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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第二大岛，也是我国
面积最大与最典型的湿热带地区，
海南省自 1998 年全省 11 个森工企
业被列入国家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
资源保护工程（简称天保工程）实施
以后，使其天然林资源得到更好发
展，促进林区稳定。如今，经过“天
保人”二十年的共同努力，还给了海
南人民一片青山绿水。

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海南发展
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研究测
算，海南岛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总价
值 量 已 高 达 2528.3 亿 元/年 ，超 过
2017 年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4462.5
亿元）的一半。

从“卖木材”转为“卖空气”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只有

采伐木材和生产林产品，森林才有
价值。而对于森林生态价值，总因
无法测量而不能被社会认可。而天
保工程的实施，让海南的森林生态
服务功能变得“有市有价”。

前两年，由于雾霾严重导致很
多人闹得要从国外进口“空气”事
件，曾经的笑谈如今已成为现实。

轻轻一按，贴在鼻子上的塑料
罩内，一股清新爽朗的空气传来，令
人感觉心神一震，湿润且舒适。这
就是慧眼识珠、抢占先机的海南蓝
天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生态
新产品。

从“卖木材”转变为“卖空气”。
海南的“天保人”正将绿水青山变成
真金白银。

据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监
测，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尖峰岭国
家森林公园、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等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
浓度，均远超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
新空气标准，对人体健康极有利。

2016 年，海南蓝天蓝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与霸王岭林业局达成合作
协议，双方规定在不破坏生态环境
条件下，可以合理开发。目前，该公
司从德国引进了一条高科技生产
线，拥有四个采气移动装置设备，年
产量上千万罐。现已在北京、河北、
天津、山西等地投入使用。

“沁人心脾，这四个字不在是书
面用语，而是成为现实了。”在生产

车间内，该公司总经理罗威威向我
们介绍说，霸王岭林业局所辖的森
林公园内，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常年

日平均浓度可达 5000 个立方厘米，
最高可达 10 万个立方厘米。尤其
是每天早上，空气质量最好，在有些

树木旁，还能采到带有树木散发出
的独特香味空气。“清新爽朗的清洁
压缩空气受国内医疗健康行业和一
些高端客户的喜欢。”

海南省林业厅林场处副处长刘
坚介绍说，1998 年，国家天然林资源
保护工程在海南启动，688.5 万亩面
积被纳入了全国重点国有林区天然
林保护工程实施范围，天保工程区
内有林地面积从 2000 年的 591.16 万
亩增加到 2018 年的 683.79 万亩，森
林覆盖率从 2000 年的 87.38%增加到
2018 年 的 98.16% ，森 林 蓄 积 量 从
2000 年 的 4458 万 立 方 米 增 加 到
2018 年的 7090.4 万立方米。森林的
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生
态能明显增强。

烂树坑转为美丽天池
蓝天白云，碧波荡漾，桃红柳

绿。远处层林尽染中，隐约浮现出
红白相间的小洋楼，让人仿佛置身
瑶池仙境。

这就是尖锋岭林业局天池度假
区，漫步而行，很难想象曾经的一穷
二白不毛之地，过度伐木后留下的

烂树坑，如今，摇身一变则成为炙手
可热的香饽饽。

尖锋岭林业局副局长陈江告诉
我们，以前尖峰岭的珍贵树种种类
和大径材很多，在国家建设时期伐
大留小，造成了很多烂树坑，无人管
理，慢慢就有了小水池。如今，经过
20 多年的天然林保护，当地已实现
了工程区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的

“双增”目标。当年的小水池也变成
了面积达600 亩的山上“天池”。

天池度假区总经理王昭说，这
里的空气中高达 8 万粒/立方厘米
的负氧离子，还有年平均气温约 22
摄 氏 度 ，宜 人 的 环 境 让 人 倍 感 舒
适。我们开发建设始终坚持以保护
为原则，再合理开发。“虽然每年收
入 500 万元还倒贴，但是能保护好
这片生态，值得。”

刘坚介绍，天保工程的实施，使
海南省 11 个森工企业由原来的依
靠砍伐木材收入为主，转变为经济
林种植、森林旅游、林果采集、林下
种养等多种经营收入，适应生态保
护的多元化产业结构正在形成。

海南：让森林生态功能“有市有价”
□□ 胡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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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北京近万个品种的春
花已经波次开放。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
园与风景区处处长叶向阳说，五一小长
假中，北京市 72 处公园和风景区花开正
好，可供市民游玩观赏、享受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的同时，42 项公园文化活动也会
在五一期间举办。

桃杏梨郊区赏
近年来，随着北京园林绿化建设力度

不断加大，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43%，城市
绿化覆盖率提高到48.2%，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已达16.2平米，注册公园已有403个，各
区的公园绿地已经成为市民假日休闲的好
去处。

若是还想欣赏最后一波桃杏梨三姐妹
的风采，那么趁着五一小假期就赶紧到周
边郊区转一转。

“延庆的龙庆峡风景区、密云的清凉谷
风景区、平谷金海湖风景区等地，因为地处
郊区，会比市区温度低3℃-5℃，因此花期
更晚，持续时间更长”。叶向阳介绍道，除
此之外，八大处公园的丁香，朝阳公园的郁
金香花展，以及香山公园第十六届山花观
赏季，都是这个小长假不错的选择。

牡丹月季唱“双簧”
作为北京市花之一的月季花，自然

是市民游玩欣赏的不二选择，除了北京
植物园、天坛公园等广为人知的月季观
赏地之外，若是时间宽裕，不妨走远一点
到北京园博园看一看，这里有 70 余个品
种的月季，在赏花的同时还能学习到许
多关于月季花的知识。而在顺义区的和
谐广场，上万株、十余种的藤本月季和地
被月季，构成了和谐广场玫瑰园中的主
要花卉，观赏效果极佳。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牡丹花一直是人们心中富贵大气的象征，自然也是人们踏青赏花
的最爱。若是可以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外出赏花，那不如到距离市
区稍远的戒台寺，其种植的牡丹花始于清朝，是乾隆皇帝于1764年
游览戒台寺时所赐，每年4月至6月名花竞相开放，香溢满园。

如果要在市区赏牡丹，北京最大牡丹观赏园之一的景山公园
是个好选择，每年四、五月份，万花盛开的景象都会吸引众多国内
外游客。

栽植9个色系、近百个牡丹品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中，也将会
在这两天盛开。其内有百年牡丹10余株，凑近观察，或许能看到它
们身上的历史痕迹。

文化活动花上添锦
在踏青赏花的同时，丰富多彩的园林文化活动也为市民五一

游园提供多种选择。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以“御苑升平 曲乐鸣春”为主题的皇家园

林戏曲文化体验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华民族园内，每天
都有民族歌舞 藏、羌、傣、土家、蒙古、白族、纳西、土、苗等民族歌舞
演出，游客还可以参与其中，学习民族舞蹈的动作，体会其中的乐
趣。世界公园里，第二届“丝路风情狂欢盛典春季系列活动”的举
办，让你不需要跋涉千里，就可以体会丝路风情。

最美的景色就在家门口。此次北京市推出的72个景区分布在
全市各区，大家五一游园无需舍近求远，可根据自己时间合理安
排，并建议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文明赏花及参与文化活
动，从我做起，做生态文明的维护者。

若是你还想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敬请登录“北京公园和风景
名胜区网”官方网站和微博、微信。

竹篓、竹筐、竹篼、竹帽等各种
生活用品，早在1500多年前勤劳的
眉山人就已用竹子编织后使用。而
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传统的竹编
工艺日渐没落时，眉山竹编却独树
一帜，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
很大影响力，特别是青神竹编，堪称
世界之最。

有着“中国竹编艺术之乡”的四
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竹编历史悠久，
经过千百年的薪火相传和不断创
新，青神人的竹编工艺不断提高，至
今活跃在竹编制品研发、设计、推
广、教学、培训舞台上的几位竹编大
师，在技艺上既相互借鉴、取长补
短，又独具特色、各领风骚，共同成
就了青神竹编的辉煌与伟业。

陈云华，国家级非遗青神竹编
工艺传承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60余年专注于竹编开发、创新
和传承，不仅可以将一根不到 1 厘
米厚的竹块剥成 24 层薄纱。还能
用200余万根竹丝，完成一幅5米多
长的《清明上河图》，画上的800多个
人物、200个动物，小如黄豆。这幅

竹编作品薄如蝉翼、滑如绸缎，酷似
原作，在 2006 年卖出了 106 万元人
民币的高价。

从学手艺、谋生计到成为国际
竹编大师，陈云华开创了竹丝编织
书画艺术的先河。他将坐标编织改
革为看图编织，改革了排针的使用
方法，还发明了“彩色竹编”特殊技
术，改写了世界竹编史上竹编无彩
色的历史，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同
时又创建了中国竹艺城和中国竹编
艺术博物馆。

尽管在竹编事业已取得了巨大
成功、享誉国内外，然而，已是古稀
之年的陈云华至今仍每天还在为竹
编培训、研发、产品推广、学术交流
等四处奔走，亲自给学员上课，手把
手做示范。

张德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青神竹编传承人、青神县竹福竹
编艺术创作中心创始人。“竹编原本
出自于民间百姓家，上升为艺术以
后毕竟是曲高和寡，我想做的，就是
把竹编元素带进千家万户、带向国
际市场，让大家都知道青神竹编。”

从小耳濡目染、对竹编情有独
钟的张德明，长大后在青神职中竹
编工艺美术专业任教多年。在竹编
行业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他创造了

“册式”竹编，如同古代皇宫奏折那
样，便于携带、展示和保存。

此外，张德明还将双面《百帝
图》演变成单面隐形《百帝图》，该技
术曾在中国西部“三品”博览会上获

金奖。2005 年，他首创的金裱竹编
专利出品，解决了竹编艺术品变色、
开裂、蛀虫、不便携带、不上档次的
弊端；创造的“双线交叉走丝法”广
泛用于瓷器、玻璃、铜、银等茶具的
装饰。张德明与法国某奢侈品牌合
作，编织竹丝扣瓷茶具，最贵的一个
竹编花瓶售价近 3 万元。目前，张
德明创办的青神县竹福竹编艺术创

作中心主要从事平面竹编、瓷胎竹
编、立体竹编、混合竹编，品种多达
400多个。

殷超，青神大名鼎鼎的全能型
竹编大师，国家级非物资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在竹编行业，能够
把自己的书法和绘画作品编进竹
编产品，殷超算是第一人。早在
1989 年，殷超就出访欧洲十余个
城市，为泰国皇后生日作现场竹编
表演，并受到斯林通公主的接见。
1998 年春节，他参加新加坡“春到
河畔迎新年”艺术展演活动，受到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亲切接见。
2000年，他创办了占地70亩的青神
县状元竹艺精品厂。殷超说：“我
一直都在从事竹编的设计和创作，
估计一辈子都是同竹子打交道，竹
子的学问深，挖掘潜力巨大，做产
品、搞旅游都可创造财富”。

正是有了许多像陈云华、张德
明、殷超一样具有工匠精神的大师
级竹编从业者，以他们的勤劳与创
新，彰显了青神竹编人的智慧，铸就
了青神竹编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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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最：青神竹编独树一帜
□□ 王旭东

自育的盆栽市花月季品种‘红五月’、
‘春潮’、‘暗香’，新奇的移动月季花墙，红掌
切花品种‘爱威特粉’、‘黄橙’都将亮相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4 月 27 日，在距 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正式开幕约一周年之际，以“花开北
京 绽放世园”为主题的“2019 世园会北京
展品春季预展”可以让人提前一睹部分展
品芳容。

本次春季预展花卉种类包括月季、牡
丹、红掌、百合、菊花、朱顶红、蝴蝶兰等，使
公众既可观赏到自主研发的盆栽市花月季
和红掌切花品种，还能领略长达百年的古桩
盆景，以及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干花和插花的
花艺作品。并免费参加“亲子体验沙龙”、

“花环制作”等互动活动，以体验园艺魅力。
该展览将持续到5月13日。

古树名木被誉为“活文物”“活古董”，是自
然界和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为切实加强古树
名木保护管理，北京市将组织开展新一轮古树
名木资源调查工作，调查范围包括16区以及11
个市属公园、林场，预计5月底调查工作将全部
完成。之后，6 月底预计可以为古树名木换发
新版“身份证”。

此次是第四次开展全市范围的古树名木资
源调查，其不仅要摸清北京市古树名木资源总
量、种类、分布状况，进一步掌握现存古树名木的
生长状况和管护情况，还要形成完整的纸质和电
子资源档案，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参
考，并完善升级北京市古树名木资源管理信息系
统，实现古树名木资源管理的动态化、信息化。

目前,北京现存有古树名木4万余株，它们
是首都悠久历史的见证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
史、文化、科学、经济和生态价值。

北京北京““活古董活古董””66月换新月换新““身份证身份证””

刘子历,是一名归国华侨，现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护林员，1981
年参加工作，1994年入党。37年来，从
原来对林业工作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变为
熟练掌握造林技术、木材测量、材积计算、
地形图辨认和实地勾绘的主要业务骨干。

说实话，从事林业工作是很辛劳的，
特别是在基层一线，爬山涉水，在山上搭
棚蹲点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80年代，
灭荒造林任务很重，我们每天都亲自扛着
锄头上山挖坑种树，背着肥料上山施肥，
几乎每天都是满身臭汗，腰酸背疼。就拿
种树来说，我们每个人平均每天要挖坑
400多个，种植松树超过500株。如今，
在林场林地上保留的松树林，基本都是我
们那个年代种植的。每当看见这些林子，
我都觉得很欣慰，觉得以前所有的艰辛和
付出都值了。

李龙忠，四川省凉山州木里林业局森
林专业扑火队班长，1986年12月参加工
作，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先后从事原木生
产、集运、采伐、交材及森林管护工作（包
括植树造林、人工抚育、营林更新、入乡驻
点），现在木里林业局森林专业扑火一队
从事扑火工作。

尤其是从“天保工程”实施以来的四
年间，他带领10余名管护职工对48000
亩原始森林进行有效保护。就他个人而
言，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巡山管护，每天
巡山8小时，步行20余公里，4年来累计
行走3600余公里。同时，他还带领10余
名职工在每年的造林季节，累计造林
8900余亩，个人栽植树木21万余株。

30多年来，以山为家、与林为伴的李龙
忠总是笑呵呵的说：“我多做点，你们就要少
干点”、“我少休息一会，你们就多休息一会”。

刘芳，山东省邹城市林业局原局长，
“女儿身，男儿性，干起工作不要命”，这是
群众对她最朴实的评价和最深切的认
可。1981年7月参加工作，1983年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2年，启动实施“‘退耕还果还林’
生态富民工程”。六年来，高标准建设经
济林基地100余个、17万亩，栽植各类优
质果树 1000余万株，惠及 9个山区镇、
268个村、3万户、10万余人，全市经济林
总面积达到35万亩，年产果品20万吨，
逐步把邹城山区打造成为集林果生产、观
光采摘、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富民花
园”，初步走出了一条“农民得实惠、政府
得生态”的双赢之路。九年间，刘芳走遍
了邹城大小山头，记录笔记40本。她和
她的同事们在基层最平凡的岗位上，用责
任和真情打造出了邹城的绿色山河。

楼君，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林业站站长，1993年参加林业工
作，在营造林和林业科技推广一线工作连
续13年。从事营林推广一线工作以来，她
把“替山河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当
作人生座右铭，以绿化造林、发展林业事业
为已任，把青春和汗水都奉献给了她热爱
的林业事业，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林业一线。

作为富阳林业科技推广工作首席专
家，楼君牵头组织全区林业科普宣传广场
大型活动，努力提高林业先进科学技术的
普及率；同时通过实施“个、十、百、千、万”
工程，即组织 1支科技下乡服务团，开展
10场百人林业科技培训班，为千名林业
大户提供科技服务，赠送书刊和技术资料
1万份，将先进科研成果及时应用于林业
生产实践，努力做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的最佳传播者。

4月23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称，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全国林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更加主动投身林业改革发展，全面开创林业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局决定，授予刘子历、李龙忠等115名同志“全国林业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同时，还授予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
管理总站等99个单位“全国林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刘芳、楼君等113名同志“全国林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