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投稿信箱：bjb-dqrb@126.com网址: http://www.xgll.com.cn（香格里拉网） 要 闻

全省各地

周边藏区

改革开放40年来，丽江市树立和强化绿
色发展理念，自觉推进生态环境大保护、大
优化、大发展，在长江上游构筑起一道事关
国家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

日前，记者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出
发，经过著名的玉龙雪山旅游风景区，前往
丽江过去著名的“东部林区”采访。沿途看
到，原来满地树桩的林区，现在已是一派郁
郁葱葱的景象。

“纳西族是一个十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
的民族。在纳西象形文字典籍东巴经里，就
记载了不少古代纳西族先民保护生态的措
施和规矩。”陪同采访的黑白水林业局局长
杨凌宽介绍，丽江是金沙江流域的一个重点
林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丽
江就成功地实现了从采伐原木向深加工过
渡，采伐量逐年减少。1994年，又率先停止
了玉龙雪山区域的森林采伐。1998年天然
林全面禁伐以后，黑白水林业局职工全部从
砍树人变成护林人，有效保护了玉龙雪山周
边的247.54万亩天然林。

在紧靠玉龙雪山风景区的黑白水林业
局甲子天保所，记者见到了今年53岁的所长
邓啓飚，他曾是一名“油锯手”。1998 年以
后，邓啓飚从“森林杀手”变身为“护林天
使”。在甲子天保所，他带领6名护林员，每
年累计巡山护林210天以上，巡护里程达3.5
万公里以上，有效管护着13万亩天然林。

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龙蟠乡溯金沙江
而上到石鼓、巨甸，百里固沙防洪柳林绵延
伸展，仿佛一道绿色长城，捍卫着金沙江沿
岸的良田沃野，把“万里长江第一湾”点缀得
格外美丽迷人。“这是金沙江上一道稳固的
绿色屏障。”石鼓镇镇长和庭彦说，沿线数万
干部群众持之以恒，一代接着一代干了数十

年，才建成了这条绿色长廊。
记者看到，位于龙蟠乡兴文村委会宏文

自然村境内的最美“金沙江柳林”，全长约6
公里，最宽处约500多米、最窄的地方也有30
多米，是当时的村干部、共产党员和廷觉带
领村民们种植的。

在石鼓镇，记者见到了“长江第一湾柳
林”种柳人和朝明。2014年以来，他带领由
20 人组成的石鼓专业扑火队队员，冬季防
火，开春植树，累计在新华、格子等金沙江沿
线种植柳树350亩、2.6万多棵。

金沙江环抱的大具坝子，曾经沙石裸
露、寸草不生。而现在看到的是万亩规范化
种植被称为“植物油皇后”和“液体黄金”的
油橄榄林。来自丽江本土的丽江三全油橄
榄开发有限公司和来自甘肃的丽江田园油
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大具乡通过建立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有力促进了油橄榄
产业的发展，闯出了一条金沙江干热河谷实
现生态环境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双赢”的
新路子。

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老君山
片区的鲁甸乡，过去以砍伐木材为主。天然
林全面禁伐以后，当年的“砍树人”“木材老
板”，率先探索发展中药材产业，变身为“种
药人”“药材老板”，践行着“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的理念。

“全乡12万亩土地，有一半以上种植了
中药材。”鲁甸乡党委书记余永康介绍，现在
的鲁甸乡，已从过去的“木材之乡”变成了

“药材之乡”。去年，全乡实现药材交易收入
3亿元。

目前在鲁甸乡，除了涌现出由当年本乡
的砍树人、木材老板开办的11家公司、200多
个合作社外，还吸引了市内的得一、华丽等和

市外的云南白药、成都地奥心血康、天力士等
一批知名企业建立基地，发展中药材产业。

驱车从黎明乡政府出发沿美乐河溯流
而上，一路的核桃树长势喜人。美乐村是一
个只有520多户人家2000多人的傈僳山寨，
目前，全村已种植核桃2万多亩，人均拥有核
桃树200多棵。

“种核桃使我们告别了祖祖辈辈住木楞
房、吃包谷饭的历史，住上了新瓦房、吃上了
大米饭。”在永胜县仁和镇朝阳村委会采访
时，当地的傈僳族群众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早在10多年前，朝阳村就通过种植核桃树，
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绿色小康村”。

作为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和云南省重
要的煤炭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华坪县一度以
开采煤矿出名。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华
坪县坚持不懈地把绿色发展作为促进华坪
经济由“黑色煤矿”向“绿色芒果”转型的抓
手，促进华坪成为全省芒果种植第一大县。
到去年，全县芒果种植面积已达 20.3 万亩，
实现芒果产量 10.21 万吨、综合产值 9.1 亿
元。今年，华坪芒果又获得了欧盟有机产品
认证，可畅通进入欧盟市场销售。

苹果是宁蒗彝族自治县在改革开放以
后培育起来的传统产业。然而由于管理粗
放，销路不畅，这个传统产业一度步履维
艰。近年来，宁蒗县通过主打“2700”苹果
牌，提高了种植水平，确保了苹果品种，促进
了产品销售，使小凉山苹果焕发出新的生
机。

目前，丽江市森林覆盖率从 1988 年的
39%提高到 68.48%，已建成生态产业基地
473.4万亩，在金沙江流域筑起了一道道以核
桃、花椒、油橄榄、青刺果等经济林为主的绿
色屏障。（云南网）

丽江：构筑长江上游绿色屏障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全面推进精准扶贫，2015年至2017年整合14164.78

万元资金实施生态扶贫，大力发展生态绿色林产业，带动当地贫困户实现脱

贫致富。去年，全县林业总产值达14亿元，农民人均林业经济收入达3000多

元。图为二台新村农民在采摘桃子。 （云南日报）

巍山生态林产业助农脱贫

连日来，昆明晋宁上蒜镇小

朴村种植户忙碌在田间地头收获

外销青蒜。这里出产的青蒜生态

质优，深受深圳、香港等全国各地

市场青睐。现在农户一年种植两

到三茬青蒜，亩产纯收入就能达

到1.6万元。近年来，晋宁区上蒜

镇成立“小朴青蒜”种植合作社，

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合作化发展

带动农户提质增产增收。目前，

合作社发展核心种植户 110 户，

带动农户 480 户，种植面积上千

亩，年交易量超过 3400 吨；还利

用失地农民外出租地补贴政策，

把“小朴青蒜”种到了江川、石林

等多地。（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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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营盘镇沧东村泰泉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蔬菜基地里，在和煦的阳光下，绿油油的豆尖、青菜长势喜人。

“这里阳光、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非常适合发展绿色蔬菜种
植。”沧东村泰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雪刚对记者说，基地里种植
的蔬菜，用的都是农家肥，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蔬菜。沧东村泰泉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12月成立，占地180亩，总投资160万元，目前，合作社
蔬菜种植基地里共种有40种蔬菜，带动沧东村17户村民在基地就业。

“我家的 3.9 亩土地租给了合作社，每亩 700 元，去年租地的收入就有
2700多元，比起种玉米的收入高多了。现在在合作社蔬菜基地里打工，每个
月有1600元的收入，还可以照顾家。”沧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蔡玉花脸上的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沧东村委会党总支书记田晖告诉记者，村民除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可
以得到一笔租金外，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基地里就近打工，增加收入。下一
步，村民还可以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入股，参加分红，同时也可以从合作社蔬
菜基地批发蔬菜到市场上卖。

“现在条件好了，大家都希望自己吃得健康，前不久运到市场上的7000
斤青菜、豆尖、小瓜就备受市民青睐，销路很好，一共卖了1万元。今年预计
各种蔬菜的产量达96吨，赶上好的行情就能卖40万元。”杨雪刚告诉记者，沧
东村大水塘小组种有梨园、桃园，现在正在挖鱼塘、盖农家乐，等到相关配套
设施修建完成后，市民可以前来摘菜、摘桃，在农家乐里享受绿色美食，有力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以致富带头人引领的方式发展好村集体经济，将沧东村泰泉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打造成为集体经济合作社示范基地，把沧东村打造成为’集体经
济+合作社+基地+产业+乡
村旅游’特色村，带领村民发
展好致富产业，助力脱贫攻
坚。”营盘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和福宽说。（云南网）

种植园里话发展

7月7日傍晚时分，在水井巷市场，几名
游客正在谈论刚刚品尝过的各种青海特色
美食的感受。进入7月，凉爽宜人的夏都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避暑游玩，每当夕
阳西下，一早出发前往各个旅游景点观光的
游客返回西宁，穿行在西宁的大街小巷，享
受着凉爽的微风，品尝着特色小吃，欣赏着
夜景。西宁的夜间观光旅游经济正在升级。

傍晚时分，在水井巷市场，烤肉师傅们
坐在烤炉旁，翻转着手中的羊肉串，各种调
料加上去“呲啦”一声响，阵阵肉香随着微风
吹散开来，忙碌的师傅们边烤肉，边招待客
人，四川、广东、北京、山西、山东等各种方言
此起彼伏，不大的店面早已被挤得满满当

当，“西宁的烤羊肉肉嫩料足，吃起来十分过
瘾，还有炒面片，第一次品尝，里面红的辣
椒、绿的菜瓜、白的粉条，加上一点肉沫，别
提多香了。”来自山东的游客杜先生说。店
里的师傅告诉记者，自6月底以来，傍晚时分
来店里的游客逐渐增多，烤羊肉、麦仁饭、炒
面片深受游客们的欢迎。不仅是烤肉店，旁
边的酸奶店也挤满了游客，不时有游客举起
相机、手机拍照，据酸奶店老板介绍，进入旅
游旺季后，每天晚上来吃酸奶的游客都在排
队，最近每天的收入较往常增加了两成。

不仅是水井巷市场，西宁其他地方的夜
市美食街也都聚集了大量的游客，如海湖新
区的夜市、莫家街，到处都是背着行囊，手拿

相机、身穿披肩的游客，三五成群的游客在
这里享受着舌尖上的青海。一家店铺老板
介绍，夜市每天生意都不错，收摊也从之前
的晚上10点延长至12点。游客更是乐在其
中，安徽游客王女士说，“白天我们逛景点，
晚上就来逛夜市，不仅能品尝到当地的特色
美食，而且还能淘到不少好东西回去带给亲
朋好友，你看我买的这些饰品还有披肩，又
便宜又好看。”

夜经济不仅培育了消费热点，同时还会
带动就业，撬动了西宁市全域旅游的新版
块，对于打造城市名片，带动旅游文化等相
关产业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 （青海新闻
网）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了解到，截至6月30日，兰铁集团
公司共发送旅客2891.9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763.89万人次，同
比增长35.9%，增幅位居全国各铁路局集团第一。

近年来，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重点工程建设不断取得重大成
果。特别是去年宝兰高铁建成投入运营，使甘肃乃至西北一举融入
全国高速铁路网；兰渝铁路全线运营，使沿线数百万群众搭上脱贫
致富的快车。目前，兰铁集团公司管辖线路以兰州为枢纽，营业总
里程达5377.8公里，路网覆盖面和密度不断加大，成为西北交通运
输和经济建设的大枢纽、大动脉。据统计，今年1至6月，宝兰高铁
累计发送旅客616.16万人次，兰渝铁路发送旅客128.70万人次，成
为我省两条铁路运输大动脉。 （中国甘肃网）

优美动听的音乐、变幻莫测的水形、五光十色的光束……
布达拉宫广场的音乐喷泉为拉萨的景色增添了不少光彩。喷
泉的每个水型都有各自的名称，比如雪山之巅、奔腾年代、藏红
花开、雪域神鹰等。喷泉主喷高达 20 多米，基本水型有 10 多
种，播放的音乐更是多达30多首，主要为才旦卓玛等名家的作
品。

每天14:00-16:00、20:30-22:30是喷泉的开放时间，喷泉开
放之前，广场的广播会播放提示音，并有工作人员进入喷泉区
域，提醒拍照的人们离开喷泉区域。

喷泉喷出的水柱是通过潜水泵高压输送上来的，当喷泉突
然开启或加压的瞬间，水柱的打击力可达到几十公斤的力量。
所以，在观赏喷泉时，千万不要进入喷泉区域，更不能用脚踩住
正在喷水的喷泉口。

广场音乐喷泉很美，希望大家文明观赏。（中国西藏网）

全域旅游强发力 西宁“夜经济”升温

连日来，阿坝茂县太平镇杨柳村近20亩薰衣草竞相开放，迎风摇曳的薰
衣草花海与独具特色的羌族民居交相辉映，成为杨柳村盛夏最耀眼的一道风
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人们纷纷赏花拍照，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近年来，该村依托薰衣草种植、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着力打造绿色、环
保、美丽的乡村旅游，提升农民经济收入。据悉，薰衣草花期将持续至8月
份。 （阿坝新闻网）

薰衣草 美了家乡 醉了游人

音乐喷泉 惊艳来袭

阿坝草原的夏天，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辽阔丰美的草原上散
落着点点洁白的帐篷，纯净明丽的天空中飘着朵朵低云，山坡上溪
流边成群的牦牛在悠闲地吃草。阿坝草原如诗如画的美真令人心
驰神往啊！ （康巴卫视网）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上半年发送旅客2891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