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自然资源考古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始喙龟化石首次亮相

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的莫干
山，名扬天下，为我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
然而，在很多现代人眼中，吸引他们纷至沓
来的是这里的民宿。刚刚过去的国庆假
期，这里每晚 1000 多元的房间供不应求，
四五千元一晚的民宿也火爆异常。

为什么莫干山民宿能让无数人心向
往 之 ，拥 有 令 人 艳 羡 、高 居 不 下 的 人
气 ？ 记 者 近 日 实 地 走 访 了 当 地 若 干 民
宿，寻找答案。

民宿经济带动乡村旅游产业

后坞村位于莫干山南麓，是浙江省全
面小康示范村。村中潺潺小溪、古木参天
与鸡犬相闻。从山腰上往下看，整座村庄
就像一座小岛，在绿色竹海的波浪中起伏。

由于位置极佳，距离莫干山风景区不
过半小时左右车程，大大小小的民宿林立
栉比地建起来，几乎三步一小家，五步一大
宅。民宿重休闲，常见家家户户都带一个
小院，院中散落几张竹桌、几把藤椅，摆设
茶具，可品茗谈天，消磨时光。

到了预定的民宿，一栋 3 层小楼。老
板娘出来迎接，笑语盈盈。她告诉记者，后
坞村，真正是依山而兴。“我们这离景区近，
好多民宿看到了区位优势，纷纷投资在这
里修建民宿。”老板娘说。

老板娘是后坞村本地人，她的民宿兴
建在娘家的地皮上，象征性地付了租金，又
投入 200 万元完成了 3 层小楼的修建和装
修。3 层楼一共 18 间房，旺季一间不剩。
最贵的房间是亲子房，淡季住宿费 500 元
一天，旺季不定上浮。200 万元的投入短
短几年时间就收回了成本。

老板娘说：“我已经连续 3 年没有在自
家过年了，忙得不可开交。”言语中透露着
一丝自豪。

而就在这家民宿不远处，一家新的民
宿 正 在 修 建 中 ，叮 叮 当 当 的 凿 石 声 不 觉
入耳。

后坞村的兴盛是德清旅游兴旺的一个
缩影。据统计，2017 年德清县以民宿经济
为龙头的乡村旅游业接待游客 658.3 万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7.9%，实 现 直 接 营 业 收 入
22.7亿元，同比增幅达 36.7%。2018 年春节
期间，共计 17.83 万人次的国内外游客来到
莫干山旅游，其中民宿接待游客 5.46 万人
次，实现直接营业收入 6100 万元。

因为生意好，老板娘请了附近的村民、
一位 50 岁左右的王姓大姐来帮忙。王大
姐每天 7 点半上班、晚上 6 点下班，主要工

作是为住宿客人做饭和打扫房间。2006年
前，王大姐和其他人一样，选择到更远的城市
里去打工。“那会，村民靠山吃山，围绕毛竹、
茶叶与果园做点农事，挣钱很辛苦。”乡村
留不住人，再好的山水也体现不出价值。

2007 年后，随着莫干山民宿的兴起，
王大姐发现：除了自家的农事以外，还可以
到民宿打工。于是她就成了典型的“斜杠”
村民，拿两份收入，日子过得自在。

“你住的民宿，用的都是山泉水，就连
洗脸水都能直接饮用。我们农村人喝惯了
泉水，总觉得城里的自来水有股怪味。”王
大姐不好意思地说。

“水从哪里来？”记者问。
“有山、有林，就有水。”王大姐指着建

筑物后面满眼的青翠说，“这些竹林涵养水
源，厉害得很。要是砍断一棵竹子，里面能
盛着一管水。”

“微民宿”精品模式方兴未艾

不知不觉，汪骄阳来到莫干山已有半
年。她服务于国内一家知名的精品民宿品
牌企业，这家企业在南京、苏州、昆山、云南
都建有多家特色精品民宿。由于莫干山多
姿的风光，早在 5 年前，公司就买下了一块
地皮，投资过亿建造了精品民宿。

目前，这家公司正推出“微民宿”的新
概念。所谓“微民宿”，是民宿发展的一种
新形势。“很多来住宿的客人问，既然住一
晚要一两千，他们能不能长租下来，一次性
租几十年？既可以自住，也可以投资。公
司经过测算，认为可行，于是推出了这种个
人可投资一间民宿的项目。”

记者随她去看现房。只见规划有序的
独栋民宿与农田和竹林相得益彰，阳光透
过院内的香樟树，在青砖黛瓦上投下朵朵
光斑，路边有青苔，一个蚱蜢猛地跃起，又
消失在草林中。

窗前花木满，苑外小径芳。
汪骄阳介绍说：“我们的设计多为面积

40～70 平方米的小户型，每户都有院子或
露台。”推门而入，能看到不加修饰的混凝
土屋顶、自然的原木地板，并无繁杂的墙面
装饰，稍微比住家更高的层高。一切以尊
重自然、尊重当地文化出发。这里的每间
房，都围绕“去装饰化”和“在地文化”的理
念而设计。

民宿设计独具匠心。由于地处莫干山
余脉，民宿依山势走向呈坐西北朝东南的
方向，大面积的落地窗，便于最大可能地采
光。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繁星点缀，落地
窗总让人和自然贴得更近。

“我们最便宜的一间民宿 68 万元，最

贵的大约 100 多万元，租期为 40 年。”汪骄
阳说。另外，这里还能赠予业主 1～3 分田
地，种上喜欢的瓜果蔬菜，等待收获。也可
以委托公司统一管理田地，方式灵活。“微
民宿”的项目仅推出两天，就已售出了 4
套。做一个田园乡绅，换一种乡村生活，成
为城市人心中不再遥远的梦。

探索乡村振兴的范式

随着莫干山民宿的发展日益成熟，现
今 的 莫 干 山 民 宿 渐 渐 从“2.0 版 ”过 渡 到

“3.0 版”。2.0 版的民宿脱胎于原始的农家
乐形式，大约在 2013 年前后，设计师在农
家旧房改造的基础上，更注重人与自然的
和谐，设计风格也更具潮流。而现在，当民
宿竞争更加激烈时，团队操作、偏酒店化管
理的“3.0 版”发展模式将在服务质量、管理
上更胜一筹。

资料显示，莫干山民宿经济的快速崛
起，同步带动了当地金融、餐饮、建筑装修
和农产品等领域，拉动了县域经济转型，旅
游产业成为当地当之无愧的支柱型产业。

2012 年 ，莫 干 山 被《纽 约 时 报》评 为
“全球最值得去的 45 个地方”之一。如果
说青山绿水是它的外在，那么厚重的文化
底蕴又书写了它的内核精神。

鸦片战争后，因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美、英、德、法、俄等外国势力染指莫
干山，纷纷在山上建别墅、筑教堂。山中也
留下了 200 多幢风格迥异的别墅。其中，
有毛泽东下榻的皇后饭店、蒋介石携宋美
龄度蜜月的武陵村、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
国共和谈的白云山馆、资本家杜月笙和张
啸林的别墅……

有了历史的加持、名人的足迹，莫干山
多了一丝韵味，蕴含某种风情，乡村旅游应
运而生，随之又催生了民宿热潮。由于区
位优势，莫干山每天迎接着来自上海、杭
州、南京等地的客人，抚慰着城市人干涸的
心灵。而尤为幸运的是，莫干山保留完好
的原始乡野风貌，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的巨
大推动力，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而今，即便莫干山上一处荒废的农房，
30 年 100 万元的出租价格也能让买家踏破
铁鞋。有资料显示，由民宿带动的出租农
房和流转土地等方式，让沉睡的乡村资产
成为现实资本。莫干山一带仅 60 多家洋
家乐，就能带动周边农民房屋出租收入、流
转土地收入等超过 1.83亿元。

这就是乡村振兴的力量。莫干山，完
美地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
神指向。它不仅让乡愁变为现实，也为美
丽乡村建设找到了最佳范式。

近两年，笔者发 现 ，全 国 各 地 村 镇 ，不 论
现 实 条 件 具 不 具 备 ，自 然 环 境 允 不 允 许 ，都
开 始 想 尽 一 切 办 法 搞 全 域 旅 游 或 文 化 旅
游。而某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旅游项目
不 动 还 好 ，一 旦 开 动 ，当 地 自 然 环 境 多 多 少
少受到了不好的影响。

比如笔者关注的一个北方村镇，二三十年
前因无计划、无节制采煤开矿与毁林开荒，导
致地下水污染，植被大面积破坏。村镇外围的
几座砂岩小山光秃秃的，每年春冬两季，风一
吹，沙尘漫天乱走，村民甚至连干净水都吃不
上。但随着国家对乡镇小煤矿的治理以及当
地农民纷纷进城打工，秃山竟然发生了神奇的
变化，生机重焕——树木以意想不到的速度长
起来了，大片的灌木林重新密密麻麻覆盖了山
峦，各种花草遮挡了上山的小径，飞鸟也纷纷
回来重新筑巢。每天晨昏时分，山间花草丰
茂、空气鲜润，听着鸟鸣声来到这里的人不禁

会有出尘之想。
这于当地而言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

在“全域旅游”的热潮下，这个村盘点了一下自
己可怜的旅游资源，最终计划以这几座植被恢
复 中 的 小 山 为 依 托 ，建 设 一 个“ 森 林 度 假 公
园”。又在紧随而来的“文化旅游”浪潮中，在

“森林度假公园”的原有规划中，加了几座仿古
建筑。工程投入实施后，先是劈山修路，几十
米高的小山，双向车道盘绕着从山下修到了山
顶。而修路就得砍树，一些近几年生长起来的
小树与灌木林便被毁掉了。以自然之力恢复
起来的植被，就这样在刀斧之下再次出现长条
状的空缺。

这样的“森林度假公园”，因其重复性、同
质性，尤其是生态环境本身严重的脆弱性，非
但不能为当地创造多少经济价值，反倒会因环
境的倒退以及后期维护成本给当地造成经济
负担。而让人揪心的是，这种环境的“建设性

破坏”与隐形的经济负担在当地人看来，反倒
是一种牺牲式的荣耀与悲壮了。

“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这句话孤立
看来没有问题，但一旦放到环境保护的大背景
中，这句话或许该改成——“文化是灵魂，而环
境才是载体。”没有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别说
文化传承子虚乌有，即使连旅游也是沙上建屋
空欢喜。

笔者认为，在当前，文旅发展与环保一定
要相辅相成，或者更直接地说，文旅发展中，环
境保护要优先考虑。各地要因地制宜，在保护
现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搞文旅，而不能文化旅
游进一步，自然环境就退一步。此外，文旅建
设一定要让真正广见博识的学者和专业文化
创意设计团队参与进来，最好在各地生态环境
部门的监督指导下进行，绝不能脑门一热任性
为之。只有这样，文化旅游才能不失本味，青
山绿水才能带来金山银山。

本报讯 距今约 2.28 亿年的中
国始喙龟化石近日在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举行的中国始喙龟化石特展暨
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亮相。

这 个 稀 奇 的 考 古 资 源 一 经 出
现，就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与点赞，并成为科普教育、科学研
究、旅游参观的新标本与新亮点。

中国始喙龟 2015 年发现于贵
州关岭，经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英国苏格兰国
家博物馆、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
馆和加拿大自然博物馆的四国专家
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研究并命名。

它是最早的有喙龟类，其骨架
化石保存于距今约 2.28 亿年的三叠
纪晚期海相地层中，比半甲齿龟更
为古老。这种体长超过 2 米的大型
早期龟类，躯干较短，具有加宽的肋
骨，集多种原始特征、进步特征和过

渡特征于一身，显示了龟类演化初
期的高度复杂性。

专家表示，龟类是四足动物中
最为奇特的一支，身体结构与其他
类群截然不同——躯干被封闭的甲
壳（背甲和腹甲）所包裹，其内部骨
骼，如脊椎、肋骨、肩带、腰带等不仅
与甲壳相愈合，自身也有一系列特
化。此外，龟类没有牙齿，而是像鸟
类一样代之以角质喙。

而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大约
是在 2 亿年前“突然出现”的。长期
以来，古生物学界无法在化石上观
察到这些奇妙特征的演化轨迹，尤
其缺乏甲壳形成和牙齿消失的化石
证据。中国始喙龟的发现，起到了
龟类早期演化中承上启下的系统位
置，弥补了类群系统发育中的重要
空白，为龟类起源和早期演化研究
提供了依据。 陈祖洪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 为加
强京淅两地沟通交流，进一步推动
绿色食品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加快
脱贫攻坚步伐，湖北省淅川县近日
在京举办生态农产品推介暨新闻发
布会，与包括京东在内的数十家供
应商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
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国家生态
安全战略要地，同时也是国家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保水质、促民
富，做大做强生态产业，成为淅川经
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利用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
然生态环境，立足南水北调水源地
实际，淅川县坚持区域化布局、产业
化经营，集中短线发展食用菌、蔬
菜、光伏产业等短平快项目，中线发
展软籽石榴、薄壳核桃等经济林果，

长线发展生态旅游，将大大小小生
态产业串成一串，形成生态惠民的
强大优势。

同时，大 力 发 展 绿 色 、有 机 、
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全力推进
农 业 标 准 化 生 产 ，强 化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监 管 ，加 快 绿 色 有 机 农 产
品基地创建。

好山好水赋予了淅川农产品出
众的优良品质。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淅川绿色有机食品伴随纯净的丹
江水进入北京，渠首“生态农产品”
名号逐渐打响，也让淅川县农民探
索出了一条生态富裕之路。

淅 川 县 县 长 杨 红 忠 表 示 ，仅
2017 年，淅川县已有 78 种农产品在
北京市 21 家连锁超市、600 家直销
店销售，销售量达 9000 多吨，销售
金额 2.5亿元。

丹江水清鱼蟹乐 丰收节里话丰收

渠首生态农产品走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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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春燕

文旅建设应生态优先
◆荷戟郎

吐鲁番着力推进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

建田园城市 做生态文章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
市高昌区艾丁湖，是中国陆地的最
低点。7 月的艾丁湖水光潋滟，芦
苇青翠。不远处，黑鹳、天鹅、野鸭
等在水面嬉戏。三五成群的游客拿
起自拍杆，在湖边留下美好的瞬间。

近年来，吐鲁番市坚持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社会
稳、人民富、城乡美、生态好的田园
城市，书写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
文章”。

攻坚克难让蓝天绿地永驻

由于源头补水河流用水量大、
流域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大等原
因，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艾丁湖及
周边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湖水消失、
湖盆暴露、盐碱化和风化严重，湖区
面积一度缩小，几近干涸。

近年来，吐鲁番市打响艾丁湖
生态环境保卫战——从白杨河季节
性调水、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修
建山区控制性水利工程、实施“退地
减水”政策、减少地下水开采量……
随着艾丁湖注水量的增多，芦苇、梭
梭、骆驼刺等植被逐渐茂盛起来。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整个人精
气神十足。”高昌区恰特喀勒乡其盖
布拉克村村民买明·吐尔逊对艾丁
湖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感到很
满意。

天更蓝了。吐鲁番市大力调整
能源结构，深入开展电气化吐鲁番、
燃煤锅炉和餐饮油烟治理、低空面
源污染防治、机动车尾气治理等大
气污染综合整治，全面提升了城市
空气质量。

水更清了。吐鲁番市大河沿水
库、农村饮水安全等 18 个水利项目
顺利实施，河长制工作有序开展；全
面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实施农业灌溉用水定额管理；出台

《吐鲁番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2017 年，关闭机电井 180 眼，安装机
电井计量水表 910台。

地更绿了。吐鲁番市加快新型
城镇化建设，推进城区绿化、街景亮
化工程；积极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 工 作 ，建 立 农 药 减 量 示 范 点 10
个 ，建 立 农 作 物 绿 色 防 控 示 范 区
8900 亩，新建两家废旧地膜、棚膜
回收厂。2017 年，吐鲁番市成功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

强化职责构建环保大格局

作为一个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地
区，吐鲁番市围绕生态建设和绿色
发展，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工作方
案和相关考核办法。

2017 年 5 月出台《吐鲁番市各
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职责》，同年 6 月《吐鲁番
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实施细则（试行）》出台，进一步
强化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职责。

此外，开展宣传教育、倡导绿色
出行，越来越多的吐鲁番人用行动
践行绿色生活理念。“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环保统一监督、各部门依法
履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环保工作
大格局已在吐鲁番市基本建立。

“坚持联动共赢是生态环保的
基本路径。”吐鲁番市环保局局长赵
新亭说。

此外，吐鲁番市还不断织密环
境监管网，提高产业准入门槛、优化
产业布局，从提升环境监管精细化
水平入手，将生态环保问题与干部
考核选用挂钩，实行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终身追究制和环境保护“一票
否决”，让破坏生态环境的“任性”行
为付出代价。

据了解，2017 年，吐鲁番市查
处破坏生态环境案件 11 起，执纪问
责 37 人，依法查处违法企业 92 家，
用实际行动书写着让群众满意的生
态答卷。

◆侯卫婷 肖建珍

地方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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