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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达 84.87%，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达 8200
个以上……地处海南生态核心区，被誉为“海南绿肺”“天然氧

吧”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正走出一条既有含金量又有含绿

量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就地实现增收

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甘什村什进村民小组，青

山绿水间，独具黎族风情的楼房引人注目，村民们在院子里聊

天、孩童们在田野里嬉戏，禾苗随风轻摇，一幅岁月静好的乡村

生态美景展现在眼前。

“别看现在村子这么美，之前我们村可是保亭有名的贫困

村咧！”什进村村民小组组长董选说，当时村里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改造之前住的是低矮破旧的瓦房、茅草屋，除了传统种植和

养殖收入之外，村里人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时至今日，保亭将少数民族的民俗生活与旅游业有机结

合，把旧村庄变成经营型的旅游新村，从而带动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转变村民生产经营观念，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这种模式打

破了传统旅游开发“景区一片繁荣、周边依旧贫穷”的局面，丰

富生态旅游的基本内涵，加快了和美乡村建设进程。

“我们始终把改善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让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吕妍介绍，什进村在开发过

程中实施“大区小镇新村”区域联动开发模式，在“不离乡、不离

土、不失地、不失居”的前提下成为旅游直接从业

者，获得青苗补偿、工资收入、土地和酒店分红等

多项收入，就地实现增收，吃上“旅游饭”。

目前，什进村已经从落后的贫困村变成了令

人向往的“布隆赛乡村文化旅游区”,被评为“全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成为了第一批挂牌的特色村

寨之一。

此外，保亭积极融入“三亚经济圈”，做足山海

联动大文章，形成“山海互动、蓝绿互补”的生动局

面。当地充分利用黎苗文化和雨林资源，大力支持

槟榔谷、呀诺达、神玉岛、七仙岭等大景区建设，谋

划打造乡村旅游点。

“什进村的‘蝶变’不会是个例。”吕妍说，未来

保亭将持续用生态“底色”描绘发展“绿色”，使绿

水青山成为保亭的核心竞争力，让“生态美”变为

“百姓富”。

康养文旅融合

雨林温泉康养沙龙、雨林温泉市集、世界温泉

展……近日，以“泉世界，醉保亭”为主题的 2024
年海南保亭雨林温泉文化节收官。这场为期 1 个

月的雨林温泉主题活动，向广大游客展示了保亭

独特的雨林风光、丰富的温泉资源以及深厚的黎

苗文化底蕴，不仅让游客领略到了保亭的魅力，更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在七仙岭雨林仙境温泉度假酒店，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们正在温泉中畅游嬉戏、放松身心，呼

吸着饱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享受着难得的康

养时光。“这个温泉里面有很多矿物质，针对有风

湿类疾病的老年人，泡浴后症状改善很明显。”来

自西安的游客李晓慧说。

“我们把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药、黎药与本地

资源深化结合，为大家提供医养融合、康复疗养、

休闲度假一体化的健康疗养度假服务。”吕妍说。

近年来，保亭以七仙岭景区为主阵地，充分挖

掘雨林和温泉资源，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标志

性工程，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开发温泉康复

疗养、温泉护肤 SPA 等康养项目，进一步丰富旅游

业态，加快推动康养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构建特色休闲“大

健康”旅游体系。

“保亭的七仙岭温泉是保亭自然资源里最有特色的一个产

业，按照县委提出来的‘十大特色重点产业’要求，我们加大了

对七仙岭温泉的保护和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爱健康、爱美的

人群到保亭旅游康养。”保亭源泽水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伟教表示。

“接下来我们将把温泉水逐步按照需要配送到康养产业的

项目里面去，条件成熟以后可能还会通过管网配送，来满足客

户的需要，助力保亭‘三区三地’发展。”王伟教说。

选择健康产业作为保亭的重点发展产业，既是保亭找准自

身发展的定位，又是服务自贸港建设的具体路径。下一步，保亭

将以气候康养为核心，综合发展温泉康养、森林康养和中医药

康养产业，加快康养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推动保亭特色康

养产业多元化、多层次、高质量发展。

展现绿色活力

近年来，保亭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家底日益丰厚，绿色活力不断

涌现。

“在保亭县域内有 227.75 平方公里划属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其中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是一个集奇峰美景、热

带雨林、民族风情和田园风光为一体的热带森林公园。目前景

区内已探明的植物 5000 多种、动物 800 余种，是海南岛内几片

保存较为完好的热带雨林之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

穆克瑞说。

除了七仙岭，被誉为“人间仙境”的神玉岛也让游客流连忘返。

走进神玉岛景区，宛如走进了群山里的世外桃源，游客三三两两

漫步在幽深的热带雨林中，丰富的植物景观随处可见，还有机会

偶遇千年荔枝树、亿万年“植物活化石”桫椤丛林等自然奇观。

“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神玉岛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这不趁

着休假，赶紧来打卡。”家住三亚的王小敏携家人自驾而来，“在

这里孩子们看到了很多平时看不到的珍稀植物，增长了见识。”

从美丽乡村，再到充满黎族风情的布隆赛、槟榔谷……保

亭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融合发展促保护。

“目前我们正携手中欧碳中和合作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等部门积极推进中欧（保亭）绿色数

字创新合作区建设。”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惠

仙说，“这对于发挥保亭生态优势，为海南乃至全国探索发展低

碳绿色经济具有战略意义，将有力推动保亭实现生态转型。”

据了解，保亭发布了 《海南保亭健康产业发展白皮书

（2021—2025）》，打造热带雨林健康养生、野溪温泉医疗保健、

黎苗文化风情浓郁、南药基地品类众多、山地资源不可多得、生

态美食食材优质六大健康产业“保亭名片”，用好保亭特色资源

禀赋。 王伟

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

浪……”“五一”假期，黑龙江省乌苏里江虎

林段的江滨广场热闹非凡。江畔绿树成荫，

江面鸥鸟起舞，江中群鱼戏水。游客在岸边

打卡拍照，充分感受“生态活力城、美丽新

虎林”的如画景色和惬意氛围。

黑龙江省虎林市地处完达山南麓，与

俄罗斯隔乌苏里江相望。多年来，虎林市依

托优良生态和丰富资源，走出了一条绿水

青山转化金山银山、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

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入选全国第七批“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名单，

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打响保卫蓝天碧水净土“团体战”
初夏时节，虎林城区及各个乡镇满眼

翠绿，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城市景观，得

益于虎林发起的“绿满虎林”三年行动。

2023 年，虎林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2.4
万亩，年内投入资金达 5195 万元。今年 4
月初起，虎林市各单位继续投入到“绿满虎

林”行动中。虎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作

政说：“虎林市以‘绿满虎林’三年行动为载

体，全力为虎林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生态

屏障。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对全市造林绿

化工作进行再动员、再挖潜、再突破，再次

掀起造林绿化高潮。”

在虎林，保卫蓝天、碧水、净土的“团体

战”一直在路上。

在虎林市虎林镇义和村，村党支部书

记李忠魁正带领村民安装河湖长电子公示

牌。虎林是黑龙江省首个安装使用河湖长

电子公示牌的城市。虎林市河湖长办工作

人员介绍，河湖长电子公示牌设有河湖“电

子身份证”。群众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

可全面了解河湖长信息及河湖基本情况。

同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网络后台操作，实

时更新河湖长公示牌信息。目前，虎林市共

计为辖区内河流、湖泊、小微水体等更换电

子公示牌 2000 余块。

据了解，为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合力，虎

林市对“大力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切

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深入打好蓝天保卫

战”等工作内容进行细化分工，形成齐抓共

管的大联动工作格局。虎林市委常委、副市

长、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焉

树栋说：“未来，虎林市将围绕‘生态活力

城、美丽新虎林’目标定位，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不断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最

大限度用足用活‘绿水青山’综合价值效

益，为践行‘两山’理念提供‘虎林样板’。”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俗语称：“宁要五加一把，不要金玉满

车。”刺五加作为“龙九味”之首，具有极高

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虎林市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土地、湿

地、草原覆盖率达 70%以上。这为刺五加

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环境，也让生物制药企

业获得了以“绿”换“金”的底气。

“近几年，刺五加原材料供不应求。”黑龙

江乌苏里江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树贵说，

“虎林的优美生态为药材生产提供了绿色保

障。”走进虎林市七虎林野生刺五加药材种

植基地，只见工人们正在进行刺五加苗木

移栽的收尾工作。一排排刚刚扎进林地的

刺五加苗木正享受着适宜的林下环境。

虎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杜维良介绍：

“近年来，虎林市以创建北疆医药强城为目

标，充分利用林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刺

五加为主要品种的中药材种植。2023 年，

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增长 37%，

今年，虎林市计划全年播种中药材 2.5 万

亩，现已播种 1.6 万亩。”

在充分利用林下资源的同时，虎林不

忘为企业发展设置“绿色门槛”，为产业未

来注入“绿色含量”。

4 月底，在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和除尘系统旁，

黑龙江省环保测评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检

测污水、烟尘排放物等相关参数。类似这样

的检测场景每季度都会出现一次，6 年来

从不间断。据了解，目前，虎林共有规上企

业 54 家，企业污染物排放全部达标。

除了医药产业外，虎林还积极打造绿色

食品名城，书写更多“绿”里生“金”的故事。

森之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位于距虎林

市区 70 多公里的东方红镇，公司以蜂蜜起

家，相继推出成熟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

等 30 余种产品。“企业发展前景关键在于

延伸产业链条，因此我将目光锁定虎林的

另一种绿色食品———山野菜。”森之源绿色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永强说。

走进森之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满眼

都是青翠欲滴的绿色山野菜，例如薇菜、黄

瓜香、刺嫩芽等。不远处，工人们正在打包

山野菜，这些包裹将被发往全国各地。另一

边，工人们忙着包山野菜饺子。“我们去年

开发的山野菜饺子很受欢迎。今年，我们将

扩大产量，从去年的 20 吨增加到 100 吨，

预计销售额 100 万元。”公司副总经理高欣

欣说。

绿色山野菜、虎林椴树蜜、珍宝岛大

米……虎林的绿色食品品牌愈发耀眼。“绿

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虎林人的心中。虎林

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产业发

展格局。”虎林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黄志德

说。 李丽云 朱虹 于晓霞

黑龙江虎林市：以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5 月的兴安盟阿尔山，皑皑白雪尚未

融尽，野生的杜鹃花漫山遍野，一片嫣红，

散发着阵阵清香。兴安盟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东北部，是大兴安岭南麓重要的生态功

能区，自然风光神奇秀美，民俗风情独具魅

力，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在近 6 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汇聚草原、森林、湿地、温泉、火

山、冰雪等自然景观，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为

兴安盟发展生态旅游的无价之宝。

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近年

来，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兴安盟坚持把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立盟之本、发展之基，注意

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把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与发展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充分释放

绿水青山生态价值。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全域全

季、差异化、高端化发展定位，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打造草原宿集

在草原最美的季节，碧色的青草、黛色

的远山、棕色的民宿、蓝色的泳池……远眺

乌兰毛都草原深处的草原宿集，和谐而又

静谧。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大兴安岭山脉中

段、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达 8000
多平方公里，有别于内蒙古东部的其他大

草原，这里不仅有辽阔的草场，还有起伏的

山丘、清澈的流水、叠翠茂密的森林。

“草原宿集之所以落地乌兰毛都草

原，正是看中了这里的好生态。从去年 6
月份开业至今，宿集运营情况良好，游客

来自全国各地，经常一房难求。”华正文旅

集团董事长陈祖品表示，下一步将根据目

标受众的消费习惯，不断丰富旅游产品，

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擦亮乌兰毛都草原

宿集品牌。

在草原放马牧羊、听长调学刺绣、体验

牧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可以品红

酒、喝咖啡、泡书屋……原生态草原旅游与

现代时尚生活有机融合，成为众多游客的

首选之地。“各宿集房间已预订到 7 月末

了。”草原宿集相关负责人黄开来说。

“来草原旅游，既划算又开心。”趁着

“五一”假期来到草原宿集游玩的长春市民

杨海燕一家还到牧民青格尔家体验“牧家

一日游”。在这里，杨海燕全家齐上阵，喂羊

羔、挤牛奶、做传统奶制品、学做蒙餐……

不一样的牧民生活让他们难以忘怀。

草原宿集在引领新型草原旅游业发展

的同时，推动了牧民的转型增收。“去年我

们与草原宿集试签了一年的合作协议，效

果很好，一年来有将近 1000 人次的游客来

体验牧民生活，也增加了我们的收入。今年

我们还要继续合作。”青格尔说。

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满族乡党委书

记吴长海说，之所以引进草原宿集，就是希

望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同时，通过草原宿集

向全国展示原生态的草原与牧民生活，从

而让更多人更深刻地理解并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目前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集南岸、大

乐之野、西坡等多家知名民宿品牌的草原

宿集地，联合运营民宿、酒店、营地、餐饮、

美术馆等多业态文旅产品，同时带动周边

牧户参与其中。”吴长海说，乡里深知当地

的文旅热度源于良好的生态，因此多年来

一直严格落实草畜平衡等各项生态保护政

策，“我们下一步将以草原宿集为核心，精

雕细琢草原旅游，同时将其与边境游结合

起来，丰富当地文旅业态，提升游客的消费

体验”。

丰富康养内涵

眼下，横跨大兴安岭西南山麓的阿尔

山，野生杜鹃花从南向北次第开放，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旅游、休闲和度假。阿

尔山森林植被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81.2%，绿色植被覆盖率达 95%，空气质量

优异。

良好的生态环境得益于一系列有关森

林治理政策和项目实施。2012 年，阿尔山

迎来“挂锯停斧”的历史性时刻，在内蒙古

率先实现国有林场全面停伐。面对以林木

资源为依托的主导产业萎缩的转型大考，

阿尔山给出了“发展生态旅游”的答案。

近年来，阿尔山市依托山清水秀的自

然风光以及丰富的冰雪资源，探索“山水变

金银”的转化之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与

此同时，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推动

景区景点建设全面升级、城市气质全面提

升、城市品牌魅力全面彰显，阿尔山旅游渐

入佳境。

数次自驾到访阿尔山的游客李肖鹏深

有感触，“每次过来都能感受到新变化。这

里的旅游设施越来越便捷，游玩项目越来

越丰富，绿水青山越来越美丽”。

在阿尔山市旅游度假区，游客在如画

的美景中体验温泉疗养、特色柴火灶，尽享

“森”呼吸，放松疗愈身心。短短几年时间，

阿尔山各地通过林业、健康服务业、旅游业

等产业交互融合，使森林康养实践蓬勃展

开。在产业布局上，阿尔山市以阿尔山森林

资源为核心，整合、串联区域内景区景点、

村庄、游览步道等资源，为森林康养产业的

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积极融入“森

林康养+养老、森林康养+中医药”等多元

素，不断丰富康养内涵。

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乌兰格日

乐介绍，近年来，兴安盟充分挖掘温泉、草

原、森林、冰雪等优势资源，推出了一批温

泉酒店、草原民宿、森林浴道、生态研学、滑

雪场等产品，运营一批房车营地、休闲街

区、研学公园等消费业态，打造阿尔山鹿角

湾温泉营地、乌兰浩特洮儿河湿地公园、科

尔沁右翼前旗草原宿集、扎赉特旗秘境河

谷生态文化旅游区等一批特色网红景点，

获得了市场认可。数据显示，2023 年兴安

盟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2266.38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202.52 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全盟文旅市场亮点

纷呈，共接待游客 61.26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3.21 亿元。

呵护“百鸟天堂”

初夏时节，在扎赉特旗的内蒙古图牧

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湾湾湖面碧波荡

漾，成群的候鸟或结伴起舞，或伫立水中嬉

戏觅食，俨然一幅和谐唯美的生态画卷。这

里是以大鸨、丹顶鹤等珍稀鸟类及其赖以

生存的草原和湿地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

象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鸟类众多，被誉

为“百鸟天堂”。

“这些年，有不少生态研学活动在保护

区里的救护站和自然学校里开展，受到广

大师生的欢迎。”内蒙古图牧吉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陈健说，近年来，保护区

在加强日常巡护和保护生态环境宣传的同

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包括禁止放牧、禁

止捕捞、禁止狩猎、禁止砍伐、禁止开垦等

“十禁”工作，实施“引绰济图”生态补水工

程，保护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数据显示，目前保护区的迁徙候鸟包

括白鹤、白头鹤、大鸨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6 种 7000 余只，灰鹤、白额雁、豆雁等国家

二级保护鸟类 36 种 11 万余只。保护区工

作人员观测发现，今年停留在保护区的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有 3880 只左右，较往

年增加 1000 余只。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兴安盟依

托生态资源，努力保护好大草原、大森林、

大河湖、大湿地，夯实旅游发展基础，全盟

6 个旗县市中有 2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2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兴安盟先后摘得内蒙古第一个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盟、第一个地市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

殊荣。从资源优势到富民产业，从自然观光

到生态旅游，兴安盟文旅产业的每一次嬗

变，皆从绿水青山间走来。

“我们将继续守护好这片绿色净土、生

态家园，继续把生态旅游事业做大做强，让

‘绿水青山’永续利用，成为世世代代的‘幸

福靠山’。”乌兰格日乐表示，针对旅游群体

的不同需求，兴安盟将不断创新业态模式，

精心打造红色游、跨境游、温泉游、冰雪游、

森林游、草原游、乡村游、研学游和自驾游

等旅游产品，让生态旅游变成“绿色产业”

“富民产业”，实现从“半年闲”向“四季旺”、

“景点游”向“全域游”的转变。

余健

内蒙古兴安盟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