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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涛利新疆报
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
地 区 首 部 以 摄 影 为 体 裁 的 鸟
类图鉴《阿勒泰野鸟》，日前正
式出版发行。

在《阿勒泰野鸟》科普图书
新闻发布会上，阿勒泰地委宣
传部向阿勒泰市中小学校、图
书馆以及有关单位赠送了这部
科普图书。

阿勒泰地区地表水资源丰
富，拥有广阔的丘陵平原、广布
的河谷林、荒漠灌木林和农田
防护林，这些都为种类繁多的
野 生 动 物 创 造 了 良 好 的 栖 息
地。这部由阿勒泰地区摄影家
协会名誉主席张国强历时十余
年艰苦拍摄汇集而成的大型科

普图书，收集了作者所拍摄的
阿勒泰地区野生鸟类共达 21
目 61 科 342 种 ，登 载 图 片 941
幅，是阿勒泰地区首部以摄影
图片为载体的鸟类图鉴，也是
这一地区迄今为止图片载量最
大的一部以科普为主要内容的
画册。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 所 研 究 员 、新 疆 动 物 学 会
理 事 长 马 鸣 和 新 疆 观 鸟 会 理
事 长 苟 军 对 这 部 科 普 图 书 给
予 了 高 度 评 价 。 专 家 认 为 ，

《阿 勒 泰 野 鸟》文 字 流 畅 、图
片 精 美 ，具 有 较 高 的 科 学 性
和 艺 术 性 ，对 了 解 阿 勒 泰 地
区 鸟 类 资 源 具 有 重 要 的 参 考
价值。

《阿勒泰野鸟》科普图书出版

“国风归来——周韶
华艺术作品展”近日在京
举行。展览展出了周韶华
近几年创作的 60 余件作
品 ，其 中 大 部 分 是 新 作 。

《国风归来》系列作品对我
国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改造
和重组，把民间艺术元素
与当代艺术结构造型连接

起来，使中国绘画形成一
种独特的结构和新的图像
符号。

展览不仅让观众了解
一位 86 岁老艺术家的文
化梦想与艺术之路，更有
助于唤起人们叩问传统文
化的自觉。

张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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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上的阿里地
区来说，札达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个与印
控克什米尔接壤的县城，海拔降到了 3700
米，温度明显比阿里高原高好几度。8 月时
节，人们从阿里高原来到这里，就得脱去身
上裹着的厚厚衣服。

在每年的夏秋季节，都会有许多人涌入
这座偏居一隅的小县城，探访隐藏在苍茫土
林深处的古格遗址，领略这个曾经存在了
700年之久古国独有的沧桑和美丽。

汽车颠簸起伏，穿行在一望无际的土林
中，仿佛黄色海洋中的一叶小舟。过了位于
象泉河畔的县城，继续向西行驶约 18 公里，
便来到了古格遗址。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很难从远处辨认
出古格遗址。这座位于象泉河南岸札布让
村 高 高 土 岗 上 的 城 堡 ，在 历 经 300 多 年 之
后，除去几座保存得还相对完整的佛教寺庙
外，只剩下了断壁残垣。远远望去，残破不
堪的房子和窑洞层层叠叠，使得遗址看上去
如同澳大利亚中部荒漠上高大的蚁堡。而
同样的土黄色，让整个城堡和周围连绵不断
的土林交融在一起，难以分辨。

在 札 达 ，放 眼 望 去 ，满 眼 是 赤 褐 色 的
山。黄沙漫漫，在炽热阳光的照耀下，绵延
不断、呈褶皱形的土林给人们留下了一种极
度干涸的印象。但由于象泉河的存在，为人
类在此地的生存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无
论是和吐蕃同期的象雄王国，还是后来的古
格王国，创建者之所以在此修建都城，无不
是考虑到了这一因素。

古格王国和极盛一时的吐蕃王朝有着
血脉上的联系。据记载，公元 842 年，吐蕃
末代赞普朗达玛被佛教僧人刺杀后，吐蕃陷
入了规模空前的混战中，随后爆发了平民起
义，最终导致了吐蕃的崩溃。其后百年间，
吐蕃王室后裔辗转来到偏远的阿里，分别建
立了 3个王国，古格王国就是其中一个。

经过数百年的苦心经营，以佛教为立国
之本的古格，很快发展成为当时西藏西部宗
教、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在其鼎盛时期，
古格王国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修筑和发展
了札布让王城，还在其周边建造了香孜、达
巴、皮央东嘎、多香等一系列卫星城堡，此外
还和周边的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区
发展了广泛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盛 极 而 衰 似 乎 是 历 代 王 朝 和 帝 国 难
以逃脱的规律。史料记载，1624 年，西方传
教士安德拉德从印度果阿来到古格传教，古
格王室接受了基督教，这一变化导致王室和
信奉佛教的臣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矛盾。
1630 年，临近的拉达克王国乘虚而入，最终
导致传位 24 代、历时 700 多年的古格王国彻

底覆灭，王国都城也沦为了废墟。
毕业于西藏大学的 80 后大学生巴桑次

仁是古格遗址的管理员。他说，现存的古格
王 国 都 城 遗 址 占 地 面 积 大 约 有 20 万 平 方
米，有宫殿、寺院，有碉堡、暗道和城墙等军
事设施，还有一般居民的住房和窑洞，它们
全都依山垒砌，层层而上直至山顶。

整座遗址最上面是宫殿，佛教寺庙修建
在中部，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山底的房屋和窑
洞里。而在拉达克王国的军队攻入之后，由
于信仰佛教的缘故，仅有红庙和白庙等几座
佛教寺庙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宫殿和民居全
部遭到了毁坏。

在古格王朝覆灭后的 200 多年间，古格
遗址逐渐被世人忘却。直到 1912 年，英国
人麦克活斯·扬对这里进行了考察。1961
年，古格遗址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 年，西藏自
治 区 文 管 会 组 织 考 察 队 对 这 里 进 行 了 真
正 的 科 学 考 察 ，掌 握 整 座 遗 址 的 详 细 情
况。随后，古格遗址重新吸引了世界关注

的目光。
彷佛有磁铁的吸引力一般，古格遗址每

年 都 吸 引 着 成 千 上 万 人 不 远 万 里 来 到 这
里。许多人来到这里之后，最想了解的一个
事实是，曾经那么多的古格人，最终都去了
哪里？还有没有后裔存在？有人推断，古格
王国最盛时拥有十万民众，仅古格都城内就
生活着一两万人，否则无法供养奢华的王宫
和众多的寺庙。即使拉达克人攻进来后，大
肆屠杀，也仅仅是把掌握权力、地位较高的
王族和官员杀掉，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杀掉。
而离遗址不远的藏尸洞里，尸体也极为有
限，离遗址最近的札布让村村民也不是古格
人后裔，那些古格人最终去了哪里？

对于古格王国拥有十万人众的说法，也
有不少人质疑。因为即使在今天来说，整个
札达县也不过才一万人口。即使荒漠化程
度和过去相比加重了，但几百年间，这种变
化程度不会太大。在遗址现存的一个寺庙
中，支撑寺庙的高大木柱都是一截一截拼接
起来的。墙上保留下的一幅幅壁画说明了
这些木柱的来源：由于本地难以生长高大的
树木，建庙的木柱都来自于印度。当时，古
格人把树木截断后，通过人力一点一点运进
来。说明这一区域自然条件恶劣、生存环境
差，向来是一个长期延续的事实。

古格到底有多少人口，他们最终去哪里
了 ？ 曾 经 繁 华 一 时 的 文 明 为 何 会 突 然 消
失，仅仅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吗？要解开这些
难解的谜，还需要对古格遗址及周边区域展
开考古和研究，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
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穿过城堡中间窄窄的地道，来到最高处
的宫殿区域，当时的古格国王曾高居于此。
时光流逝 300 余年，所有的建筑都失去了往
日的辉煌，宽阔的王宫议事大厅也只剩下了
空荡荡的四堵土墙。往下俯视，残破不全的
遗址在山脚下延伸。向远处眺望，是绵延不
绝如土墙般矗立的土林地貌，宛如黄色的海
洋。土林下，象泉河一如既往，缓慢地流向
印度。一切都变化了，又好像一切都没变
化。只有残破的遗址，让后来的人们凭风临
吊，空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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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花不断，八节佳果香”，千年
古驿龙泉以自己独特的天然资源孕育
着一方水土。作为成都重要的生态屏
障，龙泉驿是成都人春赏花、夏品果、
秋登山、冬观雪的“世外桃源”。

■发展独具特色的“桃花经济”

龙泉驿位于成都平原东缘、龙泉山
脉西侧，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东部主城区，
全区面积55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8万。

2002年以来，随着城乡统筹战略向
纵深的推进，龙泉驿区深度开发农村自
然资源，促进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围绕
水果产业，一幅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现代
经营为基础、现代农民为主体的都市生
态休闲农业画卷在龙泉驿徐徐展开。

龙泉驿将当地种植业粮经比调整
优化为 0.5：9.5，花果资源优势得到充
分发挥，以优质水蜜桃、枇杷、葡萄、梨
为主的伏季水果种植面积已达 28 万
亩，年产量达到 38 万吨，形成沿龙泉
山脉向南北延伸连绵 30 余公里的国
内罕见的 10 万亩水蜜桃种植带，以洪
安土门、大面蒲草等为中心的 7 万亩
早熟葡萄种植基地，以柏合马坝、洛带
宝胜为中心的 4 万余亩早熟梨种植基
地。如今，龙泉驿有 39 个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认证，17 个优势农产品
生产基地。现代农业的开发，不仅丰
富了农民的“钱袋子”，还装点了龙泉
驿秀丽的山水，使龙泉驿成了成都东
部的“后花园”。

龙泉驿先后荣获“中国特产之乡”、
“中国水蜜桃之乡”的称号。言及“中国
水蜜桃之乡”的美誉，就不得不提及龙泉
驿自1987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举行了
29届的桃花节，每年春暖花开之时，占
地 18 万亩、拥有 1700 余万株桃树的龙
泉驿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如今，“桃花节”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花
卉节庆活动，她已从最初原生态的观赏桃

花，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桃花经济”，深刻地影
响着龙泉驿的这方土地和这里的人。

■桃花为媒建起汽车生态工业城

桃花是龙泉驿区的一张“名片”，递出
去、引进来的是一个汽车产业集群。龙泉
在发展上有着更深的谋略：花为平台，打造
汽车现代工业基地。

早在第 14届（2000年）成都国际桃花
节期间，四川唯一的国家级经开区成都经
济开发区落定龙泉驿区。2004年，经开区
正式进军汽车产业，随着成都一汽迁入，汽
车从此成为龙泉的新名片。随后几年，一
汽丰田跟来了，吉利汽车火速入驻，沃尔沃
重磅落户，一汽专汽、一汽客车、瑞华特等
一批整车紧跟步伐，快投快建快产。目前
已聚集大众、丰田、沃尔沃、一汽、吉利、东
风神龙等 11家整车生产企业；日本神钢、
德国海瑞克等 9 家工程机械整机生产企
业；博世、江森、德尔福等 200余家汽车关
键零部件配套企业及哈曼、孔辉科技等 30
余家汽车高端研发企业。汽车产业在龙泉
快速崛起，带来了当地经济的快速提升，
2012年，龙泉汽车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千亿元大关，2013年纯汽车制造业迈过千
亿门槛，2014 年整车制造业跃上千亿台
阶，全区 GDP 总值达到 944.6 亿元，城乡
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9799
万元和 1.5649 万元。

快速发展的龙泉驿，并没有以牺牲环
境和资源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是
从一开始就把国际汽车城一定要建成一流
生态城作为了龙泉驿区的发展取向。经开
区统筹发展局副局长胡洪刚表示，经开区
从一开始就坚持以循环经济为经营理念，
以ISO14001标准为管理方法，在招商引资
中，始终坚持绿色招商，实行环境保护一票
否决制和项目筛选制，大力引进产品关联
度大、资源能耗低、环境污染小的项目，对
不符合产业政策、环保要求和园区发展方
向的项目坚决放弃，为开发区生态建设提
供了重要保证。

2012年，中德“开发区能效和产业共
生”项目放在了成都经开区。“项目经费不

多，主要用于聘请国外专家授课。”胡洪刚
称，比钱更重要的是引入德国经验。经开
区精选11家园区企业，成立了第一届能效
网络小组，能效小组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
提出了108条能效整改建议并做了投资回
报测算。据统计，11家成员单位共投入节
能改造资金860.9万元，实施了19个项目，
实现节约电 356万度、天然气 88.7万立方
米、氢气8万立方米、水4.8万吨。

在促进企业节约水、电、气等能源的
基础上，经开区又按照德国理念，通过推进
企业之间的合作，实现“产业共生”。“产业
共生”即让园区内的企业织起一张“废物”
交换网，如今固车轮生产过程产生的钢屑，
被另外一家企业收购作为熔炼的原材料；
九鼎科技与拓鑫玄武岩的含铬废水利用余
热处理项目，金固车轮、神户钣金与云内动
力的废钢材产业共生利用项目等。这些项
目为企业处理物资以及能源提供了新的途
径，使得园区的物质流、能量流得到了高效
循环利用。据悉，通过中德合作，龙泉驿每
年节约能耗3305万度电，直接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2.9万吨。

龙泉驿不断在汽车工业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上找平衡点。不仅与德国进
行合作，打造汽车循环经济产业链，龙泉驿
还正积极实施“中法成都生态园”项目，同
法国在节能环保、生态建设的基础上拓展
经贸投资合作。2014年，成都经开区经环
境保护部、商务部、科技部正式批准同意经
开区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让百姓享受“现代桃源”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坚定不移抓好以汽车
产业为龙头的经济跨越发展的同时，龙泉
驿区坚持不懈、科学规划、创新机制、加大
投入，建设田园生态城。

2008 年，龙泉驿启动生态区创建工
作，因地制宜编制了《成都市龙泉驿生态
区建设规划》，运用“反规划”理念，先行
划定生态保护区域，科学界定城市发展
边界和工业集中发展区边界，为生态保
护提供了刚性的制度约束。通过坐标定

位和竖立界标的方法，将生态红线边界
精确化，形成实体化的生态红线，确保生
态红线边界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此
外，龙泉驿以每年投入不低于地区生产
总值 3.5%的财力用于生态文明建设，并
将生态创建纳入年度民生工程进行目标
考核。6 年多来，龙泉驿区累计投入生
态建设资金 100 多亿元，城市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龙泉的天更蓝了：通过采取工业企
业污染治理、城市扬尘污染治理、机动车
排气污染治理、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秸秆
综合利用和禁烧、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
等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龙泉驿环境空
气质量不断改善。

龙泉的水更清了：全市建起五座大型
污水处理厂和 12个乡镇集中式污水处理
站及其配套管网建设，形成了日处理16万
吨污水的能力。加大对排污口的监测和监
管，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完成陡沟河、鸡头
河等 20 条黑臭河渠治理，通过对 13 大类
21个项目实施饮用水源水质自动监测，对
地表水 16个断面水质进行监测，目前，龙
泉驿主城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
90%、80%以上，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龙泉的山更绿了：通过实施“退果”
还林、“退耕”还林、“退人”还林，龙泉山
生态修复工程和龙泉山植被恢复等生态
建设工程，进一步夯实了龙泉山作为成
都绿色屏障的良好生态本底。2014 年，

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41.25%。依托龙泉
山生态绿海和生态带，龙泉驿构建网络
化生态格局，使市民从任何一个生活点
和工作点出发，走路 10 分钟，就能到达
一处公园绿地。

城乡环境更美更好了：有人说，城市
的菜市场是反映城市环境面貌的最直观的
地方。龙泉高标准地建设了 34 个菜市
场。此外，目前龙泉城市垃圾收运及清扫
保洁覆盖率达到 100％，无害化处理率也
达到100%；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置也
实现全覆盖。

这样的成绩得来不易，龙泉驿区环
保局局长练诗德深有感触地说道：“管理
和不管理的效果绝对不一样。”

■生态移民让脆弱山区休养生息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改善，生态文明建设与优化国土空
间的开发格局、推进绿色城镇化等多个方
面结合紧密。

龙泉驿区山区面积 236 平方公里，
42.45%的土地地质脆弱，山区地质灾害点
多达 411个，贫穷与灾难始终与山区百姓
相随。龙泉创新性地运用“农民下山，生态
上山”的生态移民方式，不仅有效地破解龙
泉山森林植被恢复土地资源不足和成本过
高的两大难题，还成为推进绿色城镇化的
先进典型。

与其年年抗灾救灾，不如移民下山进

城，主动避让。以万兴乡大兰村为例，全
村1646人，整理出宅基地362.1亩，项目
投资 4.1亿元，产生级差地租 10.8亿元，
实现了生态移民资产增值。

在帮助下山农民实现生产生活方
式的根本改变上，龙泉驿区定了个“三充
分”原则：充分就业、充分安居、充分保
障。为了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下山前，
政府就开始谋划，抓好村民就业培训。
下山后，政府帮助他们找好岗位，实现多
元化就业创业；同时，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下山后每个人有 10平方米商铺，并
实现股权量化到每个人头上，为村民支
付物管费、年终分红，并以此发展大的产
业，为村民提供安居就业的长期保障。

生态移民的创新，终止了重建与损
毁的循环怪圈，移民农民山区宅基地拆
除还耕，山坡地退果还林，山区生态也得
以休养生息。例如，万兴生态移民植被
恢复示范区内，4000多亩银杏、杨梅、天
竺桂、桂花和玉兰，把曾经缺水、干旱的
红土坡装扮得郁郁葱葱。

政府打造出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每个百姓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城乡面貌巨变带来的
惬意生活，让生态文明理念，正越来越深
刻地被龙泉驿人所理解并实践。百舸
争流千帆竞，桃花源里谱新篇。为了让
龙泉驿成为世界级汽车产业城和国际化生
活品质城，桃乡干群正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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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文娟罗旻
通讯员杨章莉 曾月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