基础上，要再投资 32 万元，提高学校的
软件条件。

在拜耳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朱丽仙
看来，拜耳滇虹药业立足云南，也要回
馈云南，通过环保、教育、卫生等方面
加大投入和支持，改善云南尤其是贫
困 地 区 落 后 面 貌 ，让 云 南 实现可持续
发展。

云南楚雄欠发达地区立足当地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

领悟自然馈赠 挖掘文化内涵
去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83.52亿元，同比增长 26.32%

在采访之前，笔者对楚雄是抱
有怀疑态度的。因为在很多人眼
中，楚雄并不是最优秀、最有特色
的。谈旅游，楚雄敌不过丽江，谈
医药，楚雄赢不了昆明。但经过几
天采访，笔者深刻了解了楚雄的价
值。楚雄的经验可以给很多自身条
件不利的地方以绿色发展的启示。

受到上苍眷顾、拥有得天独厚
自然条件的地方是少数；饱经战乱
风霜，能够保存完整历史遗迹的地
方更是凤毛麟角。没有特殊的生
态环境条件和历史文化特色，就必

须走高消耗、高排放、高投入的工
业化发展之路？也许并不尽然。

楚雄的案例告诉我们，即使没
有先天的历史遗迹，充分利用区位
优势、挖掘文化特色，也可以在特
色旅游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同样，
即使没有便利的交通，只要找到适
合自己的农林产品，同样可以富民
增收。

楚雄的 GDP、财政收入，在云
南并非突出。但在笔者看来，楚雄
的发展是“慢牛”，稳健、持续、不争
朝夕，后劲十足。

◆李本明

河北省滦平县在加快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严格按照京津生态功能区、重
要水源地的 功 能 定 位 ，始 终 把 生 态 作
为发展红线。近年来，滦平县积极探
索 水 生 态 综 合 治 理模式，在管理机制
上大力推行“河长制”，构筑起京津水生
态保护网。

全县推行“一河一长”

2014 年，滦平县印发《滦平县“河长
制”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县范围推行

“河长制”管理模式，实行分区、分级、分
类管理。

分区，建立县长负责全县域、各相
关乡（镇）乡镇长负责本辖区水环境管
理分区负责制；分级，建立县长为县域
河流一级河长，各相关乡（镇）乡镇长任
辖区内河流二级河长的分级管理体系，
落实“一河一长”，做到责任主体、整治
任务、管理措施三到位；分类，明确各级
河长管辖边界和目标，由各河长根据所
负责河道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综合整
治，全面落实长效管理措施，并对河道
的水质、水生态、水环境全面负责。境
内潮河、滦河主要河流和伊逊河、牤牛
河等支流水质，按照国家规定要达到Ⅲ
类水质标准，潮河流入北京时滦平与北
京跨界断面水质要达到Ⅱ级标准。

同时，划分单元，为“河长制”搭建

管理平台。实行三级网格化管理。以
乡镇行政区为基本单位，依据行政区界
及排污去向，在全县 20 个乡镇设立 20
个环保所，将其确定 20 个控制单元，全
县 200 个行政村，村村设立信息员。坚
持分类管理。全县虽未在 流 域 、区 域
边界设置河长界碑，但河长可以明确
辖区内河流、村庄、企业、环境状况等
所 属 单 元 ，哪 一 个 单 元 出 现 问 题 ，会
迅速传递给上一级河长及相关部门，在
第一时间做出跨部门协同作战的联动
管理。

推进城镇水环境建设

面对牤牛河环绕县城污水横流的
环境状况，滦平县下大力实施环境生态
化、植绿立体化、风貌特色化、管理精细
化的“四化”型城镇水环境建设，坚持水
景观布局与水环境长效管理机制两手
抓，先后累计投资 60 多亿元，实施 65 项
重点净化城市大环境的市政工程，放大

“水”的魅力。
在复式河床上建设了集生态文化

带、自然公园文化带、健身休闲文化带
于一体的 23 万平方米植绿景观长廊。
为提高景观观赏度，建设 7 道橡胶坝及
滨河公园，新建、改造了彩虹桥、北山新
区大桥等 6 座跨河大桥，形成绿色生态
景观与水体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一幅

“山因水而奇，水因山而秀，城因水而
美，水因城而活”的唯美画卷。

强化水污染治理和修复

坚持与重点污染减排行动计划对
接，全县所有重点工业企业均建设了污
水处理设施，重点企业强化安装在线监
测 设 施 ，通 过 对 辖 区 工 业 污 染 源 的实
时监测，实现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90%
以上。

为从根本上实现节水、控水、治水，
滦平县实施京滦共建节水工程，与北京
在潮河流域共同开展“稻改旱”项目 3.5

万亩，使潮河流域水田面积压减为零，
平均每亩节水 600m3，农民因压缩稻田
每年减少收入 1.75 亿元，但每年节水突
破了 0.23 亿立方米。发挥部门联控作
用，构建水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园
区企业源头管控，积极 推 进 企 业 环 保
机 构 和 制 度 的 建 设 。 目 前 涉 水 排 放
的 国 控 重 点 企 业 ，均 已 建 立企业环保
机构和环保制度，严格限制高耗水企业
项目上马。

此外，滦平县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落实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
矿山地质环境评估制度，扩大全县工矿
废弃地复垦利用规模。结合京津风沙
源治理、京冀水源保护林、退耕还林等
重点生态建设，实施荒山植 绿 、公 路 增
绿 、村 庄 补 绿 等 绿 化 工 程 ，累 计 完 成
造 林 绿 化 面 积 113.4 万 亩 ，退 耕 还 林
工 程 完 成 16.5 万 亩 ，京 冀 水 源 合 作 造
林 项 目 9.7 万 亩 ，经 济 林 建 设 补 助 面
积 1.7 万 亩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58.5%。

综合治理水生态 实行分区分级分类管理

滦平构筑京津水生态保护网

华夏绿讯
HUAXIALVXUN

本报讯 北京市门头沟区近日启
动灵山生态修复规划，首批两万多平
方米草甸已围栏封育，禁止游人、马
匹进入，拟在今年年底修复完成。整
个灵山景区计划用 3 年时间逐步恢
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

现在的灵山，草丛稀疏、低矮，有
的地方草地大片斑秃，土层下面的石
块也裸露出来。伴随着草甸严重退
化，灵山植物原始种群大量减少，野
生黄芩、大叶龙胆、唐松草等珍贵物
种濒临绝迹，金莲花、蓝盆花等艳丽
花朵现在也是难得一见。

负责灵山修复工作的门头沟区
科委在站博士后柴迪迪介绍说，主要
有三大原因：一是水土流失。游人、
马匹都愿意踏着草走，踩踏出的小径
经雨水冲刷和侵蚀形成一道道侵蚀
沟，而沟壑处土壤贫瘠，往往寸草不
生，岩石裸露；二是牛羊放养。周边
村民随意放牧 ，留 下 的 牛 粪 羊 粪 肥
力 大 ，对 草 甸 有 伤 害 ；三 是 游 客 骑
马 。 骑 马 是 不 少 游 客上灵山的旅
游项目，这种情况对草甸的毁害最严
重。马蹄踏过的地方，草皮往往被连
根带起。

去年，门头沟区成立了灵山生态
环境保护课题组，制定了亚高山草甸
综合治理方案，开始进行草甸修复示
范区的选址和前期准备。

今年门头沟区首先将损坏情况
最严重的两万平方米草甸划定为修
复示范区，分别选址在海拔 2200 米
和 2000 米处，进行围栏封育，禁止游
人和马匹进入、践踏。而修复草甸的
工作可以说是“纯手工”，首先要从山
外运来新土填平侵蚀沟，再补种草
地，草种选择亚高山草甸特有的苔
草、珠芽蓼、委陵菜等品种。运输还
不能用车，否则会把草压坏。为了避
免雨水对草地的冲刷，补种时需要铺
设植生袋、植被毯，就是将草种播种
在袋子里或毯子上，防止流失。为防
止施工过程中对草地的伤害，运输全
部采用人挑肩扛马驮，将施工用具搬
上山。

目前，一条从洪水口村巨灵峡为
起点，长约 3 公里的木栈道正在铺设
中。门头沟清水镇副镇长谢晓东介
绍说，这条木栈道架设在草甸之上，
不会破坏植被。将来，灵山还将选择
不同角度修建多条登山栈道，让游客
从多角度领略灵山之美。此外，灵山
还可能修建专门的马道，马道外区域
禁止马匹进入。同时实施禁牧政策，
实行马匹圈养，限制自由放牧。

灵山南侧坐 落 在 清 水 镇 ，北 侧
则 地 处 河 北 省 涿 鹿 县 矾 山 镇 ，将
来 ，这一景区将融入京津冀旅游经
济圈。 夏莉

北京灵山景区封育草甸
计划三年恢复“风吹草低见牛羊”美景

本报记者孙秀英三亚报道 海南
省三亚市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正如火
如荼地持续推进。记者从三亚市林
业部门获悉，近期将对绕城高速公路
沿线两侧可视范围内的 6 个受损山
体继续进行生态植被修复，用 3 年时
间完成高速公路、铁路沿线山体生态
修复，需要生态修复和实施治理的废
弃矿山达 43个。

据介绍，三亚抱坡岭废弃矿山被
列为此次生态修复的重点。抱坡岭
作为三亚市重要的城市背景山体，由
于历史原因在前期开采石料过程中，
未能做到科学开采利用，抱坡岭矿山
形成三亚市最大的废弃矿坑，受损面
积达 6.3万多平方米，高度 100多米。

为把抱坡岭山体恢复工程打造
成为“双修”工作的典范工程，三亚市

林业局邀请中国城市景观规划院和
北京土人规划设计院专家现场指导，
通过山体修复打造抱坡岭矿山森林
公园，将这废弃矿山建设成为三亚新
的旅游景区。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生态保
护科有关负责人认为，实施山体绿化
后，将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植被、固
定土壤、保持土壤肥力，植被层的截
流可大大减弱雨水对地表的冲击力，
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

记者从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了解到，目前全市有 50 个废弃矿山

（含建筑用粘土矿石料矿）。其中，43
个废弃矿山需要实施治理工程。通
过矿山复绿，可有效防范矿山滑坡、
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是实现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双赢的有效途径。

三亚修复43座废弃矿山
矿山复绿可有效防范地质灾害

本报记者郭婧丰宁报道 丰田汽
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日前在河北
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举办植树造林活
动，以纪念“21 世纪中国首都圈环境
保护示范基地”项目开展 15周年。

河北省丰宁县距离北京 180 公
里，是沙漠化侵袭首都圈的重要通
道。这里原本是一个灌木覆盖、水分
充足的地区，但由于变林为耕、过度
放牧等原因，渐渐出现沙漠化。

早在 2000 年，丰田就在当地开
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不仅投
入大量资金，还派农学专家前往当地
进行生态环境的调研和指导，通过栽
培草药、果树等，改善农业生产结构，给
项目区带来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丰田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旱地
种植的树木最初很难存活，后来通过
改善种植方法成功提高了成活率。

针对居民过度放牧的问题，提出了圈
养奶牛代替放养山羊的方案，并鼓励
居民积极种植山杏等经济作物，使其
从植树造林项目中获得收益。此外，
丰田还建立了人才培养基地，致力于
培养植树造林的专业人才。为了将
植树经验和项目成果在当地巩固和
在其他地区推广，还在当地设立了环
境绿化交流中心。

丰田相关负责人表示，15 年来，
植树造林项目已经使丰宁地区的生
态得到了恢复，并使当地居民深刻意
识到必须保护这些绿化成果，今后将
把这一项目推广到其他沙漠化日益
严重的地区。

截至目前，丰田累计直接投入资
金 已 超 过 4000 万 元 ，植 树 500 多 万
棵 ，实 现 高 达 90%以 上 的 树 木 成 活
率。同时，绿化总面积超过 5 万亩，
取得了显著的绿化效果。

丰田纪念在华植树造林15周年

项目区生态得到恢复

■采访手记

江苏省东海县桃林镇中心幼儿园教师用五谷杂粮拼出中国地图，向孩子
们讲述珍惜土地资源和节约集约用地的意义，倡导保护土地、珍爱家园。

刘泊 马妮供图

慢走也是前进

云南省楚雄紫溪山景区内森林覆盖率达 96%。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