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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践行““两山两山””理念理念
◎陈 科 实习记者 刘 侠

冬日的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

望仙村望仙谷隐于灵山山脉之中，峡谷

清幽，景色宜人。薄雾浓云笼罩望仙谷，

仿佛人间仙境。谁会想到，如今已是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望仙谷，十几年前，

还因石材加工带来的环境污染让人望而

却步。

近 日 ，《国 土 空 间 生 态 修 复 典 型 案

例集》在首届自然资源与生态文明论坛

上 发 布 。“ 江 西 省 上 饶 市 广 信 区 望 仙 谷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成功入选案例

集。

为裸露山体“披上绿衣”

江西灵山有着世界罕见的环状花岗岩

峰林地貌。望仙乡位于灵山北部，由于花

岗岩储量丰富，被誉为“石材之乡”。1998

年起，当地逐步开采、加工石材，顶峰时期

拥有 120 余处开采点和 270 条花岗岩生产

线，近万人以此谋生。望仙乡也逐步成为

江西著名的花岗岩板材生产基地。

由于彼时技术和工艺落后，加上部分

石材加工企业随意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

随意倾倒废弃石粉，望仙乡生态环境退化

明显。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犹如一块块醒目

的“伤疤”，烙印在望仙乡葱郁的山林里。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越来越多以

矿为生的村民外出务工或陆续迁出，望仙村

等村落成了“空心村”。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当地决定引入社会资本，对望仙谷 9150 亩

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将碎片化的自然资源进

行整合优化，依托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大

力发展“生态修复+文旅”新业态。

针对望仙乡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江

西省上饶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近年来，

当地通过土方回填、拦堤筑坝、涵养水源、

栽植树木等方式，分类开展受损山体综合

治理。为消除高陡山体存在隐患的危岩，

当地采取“工程治理+自然复绿”等措施，

利用高陡山体的自然条件，采取不破坏山

体的方式，成功修建民宿、高空栈道等人造

景观，达到美化裸露山体的效果。对于不

适合修建人造景观的山体，当地采取自然

修复为主、人工措施辅助的方式，营造具有

生态野趣的自然景观。通过全面推进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森林质量提升、湿地生态系

统提升等重点工程，望仙谷裸露的山体重

新“披上绿衣”。

通过十余年的生态保护修复，望仙谷

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生态环境得到

了有效改善。望仙谷的森林覆盖率由 73%

增长至 81%，水质由原来的“牛奶河”变成

为Ⅱ类水质，负氧离子达到每立方厘米

16999个，为当地筑牢了绿色屏障。

“生态修复+文旅”促进乡村振兴

近年来，望仙谷在深化废弃矿山治理

的基础上，依托社会资本，将生态美景与新

兴产业有机叠加，从废弃矿山变为溪水欢

腾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走出了一条“绿

了青山、红了产业、美了山村”的生态价值

转换之路。

“我们引入社会资本 26亿元，对望仙谷

进行生态重塑，并依托望仙谷独特的自然地

理条件，大力发展‘生态修复+文旅’新业

态。”望仙谷景区负责人说，目前望仙谷形成

了富有特色的乡土民宿和旅游产业，成功带

动村民返乡就业，促进了乡村振兴。

据了解，望仙谷景区以生态修复为基

础，通过观光旅游搭台、民俗文化唱戏等方

式推动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社会协同发

展。“我们以望仙谷景区作为旅游龙头，打

造集山水人文景观、休闲度假、漂流户外运

动、健康美食、民俗体验、古法作坊、活动演

绎于一体的新型文旅小镇，争创国家级度

假区。”望仙谷景区负责人说。

如今的望仙谷不仅传承赣东北民居传

统建筑形制和构筑手法，复原村落，突出江

西地域特色，还搭建创客空间，以共创共享

的方式建立农业和非遗工坊，满足人们“身

在市中、心在山中”的旅居体验。

在望仙谷周边地区，休闲农庄、山村民

宿、观光园、采摘园、体验园、农家乐等农业

新业态方兴未艾。近年来，仅望仙乡就新

增各类农业新业态经营主体 27 家。望仙

谷景区年均客流已超过 180 万人次，综合

营业收入超 2.5亿元。紧邻景区的村落，如

望仙村、华坛山镇等依托区位优势，差异化

发展民宿产业，从原来的数家民宿发展到

如今的 700 余家，带动周边旅游及其他产

业综合收入约 5亿元。

望仙谷就这样从山沟沟变身“金沟

沟”，在矿山复绿进程中实现美丽生态同

“美丽经济”的完美融合。

江西上饶望仙谷：废弃矿山变身“聚宝盆”

冬日暖阳下，记者行走在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以下

简称天府新区）兴隆湖畔。中信书店成都兴隆湖店被称为

“水下书店”。在这里，巨大的玻璃幕墙延伸至水下，读者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蓝绿色湖水中丰茂的水草和大大小小

的游鱼，体验“水中”读书的乐趣。

兴隆湖水域面积达 4500亩，由当地利用自然低洼地形

壅水而成，是长江上游生态涵养的重要节点。兴隆湖最初

水质为Ⅴ类。为做好兴隆湖生态修复工作，天府新区先后

启动上游鹿溪河段生态修复等治污行动，同步有序推进鹿

溪河沿线截污管网、天府新区第一再生水厂等项目，于

2021年完成兴隆湖系统性生态功能的提升工作。

“我们每月进行水质检测。目前兴隆湖的水质稳定在

Ⅲ类，部分指标达到了Ⅱ类以上。”天府新区生态环境和城

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2014 年，天府新区获批成为我国第 11 个国家级新

区。近年来，新区始终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彻落

实到公园城市建设全过程。2023年，天府新区成功入选全

国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兴隆湖的涅槃重生，正是天府新区全面落实“一点一

园一极一地”公园城市建设总要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现实写照。

让城市在自然生态中有机生长

“天府新区锚固 70.1%蓝绿空间，坚持‘让城市在自然

生态中有机生长’的发展思路。”天府新区生态环境和城管

局相关工作人员说。新区已建成连片绿地湿地、河湖水

体、城市森林共 5 万亩，天府绿道 397 公里，人均公园面积

达 17.03平方米。

兴隆湖位于天府新区核心区域，目前已成为集观光、

休闲、防洪、灌溉、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湖区，被誉为

天府新区的“生态绿心”。

在兴隆湖建设初期，天府新区便提出在“避免大挖大

填”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地势地貌，利用自然低洼

地壅水成湖。目前，兴隆湖可观测野生动物达 160余种，近

5年累计新增鸟类 10余种，包括青头潜鸭、鹗、小天鹅等。

2015年，天府新区启动兴隆湖区域14.04平方公里生态保

护立法工作。2017年2月1日《成都市兴隆湖区域生态保护条

例》正式施行，为湖区生态建设和规划管控提供了法律依据。

此外，天府新区还打造了总规划面积 8300余亩的麓湖

生态城。“作为利用水生生态系统自净的大型人工湖泊，麓

湖水质的能见度长期保持在 2米至 3米。”成都清源水环境

治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天府新区生态环境和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围绕

打造“青山映彩、绿楔入城、廊园密布”的城市森林公园系

统，天府新区加快构建北部组团生态带。目前，天府新区

森林面积共 143.8 平方公里。其中，龙泉山森林覆盖率达

50%，拥有珍稀陆生动植物 41种。

依托良好环境发展地方经济

漫步兴隆湖畔，一座巨大的湛蓝色方形建筑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玻璃幕墙上映照出蓝天白云。这是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

心，它填补了我国西部地区国家超级计算中心体系的布局空白。

按照“以优越的地缘环境塑造独特的人缘环境”的部

署，天府新区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全面提

升新区创新创造能力。

近年来，天府新区围绕兴隆湖打造高品质科创空间。

截至目前，新区建成或引进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等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 11 个，国家级科研院所 26

家，汇聚国家、省、市人才计划等各类高层次人才 840名，高

端科研人才 5000余名。

在产业布局方面，天府新区以良好的生态底蕴为基

础，构造低碳新经济产业高地。一方面，新区发挥兴隆湖、

鹿溪智谷“公园城市示范引领性工程”及天府实验室对低

碳产业的吸附效应，集成布局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另一方

面，新区持续打造以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为主要

形态的新经济聚落带。

同时，天府新区还创建了集营地教育、休闲度假、园艺观

光、亲子游玩等产业配套于一体的新型文商旅综合型度假商

业中心。依托艺展中心、天府美食岛等消费场景，新区创设

了麓湖岛集、麓湖龙舟节等特色文旅IP及花岛生活节、龙舟

节、渔获节、麓客共创之夜等文化节日。据了解，天府新区每

年开展1000余场活动，年接待中外游客超350万人次。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天府新区持续加强环境治理顶层

设计。据了解，天府新区编制了通风廊道管控、水润天府等

专项规划，建立大气污染“人盯源”“一河一策”及入河排污口

精细化管理等长效管控机制。此外，天府新区还积极探索环

境治理与监管新模式，开展“三线一单”分区管控与其他环境

管理制度衔接试点，推动环评审批、行政执法等领域的“放管

服”改革，促进政府治理、企业自治、社会协调的良性互动。

生态价值转化迎来新机遇

寒冬时节，记者发现天府新区的官塘村仍然绿意葱

茏。沿着石板路向前，木质结构的房屋坐落在道路两旁，

极具川西民居特色。

官塘村采取“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建设模

式，是离成都市区最近的文化艺术村，也是天府新区首个

美丽新村试验点。官塘村相关负责人说，天府新区通过

“微介入”的方式改造官塘村，为村落建成了 1 万平方米的

建筑群和 470 亩的大地景观。目前，官塘村年均接待游客

约 30万人次。

“近年来，我们引进 11 个‘农业+产业’项目，总投资约

25 亿元。”官塘村党委书记李健说，荥窑博物馆、蜀锦博物

馆等文化载体入驻官塘村，使游客充分感受宋代影子舞非

遗技艺和川剧变脸的魅力。

川西林盘是成都平原独有的一种传统乡村生态聚落，

由田园、林木、宅院、水系四种要素组成，集生产、生活和景

观于一体。作为蜀地文化的载体，川西林盘具有重要的生

态人文意义。

星罗棋布的川西林盘，正在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推

动生态价值高效转化发挥作用。近年来，天府新区将川西

林盘建设作为承载农村风貌特色、传承乡村文化、盘活产

业资源的主要措施，开发川西林盘 357个，启动川西林盘保

护修复项目 34个。

袁家湾林盘地处龙泉山南麓的天府新区太平街道桃

源村，曾因管理不善和多年失修，残破不堪。近年来，当

地对原有院落、巷道和林盘进行了生态保护和修复，引入

文旅产业项目，让村民们通过土地流转和房屋租赁获得

收入。

经过努力，袁家湾林盘良好的生态本底被“盘”了出

来，迎来了价值转化的新机遇。2023 年 2 月 15 日，天府新

区袁家湾林盘和鹿林村余家林盘与四川天府国际会展集

团有限公司在四川环境交易所达成首笔林盘碳汇交易，成

为当地综合运用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

重要体现。

四川天府新区：公园里建城市 美景中育产业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记者 1 月 28 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获悉，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普查范围内

现 有 古 树 名 木 共 计 508.19 万 株 ，包 括 散 生 122.13 万 株 和 群 状

386.06万株。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一张图初步建成。

古树名木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寄托着广

大人民群众的乡愁情思，延续着优质的生物基因，被誉为“绿色的

国宝”“有生命的文物”。

“我们在资源普查档案和数据库的基础上，结合各地补充调查

的最新数据，开发上线了‘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利用该

系统数据采集、项目管理、统计分析、多维展示等功能，普查范围内

的古树名木全部实现落地上图，普查数据完整性、准确性、规范性

大幅提升。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一张图、一套数、一个平台初步

建成，实现了动态和精准管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司副司长

刘丽莉在发布会上表示。

近年来，我国古树名木保护制度体系持续健全。2019年，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首次在法律层面将保护古树名木列

为专门条款。2023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国家文物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树名木保

护的通知》，要求协同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树名木的全

面保护和科学管护，深入阐释古树名木承载的历史、文化、生态和

科学价值。

各地在摸清资源本底基础上，严格落实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工

作。“目前 17 个省份及部分城市出台了古树名木保护相关地方性

法规或管理办法，建立起覆盖普查、鉴定、复壮、管护等全过程的古

树名木技术标准体系，推动古树名木保护纳入林长制督查考核。

古树名木保护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刘丽莉说。

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一张图初步建成

抬眼是绿，俯首有花，远处是成群的白鹭……1 月 24 日，记者

在福建省厦门市马銮湾新城看到，这里环海湾岸线打造的新城市

景观带生态多样、风景如画。

“这些融入景观中的植草沟、下凹绿地、雨水花园，甚至是看似

普通的砖瓦草坪其实都暗藏玄机。”马銮湾新城片区指挥部资源规

划部副部长沈林南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这些是我们的‘海绵设

施’，能够吸水、蓄水、渗水、净水，不仅提高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效

率，还有效降低了城市内涝的风险，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

水体不黑臭。”

据了解，厦门是国家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马銮湾

片区作为试点主体，在规划建设之初就融入了相关理念。当地结

合多种技术手段，系统化建设水生态基础设施，率先在全市推行海

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指城市像海绵一样具有“弹性”，能良好地适应环境

变化、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传统城市中的水泥地面、柏油路

面吸水效率低，雨水难以钻入地下。这阻断了自然水循环路线，增

大了内涝积水风险，还会形成城市黑臭水体。而海绵城市建设的

目的，就是利用自然生态或仿自然生态的措施，提升城市水循环效

率，最大限度恢复城市自然生态。

位于厦门海沧区的海投自贸天际小区内几乎看不到雨水

沟。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改造小区路面坡度，雨水可以沿坡

流到小区的下凹绿地和雨水花园中。小区内，各种调蓄设施有

效调节容积可达 480 立方米。经过对上游地块的道路、小区、

公建配套的海绵化改造，马銮湾新城最为重要的内河——海沧

新阳主排洪渠已消除黑臭，水体生态系统逐步建立，生物多样

性有效提高。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沈林南

介绍，2015 年，厦门马銮湾南部片区约 20 平方公里成为首批全国

海绵城市试点片区，近年来吸引投资约 46亿元，建设海绵项目 127

项，每年节约浇灌用水 86.3万平方米，为厦门市全域推广海绵城市

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

福建厦门打造海绵城市

图为江西上饶望仙谷图为江西上饶望仙谷。。 上饶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供图供图

图为天府新区兴隆湖畔的产业园图为天府新区兴隆湖畔的产业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唐文豪摄摄

近日，记者在西藏洛扎县拉康镇拍到了喜马拉雅斑羚和棕尾
虹雉两种珍稀野生动物同框的画面。喜马拉雅斑羚和棕尾虹雉均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据当地林业部门介绍，随着近年来生态保
护力度不断加大，民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显著增强，当地生物
多样性持续提升。 新华社记者 旦增尼玛曲珠摄

西藏两种珍稀动物同框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