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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
京 7 月 7 日电
7 月 7 日，生
态文明贵阳国
际论坛 2 0 1 8
年年会在贵州
省贵阳市开
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论坛
年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
出，生态文明
建设关乎人类
未来，建设绿
色家园是各国
人民的共同梦
想。国际社会
需 要 加 强 合
作、共同努力，
构建 尊 崇 自
然、绿色发展
的生态体系，
推动实现全球
可持续发展。
此次论坛年会
以“走向生态
文明新时代：
生态优先 绿
色发展”为主
题，相信将有
助于各方增进
共识、深化合
作，推进全球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习近平强
调，中国高度
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倡导人与
自 然 和 谐共
生，坚持走绿
色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之路。
我们愿同国际
社会一道，全
面落实 2 0 3 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共同建
设一个清洁美
丽的世界。

新华社成都 7 月 6 日电(记者惠小勇、蒋作
平、刘坤)个儿不高、拄着拐杖，但腰板挺直、头
发整齐，眼睛炯炯有神，这位 60 岁的残疾人在
花甲之年绽放了人生第二春。

他叫余定泗，家住四川省通江县新场镇巴
州沟村。

6 岁那年，余定泗因意外受伤导致左脚残
疾。大集体时，下地劳动困难，没挣到几个工分，
日子过得比别人更紧。成家后，妻子患有智力残
疾，这个“双残户”的日子步履维艰。20世纪 80
年代分田到户后，同样因劳力弱，是村里的特困
户。

“贫困不是天注定，注定也要拼一拼。”初中
文化程度的余定泗，凭着自己的勤劳和坚韧不
拔，30 多年终于闯出一条脱贫路。

“种那点庄稼，也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农

忙时靠亲朋近邻帮衬。但平时全靠自己，别人干
完农活回家了，我们还要在地里慢慢干。”余定
泗告诉记者。

改革开放唤醒了中国农民的市场意识。余
定泗在自家房前屋后种了李树、桃树。可在那个
为温饱奔波的年代，种出的水果卖不了钱。

余定泗又尝试着种桑养蚕，为当时的通江
县丝绸厂提供蚕丝。可是，因他缺乏养蚕经验，
又以失败告终。

不能这样穷下去，余定泗一直在寻找致富
门路。到了 20世纪 90 年代，巴州沟村家家户户
都种植小麦、玉米、油菜，村民们要将粮食背到
几公里远的加工厂打米磨面，但跋山涉水，极不
方便。

“我看到了商机，借钱买了打米磨面机，虽
挣钱少，但日子总在变好。可随着村里通电和小

型打米磨面机的增多，我的生意一下就萧条
了，原来购买的柴油式打米磨面机也慢慢生
了锈。”余定泗回忆往事。

2011 年，爱“拼搏”的余定泗筹借资金
6 . 5 万元，买了六七十只羊搞起养殖。由于缺
乏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不到半年，羊陆续
死了一大半，最后只卖了 1 万多元，还背了
一身债。这次惨败，沉重打击了他的信心和
勇气。

“受挫后，老余一度很消沉，头发乱蓬蓬、
家里乱糟糟，我们从拉家常开始帮他分析脱
贫路上的经验教训，渐渐地，老余又有了信心
琢磨起致富门道。”2013 年到任的新场镇党
委书记陈茂林告诉记者。

这一次，老余把主意打到了养猪上。虽然
开始只有三头母猪，但他倾注了全部心血，一

有空闲就翻阅镇干部送他的科学养猪手册。
2015 年，中央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打响了

秦巴山区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役。巴州沟村来了
县乡两级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组，余定泗家被
认定为需要重点帮扶的贫困户，工作组干部在
资金争取、技术指导、劳力帮扶、产品销路等方
面帮老余重新规划了生态养猪致富办法。

“工作组干部一心一意帮助我，给我吃了定
心丸。”年近花甲的余定泗再次燃起脱贫致富、
干事创业的斗志。

2015 年，余定泗申请到扶贫小额贷款和
产业周转资金 10 万元，还获得残联帮扶资金 2
万元。有了资金，余定泗决定扩大规模。帮扶干
部组织劳力帮余定泗建起标准化圈舍，养了 11
头能繁殖母猪和 50 头育肥猪。驻村农技员李
文东也常来指导。 (下转 2 版)

拄断七八根拐杖，余定泗三十余年“斗贫记”

走进江西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卢育明的家中，只见
堂前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卢氏家训”，上面写着“尊
重自然，保护环境”。“前几年家族里的人聚在一起讨论，
决定把这句话加上去。”卢育明说。

长水村坐落在九岭山脉中段武陵岩北山下，林地
人均 70 亩，耕地人均只有 7 分。

卢氏家族自宋朝开始定居长水村，那时就有了族
谱和家训。78 岁的村民卢盛华是近两届卢氏修谱委员
会的理事长，2012 年他召集 40 多位有声望的卢氏村
民讨论。“大家共同决定添加保护环境的内容。”他说。

40 年间，从心安理得“坐吃山空”，到把“养山护
山”放在心尖，长水村人这条路走得虽艰难但坚定。

像许多山里人一样，长水村村民用钱靠山，吃饭靠
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村民看来，靠山就是“砍树
卖”，“有指标争着砍，没指标偷着砍。”村民余静春之前
在村旁开家具厂，他说：“一人怀抱粗的红豆杉都砍
过。”“那时我也砍了很多树。”已逾花甲之年的卢育民
提起来一脸懊悔。

由于滥伐树木，一下大雨，泥巴、土块被冲进水
里，河水浑浊不堪。村民坐吃山空，纷纷外出谋生。“看
到后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卢育民说，靠山吃山的
想法变了。

2004 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长水村拉开序幕，
12 . 4 万亩山林全部承包到户，426 户村民都拿到了林
权证。卢育民、余静春等村民主动放弃木材采伐指标。

卢育民指着眼前茂盛的山林说：“这里原来是一片
荒草，自从分到我家后，我就开始种树。”余静春每次回
乡总要买些树苗种下去，“1994 年到 1997 年 130 棵红
豆杉，2008 年到 2009 年 170 棵桂花树。如今很多树都
有碗口粗了。”

少伐木多种树演变成村里人的共识。15 年间，全
村有 240 多户农户自发上山造林共 3000 多亩。如今，
山又绿了，水又清了，各家房前屋后浓荫蔽日。去年长
水村获评“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进集体”。

除了卢氏家族，近几年长水村张氏、余氏、肖氏等
家族陆续将生态环保写入家训。比如，张氏家训添加的
是“热爱自然、保护生态”，余氏家训添加的是“树木资
源、不许滥砍”。

村里人靠山吃山的“吃法”也变了。茂密的山林中，
20 多个木屋依坡就势，分布在海拔 1000 米左右的山
间，可容纳 50 多名游客度假。这是卢育民打造中的木
屋度假项目。

长水村村民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林
下养殖、林下种植、林下旅游。“今年以来吸引游客 8 万
多人次。”长水村党支部书记余迭文说。

武宁县委书记杜少华说，长水村先后获得全国绿
色小康示范村、全国生态示范村和全国生态文化村等
荣誉。2017 年村人均纯收入比全县人均纯收入高
2000 元。 (记者程迪、田耘)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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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2017 年 8 月 7 日拍摄的梵净山风
光。 新华社发（姚磊摄）

新华社记者向定杰、汪军

“我的家乡梵净山，红云金顶入云端；云
梯万步天路远，风雨飘飘几千年。”一首广为
流传的歌谣，唱出了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的天
生丽质。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的梵净山，是武陵
山脉主峰。炎炎夏季，走进山麓深处，云雾缭绕
间一切都浑然天成，满眼翠绿令人陶醉。日前，
从海外传来好消息，梵净山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新成员。美丽而神秘的梵净山，正吸引更多关注
的目光。

古老山峰生机盎然

古陆漂移碰撞，火山岩浆迸发，积蓄数亿年
的能量，梵净山横空出世、傲然挺立。其山体垂
直高差超过 2000 米，连绵的山势、险峻的沟谷，
构成了重峦叠嶂的壮阔景象。

从山脚乘坐缆车而上，一路上常常会目睹
“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的奇特。到了山顶，
可以看到页岩堆积的“万卷书”、惟妙惟肖的“蘑
菇石”、巍峨庞大的“月镜山”等景观。而想要站
上新金顶俯瞰全貌，还需依靠铁链攀爬金刀峡。

除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这里还有地球
同纬度上保存最完好、最典型的原始森林，植被
覆盖率达 95% 以上，享有“植物王国”“生物资
源基因库”的美称。

根据保护区工作人员调查，梵净山繁衍着
野生植物和动物 7154 多种，其中植物 4394 种、
动物 2760 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近危
以上级别植物 49 种、动物 35 种，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 37 种、动物 38 种，是亚热带生物多样性最
重要的栖息地。

“早在 2013 年就提出申遗目标，如今经过
5 年多努力，终于如愿以偿。”铜仁市申遗办负
责人表示。

第 42 届世界遗产大会认为，梵净山是珍
稀濒危动植物珍贵的栖息地，古老孑遗植物
的避难所，特有动植物分化发育的重要场所，
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在地球上的唯一栖息
地，水青冈林在亚洲重要的保护地，理应成为
世界自然遗产新成员。

在此前，世界遗产专家们也多次实地考察
过梵净山。美国生态学博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资深评估专家吉姆·桑赛尔发出感慨：“梵净山就
像一个生态孤岛，有很多物种在里面生存、发
展，它的周边就是人类活动的海洋。”

人类“瑰宝”受到珍视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物力量，使梵净山集
聚了万般宠爱。这一切的美妙，却不是谁都能有
缘识得和有心欣赏。

“实至名归、众心所向。”得知申遗成功的消
息，49 岁的广东摄影师何雄周第一时间在朋友
圈分享。十二年间，他为这座山拍下了 10 万多
张照片。

2006 年，何雄周第一次结识梵净山。“当时
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贵阳租车过来，花了两天
时间。”他回忆说，到了山脚，他们又雇了轿夫，
俗称“抬滑竿”，把四五十斤重的器材抬上山。

“太震撼啦！充满了灵气！”何雄周说，在

山顶，他第一次就见到了“瀑布云”和“佛光”
景象。正因痴迷，后来他卖掉了广东的房
子，钻进深山潜心拍摄。梵净山西麓有一株
1300 多年的紫薇树，当地村民奉为“神树”，
为了拍摄祭拜场景，他连着三年春节守候
这一幕。

多年的积累，让何雄周萌生了出版画册
的愿望，让更多人目睹梵净山的神奇。当翻看
旧照，对比同一地点的变迁时，他惊喜地发现
梵净山和过去“简直一模一样”，这也反映了
当地保护梵净山的努力。

早在 1956 年，梵净山就被国家划定为天
然森林禁伐区。1978 年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成
立，并组建了专门的保护区管理机构。1986
年经国务院批准，梵净山成为首批 17 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之一。

1987 年，梵净山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成
为具有全球意义的 A 级保护区。

地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梵净
山方圆约 567 平方公里。而作为世界自然遗
产提名地面积 402 . 75 平方公里，缓冲区面
积 372 . 39 平方公里，涉及周边 7 个乡镇 22
个行政村，现共有居民 5692 户，21905 人。

如何既让村民告别“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的困境，又不破坏山峰的本来“妆容”，梵净山
的保护始终不容懈怠。

未来保护仍在路上

走进梵净山脚下的寨沙侗寨，错落有致
的鼓楼与青山绿水相融。来看山的游客，几乎
都要进寨子，吃一餐农家饭，买一点山货，跳
一场侗族篝火。

50 多岁的夏德良曾是一名轿夫，经常守
候在通往梵净山的步道边等待雇主。“过去，寨
子里青壮年男子几乎都在山上抬滑竿。”夏德
良说。

2011 年，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依托生态

资源优势，当地打造乡村旅游扶贫试点。尝到
生态保护的甜头，村民们也自发立起了“组规民
约”，约束村民滥砍滥伐、污染环境的行为，自觉
保护着家门口的“金山银山”。
数据显示，2017 年，梵净山景区全年接待游

客总人数 58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32.14亿元。
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介绍，总

面积约 65 万亩的保护区目前仅开放了 4 万多
亩，不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保护区最大限度
地减少人为的环境影响，聘请大量清洁人员，
垃圾每天外运，此外还加大了林业行政执法力
度，推进科研监测和宣传教育，让生态文明的
理念深入人心。

这些具体措施的落实，使得梵净山成为旅
游标志性产品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
保护。全球濒危的“世界独生子”黔金丝猴生存
环境得以改善，近年来数量还有所增加。

贵州省申遗工作团团长宋晓路认为，成功
申遗是国际社会对梵净山自然遗产价值和保
护管理工作的认可，是我国着力构建生态多样
性保护网络取得明显成效的缩影。

据了解，这是中国第 53项世界遗产、第 13
项世界自然遗产，也是贵州第一个独立申报的
遗产项目。至此，贵州拥有 4 处世界自然遗产
地，居中国首位。

“我们将以梵净山成功申遗为新起点，严格
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加强自然遗产地保护的
法制、资金、人才和体制机制建设，持续保护
好、利用好、传承好人类珍贵的世界遗产，为维
护全球自然资源多样性，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铜仁市委书记陈昌旭
表示。 新华社贵阳 7 月 7 日电

云云 梯梯 万万 步步 天天 路路 远远
中中国国梵梵净净山山何何以以列列入入世世界界自自然然遗遗产产地地？？

在陕西省平利县正阳镇，有一处海拔在 1800 至
2500 米之间的高山草甸，漫山遍野的鲜花竞相绽
放，成为人们消夏避暑好去处。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高山草甸醉游人
7 月 7 日无人机拍摄的银西高铁甘宁段施工

现场。目前，银（川）西（安）高铁甘宁段工程进入全
面架设连续梁阶段。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银西高铁加紧施工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董小红 、王宾)
我国健康扶贫取得积极进展。目前，全国已
有 581 万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进度
与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整体脱贫进度基
本同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介绍，
国家着力提高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努力
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对贫困人口实行了
倾斜性医疗保障政策，新农合大病保险起付
线降低 50%，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提高 5 个百分点以上；还推行了县域内住院
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算；对贫困
人口采取了特殊医疗保障措施。2017 年全国
贫困人口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平均为
16%，比 2016 年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

记者了解到，针对大病患者，我国已遴选
了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等 9 种大
病作为首批救治病种专项救治，目前已经救
治 18 . 9 万人；针对慢病患者，优先落实了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
慢病的规范管理和健康服务；针对重病患者，
落实政府兜底保障措施。截至 2017 年底，累
计核实需救治的 849 万贫困人口中，已有
804 万人入院治疗或享受签约服务。

我国健康扶贫取得积极进展

581 万因病致贫

返贫户实现脱贫

▲ 7 月 7 日，首都学生代表在仪式上集体朗诵抗战家书。当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1 周年仪式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