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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灿的黄花风铃木、粉白相间的宫

粉紫荆、红彤彤的木棉花……春日的广州

如同莫奈画作。

广州又称花城，其魅力不仅在于高“颜

值”，更在于其“两山”转化的具体实践。

如何让城市更美丽？广州的答案是，以

绿美广州生态建设为牵引，以打造美丽中

国城市样板为统领，主动探索超大城市美

丽城市建设路径，提升城市活力。

率先探索“美丽经济”

四月，走进迳下村，只见青山绿水，繁

花似锦，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我们

周末喜欢带小孩过来摘菜、露营、放风筝

……在美景中，一边休闲一边给身体充电，

十分惬意。”广州市民王女士开心地说。

迳下村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知识城，是

广州市打造美丽中国城市样板首开示范项

目之一。

2024 年 11 月，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国

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签订为期三年的

《美丽中国城市样板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为美丽中国城市样板投融资建设项目提供

全方位、全链条、定制化的专项融资保障；

同期，广州市推动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

行与相关企业就广州知识城—迳下美丽单

元建设项目、岭头片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暨“美丽广州”示范项目签订融资贷款协

议，共获得授信 7.37 亿元。

在绿色金融的加持下，曾经水体浑浊、

生态失衡的迳下村，蝶变为白鹭低飞、河湖

连片、古朴雅致的美丽村落，成为广州市以

项目为引领发展“美丽经济”的生动写照。

此外，广州还建立了美丽中国城市样

板投融资建设项目库，目前已有 27 个项目

入库。

除了通过金融创新发展“美丽经济”，

广州市还发布多项文件，完善超大城市建

设美丽城市的顶层设计。2024 年，广州出台

《广州市打造美丽中国城市样板工作方

案》，部署开展 10 项重点工作；启动编制

《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等文件，谋划美

丽广州建设措施、重大工程。

广州还首创“美丽广州—美丽区县—

美丽单元—美丽细胞—美丽工程”的美丽

城市立体建设模式，以设计创新、政策创

新、模式创新、项目创新等一系列方法论

“组合拳”，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广州智慧。

科技赋能环境治理

每年初夏，广州市的小朋友们最喜欢

的活动之一就是到华南国家植物园、海珠

国家湿地公园看萤火虫。萤火虫被称为“环

境指示剂”，对栖息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

近几年，随着广州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萤

火虫越来越常见。

数据显示，2024 年，广州大气、水环境

质量达历史最优。广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为 94%，同比提升 3.6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21 微克/立方米，再创新低。20
个国考、省考优良断面比例首次达 100%。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优异数据的背后，是广州以科技赋能，

提升城市生态数智治理效能的有效实践。

近年来，广州完成了“生态大脑”顶层

设计和基础框架搭建，实现全市水、气、声

物联监测数据以及环境执法、信访等业务

数据的协同互联。

广州塔是广州知名地标，来打卡的游

客络绎不绝，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个

空气质量梯度监测网（标准站），24 小时运

作守护“广州蓝”。

广州塔空气质量梯度监测网已运行十

多年，近年来又不断增设 PM1、能见度、黑

碳、臭氧激光雷达、温室气体、颗粒物组分

等研究性监测项目，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和

扩展。

在改善水环境方面，广州打造大湾区

地下水多层自动监测品牌，建设“一井一站

一平台”，创新地下水监测数据智慧管理体

系，构建了“采—测—预警”业务化平台，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等技术，有

效提升数据深度治理及智慧分析能力。

此外，为实现“双碳”目标，广州成立了

生态环境数据要素创新基地，加快数字化

绿色化协同发展。“穗企环责通”“探碳政策

通”“碳足迹数据报告”等多款生态环境数

据产品纷纷亮相。

“随着科技的进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势在必行。”广州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保森说，未

来，广州将不断加强科技支撑，健全“天、

空、地、海”立体物联感知“一张网”，强化无

人机、无人船等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推

广，助推低空经济与生态环境融合发展。同

时完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提标提

质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争取建成

100 个市级美丽河湖。

体育盛会擦亮生态名片

走进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工人

正忙着对外窗、空调、照明、电梯等进行绿

色低碳升级，以实现节能降碳 45%以上的

最终目标，完成全国首个近零碳大型体育

场改造项目的建设工作。

今年 11 月，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以

下简称十五运会）将在广东、香港、澳门三

地共同举行。广州以十五运会为契机，出台

美丽全运工作方案，再次为美丽城市建设

注入绿色动能。

针对本次赛事，广州首次提出采取大

规模运用地方碳普惠制、融入零碳场景理

念、倡议供应零碳产品等亮点举措，推进实

现赛事碳中和。据了解，为实现绿色低碳目

标，广州赛区实施差异化改造策略，通过

“1+1+1”模式，即打造一个零碳建筑、一个近

零碳建筑和一批绿建星级场馆，让老场馆焕

发新活力。这些举措将不仅确保赛事的碳中

和，还会推动城市能源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

改善，进一步擦亮花城的生态名片。

目前，广州已编制广州赛区环境质量

保障 1 个总方案并配套了 12 个专项方案

计划，推进“无废体育场馆”“无废酒店”建

设，加强场馆周边重点区域环境整治，全力

打造绿色低碳智慧美丽全运。

不难想象，当十五运会正式开场，来自

全国各地的观众们将在观赛之余，惬意地

感受广州的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

叶青

春风拂过武夷丹崖，九曲溪畔的玉女

峰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溪水载着山樱落花

潺潺而下。崖间新茶冒尖，林下红菇破土，

白鹇掠过千年古树林，振翅声惊落一片水

珠———这是福建省武夷山国家公园独有的

春日画卷，也是“四库联动”绘就的生态长

卷中最灵动的注脚。

近年来，武夷山扎实推进森林“水库、

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走出一条“生

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的发

展路径，先后获评首批国家公园、“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国家实践创新基地等称

号。森林生态作用不断凸显，绿色发展“强

磁场”持续释放。

守护“水库”润生态，

夯实绿色发展根基

天未破晓，武夷山市兴田镇生态巡护

员曾建安便已起身。简单洗漱后，他穿上黑

色制服，将手机、对讲机、望远镜等一一备

好，准备开启一天的巡护。

河面出现浑浊、河道出现违法采砂、有

人违规种茶……凡是与森林和水域有关的

问题，曾建安都会第一时间核实情况，并上

报指挥平台，联系乡镇的相关部门进行处

理。

“只要发现问题，就要第一时间去处

理，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生态环境安全。”

曾建安说。

去年开始，武夷山市创新生态保护

“123”机制，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一委统

筹，林长、河长二长协同，土地协管员、河道

专管员、林业生态管护员三员合一，强化部

门联动会商、人工智能应用，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三员

合一”整合后，像曾建安这样的生态巡护员

正式上岗。武夷山 121 个网格一比一配齐

生态巡护员，专人专职常态化开展生态巡

护，武夷绿水青山有了“贴身护卫”。

为了以系统思维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治理，当地紧盯全市主要流

域、水库等重要水源地周边土地，实施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扎实推进国家生态补

偿试点县（市）建设。同时，还将水源涵养功

能纳入森林经营管理范畴，严格落实河湖

长“巡河交水”制、林长“巡山交树”制，实施

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闽西北山地丘陵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目前，武夷山市森林覆盖率 82.13%，

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96.72%，全市 5 条

河流列入全省非常健康河流，各流域、饮用

水水源地、主要湖库水功能达标率 100%。

激活“钱库”兴产业，

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武夷山市是我国茶叶的重要产地、“万

里茶道”起点，以武夷山大红袍、正山小种

等为代表的茶叶品牌名扬天下。

3 月，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千

亩生态茶园生机盎然。山顶生态防护林郁

郁葱葱，涵养着茶园水土；山间茶树沿着等

高线错落分布；樱花树、闽楠、银杏等乡土

阔叶树套种其间，为茶树遮阴庇护；茶树下

绿油油的大豆填满行间空隙，长势喜人。

这就是生态茶园最直观的模样。

“生态茶园可简单概括为头戴帽、腰系

带、脚穿鞋。”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

传承人刘国英说，当地以茶树为主要物种，

通过茶、树、草等复合栽培，科学施肥，绿色

防控，使茶树生长与茶园生态系统和谐统

一。

1987 年，刘国英从当时的福建农学院

茶叶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崇安县武夷乡农

技站（现为武夷山市武夷街道）工作。凭借

精湛的制茶技艺，2000 年初，刘国英成为南

平首批科技特派员，负责将科技种茶、制茶

技艺传授给更多的茶农、茶企。

如今，“以茶兴农”正成为当地乡村振

兴的重要路径。2024 年，茶叶全产业链产值

增长 13%，税收 2.28 亿元，茶产业收入占农

民人均纯收入 56%。

打通森林“钱库”，不仅仅体现在做香

“一片叶”上。

当地通过探索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深

度融合模式，做美“一座山”。国家公园 1 号

风景道、崇阳溪生态巡护绿道等项目，森林

旅游、森林康养等新兴产业，“四季茶事”等

文旅产品，都在讲述武夷文旅故事。

同时，武夷山深挖水资源潜力，做活

“一瓶水”。当地通过建立“专班+国企”的水

产业招商模式，加大龙头企业培育，强化与

中科院等院校、科研团队合作，全力打造

“原料水”产业集群。

做强“粮库”拓供给，

挖掘森林食物发展潜力

为了向森林要食物，福建不断挖掘森

林食物发展潜力，开发“森林粮库”。2023 年

全省林下经济利用面积 2 万多平方千米、

产值 830 亿元。

近年来，武夷山市以产业提升和生产

需求为导向，以优良品种选育为重点，建设

完善种业基础设施，加强种业创新，加快选

育一批突破性品种，着力提升林木种业品

种创新能力、供种保障能力、种业市场竞争

力和服务能力。

“像我之前种毛竹，每 667 平方米年收

入仅约 2000 元，而种香榧我每 667 平方米

年收入能达到 2 万元，收益是种竹子的十

倍。”香榧复合经营示范基地负责人吴永良

说。武夷山市通过将竹林套种香榧纳入林

下经济、标准化建设等方式争取政策扶持，

引导林农把生态保护与林地利用结合起

来，实现林地高质量产出的“倍数效应”。

同时，武夷山市推进“一村一品”差异

化产业发展模式，做好竹笋、食用菌、蜂蜜

等“土特产”文章，探索竹林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鼓励规模竹企开展智能化、数字

化改造，加快竹加工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竹笋）标准化生产基地 10
万亩，2024 年竹产业总产值 32.94 亿元、比

增 8.04%，被列入 2025~2027 年度省级林

下经济重点县、笋竹精深加工重点县、现代

竹业重点县。

创新“碳库”促发展，

探索森林碳汇价值转化机制

新能源旅游巴士穿梭山林，滨溪漫游道

吸引游客步行慢游，旅游碳汇平台为个人或

者组织建立碳账户，增加游客“零碳旅游”数据

支撑……在武夷山，文旅“碳 IP”正不断树立，

“零碳旅游”正成为其文旅发展的新方向。

当地大力推进全域零碳旅游示范区创

建工作，通过“吃住行游娱茶”全要素降碳场

景，打造实现“低碳旅游”；打通“一元碳汇”

等平台渠道，引导鼓励游客和企业购买碳汇

产品实现“零碳旅游”；拓展“一元碳汇”消费

场景，开发零碳旅游小程序平台———碳积分

（武夷分），目前已进入试运营阶段。

此外，当地还建立全市可开发林业碳汇

资源台账，按照新 CCER 造林方法学，开发

国家自愿减排碳汇项目；完成科技试验林场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及第一监测期减排量备

案，并在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成功交易

“福建林业碳汇”3 万吨；推动科技试验林场

与农商银行合作，对在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

心登记的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碳减排量进行

质押，落地碳汇贷；与福建空天碳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开发茶园碳汇研究，结合不同

监测技术开发茶园生态系统碳汇计量方法

体系，为实现茶园碳汇市场交易打下基础。

武夷山市副市长吴跃辉表示，未来要进

一步扩容森林“水库”，充盈森林“钱库”，壮

大森林“粮库”，做优森林“碳库”，从而充分

发挥森林“宝库”作用，形成促进护林增绿、

点绿成金、汇金盈库、兴库富民的良性循环，

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生态本底。

武夷山：“四库联动”释放绿色发展“强磁场”
■ 邱犇

4 月 15 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

地区于田县阿热勒乡防沙治沙点，一株株带着新

芽的玫瑰苗被植入网格状沙障。灰黄色的沙丘

上，渐渐冒出整齐的绿色方阵，为这片广袤沙海

带来盎然生机。

“人们印象中的玫瑰，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

赏的，咱们这儿的玫瑰可是扎根沙梁的‘卫士’！”

阿热勒乡万方村村民买吐孙·依布拉衣木蹲在新

栽的玫瑰苗旁，脸上洋溢着笑容。

买吐孙·依布拉衣木的话道出了玫瑰在当地

防沙治沙中的特殊作用。玫瑰娇艳、装点大漠，但

更能凭借发达的根系固沙锁土，阻挡风沙侵袭。

时间回溯至去年 11 月 28 日，同样在于田

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空白区锁边任务

最后种下的是 10 万株玫瑰。为塔克拉玛干沙漠

系上“绿围脖”，是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的新奇

迹，而以玫瑰实现“合龙”的最后一步，饱含着无

数治沙人的浪漫情怀。

于田沙漠玫瑰适应沙漠边缘环境，

根系发达，耐旱、耐盐碱

“沙漠里竟能种玫瑰？”许多来到于田县的游

客，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于田县地处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

缘，气候干旱，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长充足。这样

的环境，为特定品种玫瑰的生长营造出适宜的条

件，当地种植玫瑰的历史十分悠久。

“我们本地人都知道，玫瑰是能固沙的。”买

吐孙·依布拉衣木蹲下身子，扒开松软的沙粒，展

示玫瑰的须根，“你看，玫瑰根系可以深入沙层至

少 3 米，‘抓’住的沙子能堆成小沙包。”

阿热勒乡党委书记蔡显富介绍：“于田县种

植的玫瑰主要是于田沙漠玫瑰。这是适应沙漠边缘环境的特

殊品种，耐旱、耐盐碱能力出色，能在恶劣的沙漠边缘生长。

这种玫瑰根系发达，尤其是侧根生枝发芽快，经过科学培育，

一株玫瑰 2 到 3 年就能形成一个宽 2 米到 3 米的花垄，对于

固定沙丘、防止水土流失有显著作用。”

同时，于田沙漠玫瑰多呈丛生状，植株密集，生长时，繁

茂枝叶有效阻挡风沙、降低风速，减轻风沙对地表的侵蚀，根

系还能固沙，对稳定沙丘、改善沙漠生态环境大有益处。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介绍，在于田风沙肆虐最

为严重的前沿地带，当地精心种植了玫瑰防风林带。这些紧

密排列的玫瑰植株，有效降低了风速，大大减少风沙对后方

区域的侵蚀。

在沙漠地区，要把玫瑰种好并非易事

沙漠地区降水少，水源匮乏，大规模种植较为困难；此

外，沙漠时常有风沙侵袭，强大的风沙可能会掩埋玫瑰植株，

影响玫瑰生长，要把玫瑰种好并非易事。

蔡显富记得，有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席卷了新

栽种的玫瑰苗种植区，狂风裹挟着大量沙粒，短短几个小时，

就将近 1/3 的玫瑰幼苗完全掩埋。后续，被掩埋的玫瑰苗即

便被工作人员及时挖出，不少也因根系受损严重，最终没能

存活。

为了种好玫瑰，于田县相关部门与科研人员紧密合作，

依据沙地分布状况、风向规律及水文条件等，探索科学合理

的规划。

在沙地内部，根据地形及有限水源的分布情况，当地采

用块状或带状两种不同的种植形式。在地势较平坦、水源相

对充足区域，以块状形式种植玫瑰；在沙丘边缘、沙脊线等位

置，则采用带状种植。

同时，于田县创新种植模式，采用“乔木+灌木”混合种植

方法，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规划大面积绿化带。高大的乔

木在风沙前沿形成防风屏障，有效降低风速，减少风沙对玫

瑰的直接侵袭；灌木发达的根系与玫瑰根系交织，稳固沙土

的同时改善土壤结构，为玫瑰生长营造更适宜的环境，显著

提升玫瑰的成活率。

通过这种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的种植方式，于田县成功

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沙漠生态防护体系。今年，阿热勒乡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带外围规划了大面积绿化带，计划新

增玫瑰种植面积 12 平方千米。在这里，梭梭、红柳、沙枣等茁

壮挺立，成片玫瑰点缀其间，防沙治沙的生态效益得以彰显。

沙漠里种玫瑰，带动当地村民增收，

大家参与防沙治沙动力更足

“去年光靠种玫瑰，我家收入就增加了 6.3 万元。现在种

玫瑰，政府还给补贴。”买吐孙·依布拉衣木说，这几年，眼看

着身边的沙漠一点点变绿，全家一合计，就在沙漠承包了

3.33 公顷沙地种玫瑰，“这样既能增收，还能为家乡防沙治沙

出份力，很有成就感！”

如今，于田县的玫瑰产业已突破单一种植的局限，产业

格局更加多元立体。

清晨采摘的鲜花，在 12 小时内进入加工厂，蒸馏出的精

油深受消费者青睐；玫瑰纯露、玫瑰花茶、以玫瑰为原料的化

妆品等 30 余种深加工产品畅销全国；电商直播更让相关产

品的销售额逐年增长。玫瑰走出沙漠，走向更广阔的远方。

近年来，于田沙漠玫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县种

植面积近 53.33 平方千米。2024 年，于田县玫瑰花产量超过

1.2 万吨，亩均产值 3975 元，带动 4238 户村民增收。“沙漠里

种玫瑰，老百姓尝到了甜头，大家参与防沙治沙的动力更足

了。”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贾存鹏说

在于田县，玫瑰的价值，还不止于防沙治沙、致富增收。

走进乡村，一条条乡间小道旁，玫瑰簇拥绽放。村庄的公

共空间也被精心布置，以玫瑰为主题的花坛、花境错落有致，

与民居相映成趣。在玫瑰产业发展过程中，于田县将玫瑰元

素巧妙嵌入乡村景观建设，当地乡村变得越来越美。

依托玫瑰种植基地，于田县开发了多个生态旅游景点，

游客既能欣赏玫瑰花海，还能参与玫瑰采摘、产品制作等。贾

存鹏介绍，今年，于田县计划在扩大玫瑰种植规模的同时，通

过科技创新、产业融合，让玫瑰产业成为当地群众致富增收

的幸福产业。

夕阳西下，忙碌了一天的买吐孙·依布拉衣木站在沙丘

高处远眺。以前栽下的玫瑰已连成一片绿色丝带，“你看，沙

子在玫瑰根下安家了。” 阿尔达克

燕子窠生态茶园。■ 黄海摄

广州：绿色发展添活力 蓝天碧水映花城

新
疆
于
田
的
玫
瑰
治
沙
又
致
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