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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引导我们发展林下经济，村里打造山货基地，建

起竹笋加工厂，延伸了产业链条，提高了产品价值，村民和

村集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近日，江西省吉安市万安

县枧头镇龙头畲族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林高兴地

说。

万安地处江西中南部，赣江由南向北纵贯全县，山水资

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超过 70%。近年来，针对当地一些百姓守

着绿水青山仍受穷的现状，万安县积极拓展“两山”转化渠

道，将绿水青山作为群众增收的载体，实现“美丽风景”向“美

丽经济”转变，成为惠民利民的民生实举。

万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肖慧华说，县里先后搭建起

“两山”实体运作平台、云端数据平台和产品销售平台。通过

组建万安县两山集团有限公司，对全县生态资源进行规模

化收储、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通过开发“两山”资源智

慧管理平台，对全县农业、林业等生态

产品实行数字化登记、收储、分析、交

易“一条龙”服务管理，推进生态产品

供需方、资源方与投资方高效对接；通

过搭建产品销售平台，全面梳理各类

优势生态农产品 300 余种，创建“万安

优品”等自主农产品品牌，打造电商平

台和直播基地，推动生态产品触达全国

消费者。

在万安富硒农产品展示馆，各类

贴着“万安优品”“心安万安”地理标识

的农产品琳琅满目。“我们在线上线下

同步推进生态农产品销售，自去年 8
月份以来累计完成销售额 6300 余万

元。”万安县两山集团工作人员王显力

说，立足120 万亩天然富硒土壤优势，

他们辐射带动 3 万余户农户发展硒

橙、硒稻主导产业，实现每户年均增收

1 万元以上。目前，全县共有硒稻面积

10.68 万亩、硒橙面积6.58 万亩、富硒

农产品基地69 个，2023 年富硒产业产

值达 50 亿元。

“生态+平台搭建”“生态+项目发

展”“生态+绿色产业”……万安的“两

山”转化渠道更加通畅，群众也分享到

了“两山”转化成果。

站在千里赣江第一坝———万安水

电坝坝顶远眺，水色连天，碧波荡漾，郁

郁葱葱的绿色小岛遍布湖区，好似一幅

美丽的山水画。在刚刚过去的“五一”

假期，万安湖景区成为省内外众多游客

的“打卡点”。景区工作人员岳轩宇骄

傲地说：“我们这里不仅生产清洁能源，

还发展起生态鱼养殖、生态旅游等附加

产业”。

万安县充分利用绿水青山资源禀

赋，清洁能源、富硒农业、生态鱼、生态

旅游等绿色产业成“攥指成拳”态势。

先后建成井冈山航电枢纽安泰电厂、高

山嶂风电场、三峡渔光互补等一批清洁能源项目，并网容量

达 105 万千瓦；利用万安湖及 104 个中小型水库等优质水资

源，推进生态鱼全产业链发展，每年有180 万公斤以上的生

态鱼“游”向长三角消费者的餐桌上；万安湖冬捕、心安湖端

午赛龙舟等文旅品牌名声在外，围绕赣江两岸自然生态风

光，万安还打造出高岭宿集、红色罗塘等一批亲近自然、唤醒

乡愁的旅游景点，其中国家 3A 级以上旅游景区 6 个、省3A
级以上乡村旅游点 9 个。

近年来，万安县还先后组建起 GEP 核算成果应用、“两

山”转化平台建设、生态环境优化、绿色金融创新拓展、绿色

产业培育5 个工作专班，系统推进 22 个“两山”转化重点项

目建设，总投资达 198 亿元。随着“两山”转化的扎实推进，群

众得到实惠的同时，万安县生态环境质量也取得新突破。“我

们已完成人工造林 10 万亩、毛竹林改造 1.5 万亩、油茶培育

1.5 万亩，活立木总蓄积约829.9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稳定

在71.93%。”肖慧华说。赖永峰黎苗文化风情浓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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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日照，有条阳光海岸绿道

从荣乌高速公路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南口

下，按照路牌指示，约 10 分钟车程就到达了白

石山景区，沿途奇峰怪石、绝壁云海、峰林峡谷，

美不胜收。

白石山景区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城南 15 公

里处，雄踞八百里太行山最北端，因山多白色大

理石而得名，面积 54 平方公里，被誉为“北方奇

山”，最高峰佛光顶海拔 2096 米，拥有独特的大

理岩峰林地貌和万亩红桦林。

近年来，涞源县紧紧围绕建设“高品质、有

韧性的现代化山水旅游城市”的奋斗目标，坚持

国际眼光、国内一流、对标先进，着力构建中国

北方山地型旅居康养度假大区，全域复合打造

“景城同建、主客共享、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

文旅融合之城。

生态向好

春日，白石山漫山的植被茂密葱郁，远处

的山峰被云雾笼罩。乘索道一路向上，在半山

腰挺拔的红桦林很是抢眼。红桦是白石山的代

表性植物，在北坡从海拔 1600~2000 米，绵延

上千亩，是华北地区面积较大的落叶松林和红

桦树林。“看，那里是杜鹃花，海拔在 2000 米

左右，花期 2 个月。”白石山景区副总经理杨

风雷指着远处的山花说，景区今年还在海拔

1600 米的游步道沿线种植了上千棵丁香、白

芷、柳兰、山菊、山桃、山楂、杜梨等树种，让

游客所见之处皆为花丛、所到之处皆被绿色

环绕。

白石山作为北京西南生态屏障，森林覆盖

率达 98%。近年来，白石山景区先后建设生态

蓄水池、环保水冲厕所、三级生态化粪池、生态

游步道和护坡绿化带等一大批基础设施。“目

前，白石山实现了垃圾分类和定点投放，500
余个环保垃圾桶均采用环保材料且与周边环

境相协调。我们还与涞源县垃圾综合处理厂合

作，垃圾日产日清、环保处理。”杨风雷说，白石

山峰高谷深，垃圾彻清难度大，为了调动游客

的积极性，景区推出“垃圾积分”办法，引导游

客自觉将垃圾带下山，用垃圾兑换景区纪念

品。

2023 年，白石山林场被中国林场协会授予

2023 年度“十佳林场”称号。白石山林场总面积

达 4184.52 公顷，主要树种有油松、落叶松、山

杨树等，有高等植物近千种。“林场全年严密布

控，采用无人机自动化巡查、24 小时值班等方

式，确保巡查全覆盖无死角，连续 30 多年‘零火

情’。同时，严禁各类人群进入林区捕猎伤害野

生动物和乱采林区植物，林区野鸡、野兔、獾子

等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数量逐年增多。”白

石山林场场长席鹏程说，白石山林场始终坚持

以生态建设为中心，强化营林、依法管林、产业

富林，全力推进林场建设和发展，现已发展成集

植被保护、森林培育、生态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

国有林场。

百业兴旺

置身云端，俯瞰山海。从缆车下来后，巍峨

壮丽的山体风貌一览无遗。在白石山小洞天观

景台旁，来自保定市徐水区的刘淑燕身穿马面

裙和好友一同打卡拍照。“这些服装是景区免费

提供的，还有专业的摄影师帮着拍照，景色美，

衣服也好看，体验感很好。”刘淑燕说。

“为了顺应游客的拍照打卡需求，给游客提

供更好的体验，景区新设置了旅拍项目，光各类

服装采购就花费 12 万元。”杨风雷说，除了传统

的登山、坐缆车、赏景，白石山景区近几年不断

推出消暑赏云海、露营观星空等旅游新业态。游

客白天可以在大自然里畅游，傍晚在营地享受

烧烤与晚霞，夜晚在帐篷里细数浩瀚星空，清晨

打开帐篷就可迎接日出。此外，全长约 13.5 公

里的夜爬路线也备受游客欢迎，步行 5~6 个小

时即可登上佛光顶。

打造白石山大 IP，又不止于白石山。建成

跳台滑雪群和训练风洞，成为国家跳台滑雪的

训练科研基地；北京西南最大的七山滑雪度假

区初具规模；创新驱动发展大会、第三代半导体

峰会、白石山地球科学论坛等在涞源县召开；华

中温泉度假生命健康管理中心、洲际桃源文化

旅游小镇中医养生馆等开门营业……涞源县推

动文旅产业与体育、会展、康养、农业融合发展，

形成以白石山为核心、多景区多元素融合的山

地度假大区和新型文旅产业集聚区。

在距白石山不远处的中国雪上运动学院项

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井然有序地施工

作业，机械设备不停地穿梭于各个区域，4 栋多

层建筑拔地而起。“项目已完成全部建筑区域主

体结构工程施工，目前正在进行幕墙骨架安

装。”项目经理张拥法说，项目投资 3.8 亿元，总

建筑面积 42856.9 平方米，预计今年 8 月底交

付使用。

该项目是国家体育总局落户河北省的重点

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与之前的国家跳台滑雪训

练科研基地共同发挥“教育、科研、训练”作用，

助力优秀竞技冰雪体育人才和大众冰雪体育人

才培养。

旅游搭台，经济唱戏。目前，涞源县旅游

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达到 60%，以白石山

为龙头的“白石山旅游+研学培训+七山滑

雪+温泉休闲康养+涞源湖灯光秀”多业态文

体旅项目，助力涞源县成为全季全时旅游度

假目的地。

共生共荣

“五一”假期，白石山旅游旺季到来。在景区

西门经营农家乐的孟志刚忙得不可开交，上山

采摘大叶鼠李的嫩芽，晾晒、炒制……经过各种

工序，一罐罐成品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他还给

自己制作的茶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白石崖

绿”。

从种地到开办农家乐，再到推出特色商

品，作为涞源县第一批开办农家乐的孟志刚，

其经历是白石山景区带富一方百姓的鲜活例

子。

一业兴，百业旺。涞源县用好白石山这一资

源，把农家乐、民宿和保定院子作为带动百姓增

收的重要抓手。从规范市场入手，通过上门指

导、示范带动、入户宣讲等方式，提高服务水平

和经营管理能力，打造高质量、规范化的民宿产

业，涌现出一批精品民宿、金牌农家乐。截至目

前，涞源县共发展民宿及农家乐 300 余家，拥有

床位 8100 余张，带动就业 1.1 万余人，探索出一

条借力景区发展农家乐、民宿的乡村振兴之路。

涞源县坚持景城同建、主客共享，持续提升

旅游城市环境。“我们做到了 4 个结合，即：与巩

固脱贫攻坚相结合，将所有脱贫产业都植入旅

游元素，可观可赏；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将搬迁

村和老村改造成美丽乡村和旅游接待村，打造

老宅子变成民宿；与生态修复相结合，将退出的

矿山、选厂改造成耕地、花海和旅游新业态项

目；与创建园林城市、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相结

合，投资 15 亿元，建设涞源湖旅游度假区、体育

公园、烟墩山公园、拒马源公园、街心公园等。”

涞源县副县长朱智慧说，这些公园的建成，不仅

为常住人口提供放松健身之所，更让旅游度假

人群有了新去处。

“随着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以及

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我们将会展旅游

确定为新的发展方向。”涞源县委书记陈英民表

示，最终目标是将涞源打造成会展旅游的新兴

聚集地。 王胜强

景 城 交 融 白 石 山

黄海之滨，山东日照，有条长约 28 公

里的阳光海岸绿道。绿道南起日出东方灯

塔广场，北至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循岸

线，连山海，穿松林，过村居。当地人说，这

是条风景大道，也是大家的幸福大道。

绿道沿途有什么？如何建成？怎样用

好？笔者来到日照，和当地一家单车俱乐部

的成员李小树一起，开启一场绿道之旅。

绿道沿途有什么？
一条风景路：道在林间，人在画中

清晨，东港区日出东方灯塔广场，空气

中透着丝丝凉意。穿上骑行服，戴好专业头

盔、手套，整理护目镜，沐着朝阳，李小树和

骑友循着绿道，一路向北。

第一站，万平口景区。眼前，海面辽阔

无垠，蜿蜒的海岸线向远处延伸，经过一夜

微雨洗礼，海滩更添一份意韵。海风拂过脸

颊，空气里混着松脂的清香，沁人心脾。李

小树深吸口气：“空气清新，适合锻炼。”

“新娘，请把脸向大海方向转一下，对，

这个角度拍下来，就是‘海誓山盟’！”沿着

海岸继续骑行，几对正在拍摄婚纱照的新

人吸引了李小树的注意力。“景区建了婚纱

拍摄基地，几乎每次骑行，我都能偶遇‘喜

事’。”她说。

穿过飘桥，来到太公岛公园。早起的居

民、游客三三两两，悠闲漫步。按照指引，李

小树与车队穿过一大片三色堇、矢车菊铺

展的“花毯”，前方原木色与白色错落相间

的建筑，正是日照安泰海洋美学馆。

“以前，这里是座水产育苗厂，闲置多

年，没想到现在改造成了景点，还建了民

宿、书屋、科普基地……”李小树推荐笔者

来“打卡”，“沿着绿道骑到这里，找本喜欢

的书、点杯咖啡，累了就望一望窗外的大

海，舒适惬意。”

继续前行，笔者嗅到一股青草的涩味，

很快，驶入一片高耸的水杉林中。李小树

说，这是骑行途中她最喜欢的地方———日

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氧吧到了。”李

小树放缓骑行速度，尽情享受这片林海。

公园依山傍海、林海相依，森林覆盖率

78%，水杉、黑松、麻栎等 300 余个树种遍

植其间，灰喜鹊等 200 余种鸟类婉转啾鸣。

李小树的目的地是五莲山。车队骑行

至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后，转入另一条

绿道———山海风情绿道。目前，日照市已将

阳光海岸绿道与山海风情绿道打通，总长

61.8 公里，山峦、大海、民宿、村居点缀其

间，串联成链。

绿道是怎样建成的？
一条生态路：最小干扰，最大保护

李小树是土生土长的日照人，在她的

印象中，多年前，绿道沿途还是另一番模

样。“岸线遍布渔家村房、滩涂养殖，植被也

没这般茂密，更没有有趣的‘打卡点’。”她

回忆。

日照市遵循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

则，开展阳光海岸改造提升工程，修复整治

海岸线的同时，启动阳光海岸绿道建设工

程。

海岸边建绿道，要秉承哪些原则？

笔者翻阅昔日的阳光海岸绿道规划，

列在第一位的是生态目标：“通过维护绿道

及周边海洋、河流、湿地、森林等生态系统

的生态功能，为植物生长和动物繁衍栖息

提供充足空间，保护与优化生态系统，维护

生态系统稳定。”

“不动一棵黑松，不动一块礁石，不动

一片沙滩。”时隔 5 年多，日照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规划设计师张波依然

清楚记得“三个不动”原则，“全过程遵循

‘依托原貌、临场设计’，最小限度干扰、最

大可能保护，对生态薄弱的地方重点修复

提升，尽可能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完整性。”

张波全程参与绿道设计，深知其中不

易。“规划选线时，因形就势、遇树绕路，避

开现状松林、沙滩、礁石和湿地，尽可能降

低对生态的干预。”张波对任家台礁石公园

北侧那片黑松林记忆深刻，葳葳蕤蕤地围

绕在湿地周边的黑松林，不规则分布，成了

他们设计的难题。

“日照人对黑松林的感情里，蕴含着对

自然的尊重。”张波介绍，20 世纪 50 年代

日照启动沿海防护林建设以来，经过多轮

栽植试验，黑松凭借耐海雾、抗海风等特

性，在日照海滨扎根生长，阻挡风沙、保持

水土，既是海岸带第一道生态屏障，也成为

四季常青的美丽风景。

可是，电子测量设备不能用，软尺测量

不方便，如何精准勘测这片黑松林？“用脚

代替笔，再用仪器定点坐标、复核线路，最

后的设计路线既确保不破坏一棵黑松，又

满足骑行、步行需求。”说到这里，张波颇为

自豪，“现在大家走的这段绿道，就是用我

的脚印连接起来的。”

绿道建设，还得注重与周边环境和谐

相融。“绿道颜色的选择也非常精细。”张波

说，“红色和六度灰搭配，既让人感到舒适，

更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当时，日照兴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也

参与了绿道建设。“飘桥是连接太公岛公园

与万平口的主要通道，这段绿道用的是两

厘米厚的陶瓷颗粒材质。”公司董事长秦绪

建说，施工之初，仅针对材质选择，就组织

专家开了 10 余次会议，反复论证，最终达

到既减轻骑行时桥面颤动，又实现与周边

环境融合的效果。

太公岛公园，绿道护坡上，可见一个个

手工粘上的牡蛎壳；绿道全线保留自然起

伏，路口采取弧形的人性化设计，轮椅、婴

儿车可全程无障碍通行；沿线共种植乔木

2.7 万株、灌木 28 万株，扩充绿化面积 49
万平方米。

“无论质量安全、原生态保护，还是景

点串联、绿化搭配，每个环节都精心研究，

成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张

波说。

绿道带来哪些效益？
一条活力路：百姓宜居，文旅繁荣

2019 年，李小树爱上了骑行。有绿道

前，李小树常和骑友在马路上骑行；绿道建

成后，她发现身边骑行的人越来越多。

绿道串起秀丽风景，也装点百姓美好

生活。“上班、回家、游玩，在绿道上骑行心

情舒畅，幸福感满满，生活品质更高了。”李

小树感慨。

阳光海岸，绿道绵延，不但让百姓生活

幸福绵长，也铺展了城市绿色发展新路。

在东夷小镇开办民宿的董国华，经历

了小镇旅游产业的变化。“早些年，海边有

些小餐馆、泳衣摊点，门前散乱、私搭乱建，

留不住客。”董国华说，这些年，海岸风景越

来越好，当地同步拆除杂乱设施，引导规范

化经营。特别是绿道建成后，日照持续升级

文旅产业，取消一批沿海景区收费，客流量

逐渐增大。去年，董国华的民宿收入同比增

长 30%，最近，她正计划开第二家分店。

沿着绿道一路骑行，李小树体验过各

种有趣的活动：听一场音乐会，看一次沉浸

式演出，偶尔叫上几个好友，体验一番基地

露营……日照市沿着阳光海岸绿道布局，

丰富文旅项目，策划推出一系列文旅产品，

人气越来越旺。

东港区是阳光海岸绿道生态“外溢效

应”的直接受益者。“我们将在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态

文明建设体系和现代旅游体系。”东港区委

书记刘祥龙表示。

据统计，2023 年，日照市共接待游客

5333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353.7 亿元。

按照世界级郊野岸线标准打造的阳光

海岸绿道，也成了举办健步行、骑行等赛事

的选择。日照市引进赛事资源，探索出“小

城办大赛”的新路径。2023 年，90 余项省级

以上赛事活动轮番登场，赛事流量成经济

增量，拓展出一条体育和文旅相融合的发

展道路。

前几日，安徽姑娘张乐晴（化名）乘高

铁来日照参加马拉松比赛，被阳光海岸绿

道的风景吸引。比赛结束后，她决定再留几

天，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离开日照前，她发

了条朋友圈，几张美图、配段文字———“打

卡日照，有机会，定再回这座美丽的城市看

看。”

李蕊

骑行爱好者穿行在阳光海岸绿道飘桥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