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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黄豁、周文冲、李松

一个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人口仅 40万的贫困
区县；一个深藏在乌江峡谷、曾
经默默无闻的偏远区县。武隆，
从过去守着绿水青山受穷嬗变
为“自然的遗产、世界的武隆”
著名旅游目的地，旅游综合收
入对 GDP 贡献率近 4 0% ，
2017 年全区实现脱贫摘帽，
2018 年 12 月入选生态环境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这种跨越式发展中
隐藏着什么样的发展密码？

从守着青山受穷

到生态旅游致富

有的守着绿水青山受穷，
生态很好，百姓很穷；有的简单
复制发达地区经验，照猫画虎，
始终走不出“在落后中发展，在
发展中落后”怪圈……类似这
样西部贫困山区普遍的发展困
惑，也曾困扰武隆。

作为一个传统山区农业区
县，武隆曾提出过“百万头生
猪”发展目标，试图从传统农业
中找寻突围之路。但一家一户
养殖成本高、深加工链条缺失，
养猪这条路没有走通。武隆也
曾试图搞工业园区做大工业，
但受限于区位劣势，不仅没有
吸引来多少大项目，反而增加
了环境压力。

在经济上贫困的武隆，在
生态资源上却是“富饶”的。武
隆集合了天坑、地缝、草原、峡
谷、瀑布、溶洞、森林、河流等多
种自然景观，被誉为“世界喀斯
特生态博物馆”。最终，“武隆最
大的资源是生态，最大的优势
还是生态，除了绿色发展别无
出路”成了武隆的共识。从

1994 年开发芙蓉洞景区起步，武隆大力发展旅游，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接待游客从 12万人次到 2017 年的 2800 多万人
次，成为集“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三大品牌于一体的重庆旅游“名片”。

“过去认为旅游富民不富县，但实践证明，旅游业能造福
一方百姓，保护一方山水，促进一方经济，推动一方发展。”武
隆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李鹏程说，全区目前有超过 1/3
的农民吃上“旅游饭”，仙女山等核心景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已超过 4 万元，实现“旅游做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脱贫致
富”。2017 年武隆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87 亿元，对 GDP 贡献率
近 40%，持续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

对触碰生态红线的项目坚决说“不”

武隆人刘强每次到天生三桥，都会从深 200 多米的天坑
底向上多望几眼。和普通游客不同，他的工作就是保护自然遗
产。一家企业曾计划用热气球搭载游客升到高空俯瞰天生三
桥全景，但这个项目被否决了。“从旅游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
项目，但天生三桥是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建设这类设施对生
态保护有影响。”武隆区世界自然遗产管委会副主任刘强说。

2007 年，包括武隆在内的“中国南方喀斯特”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武隆旅游迎来爆发式增长。一些人认为这是搞
开发的“好机会”，武隆却反其道而行，将遗产地核心区 60 平
方公里以及周边 320 平方公里划入生态红线给予保护，还给
自己上了一道“枷锁”，所有新项目要经过当地世界自然遗产
管委会前置生态审批许可。同时采取国际通行的“反规划”建
设理念：先确定禁止、限制开发区域，再确定开发区域。一家大
型房企曾计划在遗产地一线之隔打造“俯瞰世界遗产、最美后
花园”的大型悬崖别墅群，开出高价，但武隆坚决说“不”。

在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范围内，武隆先后拒绝了 100 多
项各类商业投资建设项目，涉及资金上百亿元。在保护中发展
旅游，旅游发展的成果又“反哺”保护。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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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记者白洁、郑明达)国家主席习
近平 14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会谈。两国
元首一致同意，共同谱写中芬关系发展新篇章。

在中国即将迎来农历新年之际，习近平向尼尼斯托和芬
兰人民致以新春的祝福。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芬关系的主
旋律就是构建和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中芬加
强对话和合作，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将为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中芬双方要坚持互尊互信，保持开放包容心
态，尊重各自发展道路，照顾彼此核心利益，维护好中芬关系
政治根基，推动中芬关系行稳致远。要以创新为引擎，拓展务
实合作新领域，更好服务于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方
赞赏芬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同芬方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要充分利用中欧班列等带来的便利条件，促进双向
贸易，开展三方合作，探讨在北极航道开发等项目上的合作机
遇，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促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要加强人

文交流，我和总统先生将共同启动“2019 中芬冬季运动年”，
希望双方携手打造冬季运动合作典范。要共同推进全球治理
改革，加强国际事务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
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推动世界经
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中方愿同芬方加强在北极
理事会框架内合作，共同促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希望欧洲保
持团结、稳定、开放、繁荣，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
用。希望芬方继续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
用。我们愿同北欧各国和北欧部长理事会保持密切沟通，规划
好中国-北欧合作。

尼尼斯托首先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新年问
候。尼尼斯托表示，芬中关系发展迅速。芬兰高度评价中国的
发展成就，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珍惜同中国的友
谊。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芬兰愿发
挥积极作用，使这一倡议更好地同欧盟对接，促进欧亚大陆互
联互通。我这次访华期间，双方将发表《关于推进芬中面向未
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工作计划(2019-2023)》，相信
这将进一步促进芬中友好关系。芬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行
动计划，深化贸易、创新、环境、旅游、北极事务等各领域务实
合作，增进人文交流，加强体育、特别是冬季运动合作。芬兰赞
赏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发
挥的积极作用。当前形势下，芬中就国际事务保持密切沟通协
调十分重要。芬方将以下半年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
动欧盟同中国发展更加紧密的关系。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
署。

签字仪式后，习近平同尼尼斯托共同出席了“2019 中芬
冬季运动年”启动仪式。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新中国第一次
走上奥运赛场就是参加 1952 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五星红
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体育场上升起。中芬冬季运动发展契合
度高、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相信“2019 中芬冬季运动年”
将推动两国体育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为中芬人文交流注入
新活力，不断推动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
台阶。尼尼斯托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体育大国。芬中在体育
领域结缘已久。芬兰支持中国成功举办 2022 年冬奥会，很高
兴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开启冬季运动年的国家，相信这将进一
步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正在向冬季运动强国迈进，芬兰
愿助一臂之力。

中芬两国少年儿童分别向两国元首赠送中芬冬季运动年
标识和纪念品。两国元首同中芬冰雪项目运动员代表共同启
动“2019 中芬冬季运动年”。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尼尼斯托举行欢
迎仪式。

彭丽媛、孙春兰、郝明金、王毅、何立峰、高云龙等参加上
述有关活动。

习近平同芬兰总统举行会谈

▲ 1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会谈。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尼
尼斯托举行欢迎仪式。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尼尼斯托和夫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新华社记者王念、胡佳丽

新年伊始，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泗水
村的瑶族汉子老陈开始记新的家账，他相信今年的数字会更
喜人。

记者走访桂北山区乡村，来到位于龙胜县上岩山区的
陇新组，听到乡亲们说起老陈的事：种了 20 多年的杉树挣
了不少钱，不久前家里的房子也用漂亮的杉木装修一新。乡
里乡外，老陈很有名气，除了他既朴实又能干，更因为事事
清楚，是个有心人。比如，家里的收支账他记了 20 多年，共
有 16 本。

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行驶，上岩山麓莽莽苍苍，满
山遍野的杉树林在冬季也透着深深的绿色，树林紧紧连着水
满泥润的层层梯田。老陈家就在硬化过的通村路边，一栋两层
木楼引人注目。

老陈全名陈代军，个子不高，虽然已经 55 岁，看上去依然
很精悍。记者走进老陈家里，每层约 120 平方米的房子，墙面
是杉木，地板也是杉木，木材的气息非常清新。

问起账本的事情，老陈说记者来得不巧，因为他只能

拿出今年的新账本，寥寥几页记着年初的一些数字。不久
前，他的账本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悉数借走，作为反映
改革开放 4 0 周年民生变迁的第一手材料，正在进行整
理。

对持续 20 多年不间断记家账的事情，老陈说：“从 1995
年春节开始的，正月初一记起，因为当年要种 10 多亩杉树，想
看看投入到底要多少，同时也把家里的收支情况一起记上
了。”

老陈的妻子蒙桂珍端来热腾腾的油茶，说起记家账的缘
由：“都是些流水账，说到底还是因为那年头穷，每一笔收入和
开支都得记清楚，精打细算才能过日子。”

夫妻俩回忆起最早的账本，你一言我一语向记者介
绍，早些时候，本子上记的事很简单，没有更多的收入，也
就没有过多的支出。账面上的数字
也很小，精确到每一分钱。妻子说：
“那时候一分钱都想掰成两半花，现
在你想找到一分钱也难呢。”丈夫
说：“当时除了种几亩庄稼，没有别
的办法。” （下转 7 版）

老陈的家账：从分分角角到万元

新华社记者徐扬、丁非白

19 年，6000 多个日夜！时间，也许只有时间，才是爱的长
情告白。

“就这么过来了，挺好的。”她微笑着，语气云淡风轻。
她叫杨素静，今年 51 岁，是辽宁省鞍山市交通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第二汽车分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
她是英雄的妻子——— 19 年前，丈夫见义勇为牺牲，留下

她和未出生的孩子；她是公婆的“女儿”——— 19 年间，她悉心
照料患病公婆，帮他们走出失子之痛，安度晚年；她是女儿的
“超人”——— 19 年来，她为爱坚守，抚养女儿成长成才……

爱的延续

鞍山的冬天寒风凛冽，太阳照进一间普通的民居，房间里
暖洋洋的。

40 多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生活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深
棕色的地板上一尘不染，窗台上的植物虎皮令箭，在冬日里郁
郁葱葱。

杨素静给婆婆按摩着腿，两人唠着家常。“女儿，你累了就

歇一会儿。”“没事，妈，我不累。”
婆婆管杨素静叫“女儿”已经 20 多年了。
1998 年，经过 5 年的爱情长跑，杨素静嫁给了吕强。懂事

的杨素静深得婆婆喜欢。“女儿”这个称呼时时挂在婆婆嘴上。
“和吕强拌嘴的时候，婆婆总站在我这边。”杨素静回忆起来眼
睛里闪着光，“我们两口子都想买件羽绒服，婆婆执意先给我
买，就是这么疼我。”

这样的岁月静好，却不能天荒地老。
2000 年 10 月 24日傍晚，吕强在路过铁东区烈士山南墙

外时，发现一男子挟持一名少女。吕强上前阻挡歹徒，被歹徒
用匕首刺中腹部。吕强忍着剧痛制服了歹徒，救下女孩，但因
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噩耗传来，天崩地裂。此时的杨素静已怀有 6 个多月的身
孕。她几度哭晕过去，醒来后摸着凸起的肚子，不知所措。

“孩子一出生就见不到父亲，你忍心吗？”“公婆年纪大了，
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带孩子？”……很多人劝杨素静放弃这个
孩子。

刚刚失去心爱的丈夫，杨素静又要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
辗转反侧，夜夜无眠。杨素静一遍遍擦干泪水，决定把孩

子生下来。
“我不能让公婆失去儿子后又立即失去孙辈，我得给他们

活下去的希望。吕强是为了救人而牺牲的，是一个英雄。孩子
是吕强生命的延续，我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下转 7 版）

“英雄之妻”，为爱坚守 19 年

▲ 2018 年 10 月 15 日，杨素静（左）搀着婆婆散步。

新华社记者龙雷摄

1 月 14 日，在贵州省福泉市陆坪镇罗坳村，
茶叶种植户抢抓时节平整土地、扦插茶苗，以保障
茶苗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肖伟摄）

茶叶育苗忙
1 月 13 日，天津市蓟州区出现雾凇景观，树木

仿佛披上了银色盛装，美如画卷。

新华社发（王广山摄）

雾凇美如画

新华社记者孙波、沈虹冰、陈晨

皑皑白雪覆盖，远方山峦如黛。山青、水绿，亭台、民居，一
场大雪，将大巴山深处的汉水源村变成了一幅水墨画。

67 岁的杨仕华闯入画中。走在村里新修的观景步道上，
他习惯性地向河里张望。他笑着说：“现在乡亲们都知道要保
护水源，没有人往河里丢垃圾了。”

这里是陕西省宁强县汉源街道办汉水源村，长江最大支
流汉江源头的第一个村落。1500 余公里长的汉江，正是从这
里的涓涓细流发源，穿过陕鄂间的崇山峻岭一路东去。在丹江
口水库，汉江水经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水输往京津等地。宁强
县及所在的陕南地区，也因此成为南水北调工程重要的水源
涵养地。

“守好‘源头活水’，换来今天的金
山银山。”汉水源村支书王光俊说。

作为村里的外来户，杨仕华对汉
水源村的过往印象深刻。十几年前，他
看中了这里清洁的水源，从 60 公里之
外搬迁至此，养起了娃娃鱼。水是真

好，可汉水源村的贫穷也令他记忆犹新。
“全是土坯房，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我去探水源，腰上

别一把镰刀，边走边开路。”杨仕华回忆说，村里土壤贫瘠，
没什么收成。到了夏天，山洪和泥石流经常将土层“剥掉”，
也卷走了庄稼人一年的希望。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乡亲们开始养猪养牛，搞起香菇
种植。种香菇需要用木头做菌棒，十年生的木材最好，于是
山里有些林子就再也长不大。树一小，水存不住，汉江源头
的水量时常只有碗口大。牲畜的粪便更是直接排到水里，
“河岸上到处都是猪屎牛粪，难闻得很！”65 岁的村民马成
梅回忆道。

“咱们村在汉江之源，要是源头污染了，还怎么保障一
江清水输往京津？”王光俊说。2010 年起，村里开始下狠功
夫保护水源。禁止砍树、关闭养殖场、改造厕所叫停污水直
排，村两委还和村民签订协议，要求各家保持好自家卫生。

村里一下子炸了锅。“都这么穷了，再不让搞产业，吃
啥？咋活？”气汹汹的村民把村干部堵到家里，非要讨个说
法。张继强也是在那时被迫放弃了每年四五万元收入的香
菇种植，开始到宁强县城打工。 （下转 7 版）

汉江源头第一村“护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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