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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3 月 6 日电(记
者陈俊、褚晓亮、段续)虽然已是
初春时节，但在吉林省吉林市，人
们依然享受着滑雪带来的乐趣，
城市周边两大滑雪场里每天人头
攒动，大家风趣地称之为“春季滑
雪”。

吉林市是我国化学工业的
摇篮，有着“化工城”之称。近年
来，借助迎接北京冬奥会的“冬
风”，利用推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契机，吉林市将冰雪产
业作为转型升级的抓手，冰雪
运动和冰雪旅游快速发展。“化
工城”又多了一张“冰雪城”的新
名片。

冰雪，为一座老工业基地城
市转型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冰雪，重塑一座城

市的气质

乘快速索道抵达万科松花湖
滑雪场的雪道顶端，远远望去，大
青山背后的松花湖依然冰封，不
时有滑雪健儿从雪道上呼啸而
过，扬起阵阵雪花。

度假区的欧式小镇建筑群里
游人如织，有人扛着雪板、有人手
提雪橇，欢笑洋溢。“我们已经在
这里三天了，冰雪景色宜人，从雪
道滑下来是种享受。”上海游客刘
爽说。

距松花湖一小时车程的北
大壶国际滑雪场，雪道总占地面
积 126 公顷，拥有海拔 1200 米
以上的九座山峰，落差近 900 米
的雪道像一条白色巨龙卧在山
腰上。山下的假日酒店经常满
房，附近村屯的农民们纷纷搞起
旅游接待，迎接滑雪爱好者的到
来。

再往市区走，进入雪季，吉林
市在市区内浇注了 100 多块免费
冰场，市民们随时可以进行冰上
运动，个中不乏花滑、速滑的民间
高手。在新建的冰球场馆内观看
一场冰球比赛，也是吉林市群众
业余生活的一种选择。

沿着松花江走，还可能与有
着自然奇观之称的雾凇不期而
遇。在严寒的清晨徜徉其间，松
花江穿城而过，雾气在低温中凝
结于江边树枝上，晶莹剔透。“像
是仙境一般。”吉林市民刘鑫常
常在江边慢跑，十分享受这样的
景色。

晶莹的江边雾凇、悠长的滑
雪雪道、热闹的冰上嬉戏……城
市融入冰雪符号，冰雪景色与人
居环境融为有机整体。

冰雪，让全民“动起来”

吉林市是我国冰雪运动的一个重镇，有着深厚的冰雪运动底蕴
和传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吉林市冰球队就已闻名全国。近年
来，又有李坚柔、武大靖等众多优秀冰雪运动员从这里走出，获得冬
奥冠军、世界冠军等荣誉。

借北京冬奥会的“冬风”，吉林市大力发展冰雪运动，促动专业运动
与群众冰雪运动两个轮子同时转起来。

不久前，亚洲首座具有国际水平的全天候标准化滑雪专业训练场
地——— 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投入使用，有效缓解了运动员训练的
季节性限制。许多赛事也陆续在吉林市扎根，北大壶滑雪场承办过亚冬
会、全国冬运会的雪上项目。国际雪联空中技巧等世界杯赛事，也把吉
林市当作重要举办地。

“过去一年间，吉林市举办各级别大型体育赛事 59 项次，在国际冰
雪赛事举办地中打响了中国品牌。”吉林市体育局局长王一鸣说。

专业性赛事是金字塔尖，在塔尖下面，群众性冰雪运动构成的塔基
也日渐牢固。在吉林市体育馆的冰球场地上，雪豹青少年冰球队的队员
每周都会来训练三四次，最小的队员只有 6 岁，12 岁的女孩张碧洋在
国内同龄冰球选手中已小有名气。

“全部场馆免费开放，有十几个俱乐部、近 400 人在这里长期参与
冰球运动。”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主任刘义军说。

制定冰雪冠军培养计划、共建冰雪基地学校、大规模开展体育教师
冰雪项目培训……参与冰雪运动的青少年基数不断扩大。吉林市体育
局竞训处处长苗壮告诉记者，目前有 80 多名吉林市青少年入选各类冰
雪项目国家集训队，输送了大量冰雪人才。

为推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吉林市还在机关和中小学推行免
费滑雪行动。市直机关滑雪大赛热闹非凡，中小学校也纷纷开设了滑
雪滑冰课程，孩子们争相报名参加各种冰雪运动。有的家长打趣说，
孩子如果不会冰雪项目，都不好意思去上学。

冰雪，老基地转型释放新动力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借助冰雪产业释放出的经济效应，老工业
基地转型升级有了新动力。

2017-2018 雪季，吉林市累计接待游客 115 万人次，较上一雪季
增加 47 . 22%。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总经理赵兰菊说：“今年雪季结束后，预计游客
人数能突破 55 万人，比去年增长近 40%。”

依托北大壶滑雪场，吉林市成立了体育旅游经济开发区，通过滑雪
运动带动体育、旅游产业综合发展。北大湖滑雪场总经理孙小刚介绍
说，雪场酒店拥有 2600 张床位，常常爆满。“目前本雪季游客较往年增
长了 50%，来自北上广的游客明显增多，他们大都会停留一周以上。”
他说。

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冰雪旅游项目，对全市经济拉动作用明
显。2018 年北大壶、万科松花湖滑雪度假区新开工重点项目投资分
别增长 76%、85%。全市共有 11 家滑雪场，总面积超过 356 万平方
米。新雪季以来，全市雪场旅游收入增长 34%。在这些项目的带动
下，全市宾馆冬季入住率超过 70%。

冰雪也给许多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韩屯村毗邻著名的雾
凇岛，不少村民干起了农家乐、特色饭店、民居旅馆，村里拥有 8000 多
张床位，旺季时每户收入能达到 30 多万元。

在各市县内，冰雪产业成了县域经济的隆起带，烘出了人气，引来
了项目。“依托大型雪场，我们逐步发展起农业特产、风光小镇等项目，
下一步，正在考虑布局冰雪装备产业的发展。”永吉县县长朴贞玉说。

北华大学成立冰雪学院，建立起冰雪运动资质教育的专业人才培
养体系；四季全天候滑雪场等专业场地将吸引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专
业运动员队伍前来训练；冰雪训练需求大增，教练月收入能达到两三万
元；喜达屋、假日等国际知名酒店集团在吉林市投资兴业……

以冰雪为媒，多层次的冰雪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带动产业升级，带
动乡村振兴。“化工城”展现出了转型升级的新风貌。

“用地上山”，不占耕地不砍树

浙江探索“生态利用山坡地”
我国山地多，平原少。公开资料显示，

平原只占 12%，还有约占 19% 的盆地。
人地矛盾突出的浙江省，近年来在自

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指导下，探索生
态利用山坡地，走出了一条“保耕地、护生
态、促发展”的新路。为我国破解土地利用
瓶颈，构建未来新型土地利用模式提供新
视角。

“房在林中，园在山中”

“裸心谷”野奢型酒店，如今成为杭州、
上海城市精英人群向往的度假地。这个地
处湖州市德清县的农旅融合项目，远看掩
映在大山之中，近看建筑物错落有致地
“种”在山林里，宛若一幅原生态的山居图。

经营该酒店的负责人朱燕说，“裸心
谷”的 30 栋树顶钢架客房和 40 栋夯土小
屋，没有占用一寸耕地，只是顺应山形地貌
利用了 28 亩林间空地。

“裸心谷”酒店只是浙江 154 个获批
“用地上山”试点项目中的一个。从 2015 年
起，浙江在总结国家开展的低丘缓坡荒滩
等未利用土地开发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建
设了一批“房在林中，园在山中”的山水林
田房为一体的生态型农旅融合项目和绿色
产业园区，分布在全省 38 个县(市、区)。项
目总投资 961 亿，建设用地亩均投资可达
到 900 多万元。

最近，记者走访考察了杭州、湖州、衢
州、金华等地多个试点项目，发现它们共同
的特点是，不砍山林树木，不毁坡地植被，
依山就势利用山地形态进行点状式的设计

与开发，使得这些建设项目与山林环境融
为一体，相得益彰。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生态坡地村镇建设
工作负责人鲁建平介绍，浙江把山林自然
生态环境不破坏作为高压线，把保护农民
利益增强获得感作为行动指南，探索建立
了“点状布局、垂直开发”的生态型山坡地开
发利用制度，为打通“两山”通道、发展乡村
经济提供了用地政策支持。

浙江的探索有几大创新点，一是在规
划建设用地的空间和布局上，实行“多规合
一”。即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
林地规划、低丘缓坡地利用规划等相关规
划进行衔接合一，确保试点项目按照“依山
而建、依势而就”的建设用地要求顺利落
地。

二是在项目落地后的建设上，按照“房
在林中，园在山中”的要求，建设用地须选
择山林空地，并按建筑落地面积进行等量
开发，“用多少、征多少”。项目区内未纳入
建设用地的一律按原生态保护和原用途进
行管理。严禁大开大挖行为，确保不改变原
有地形地貌、不破坏生态环境。

三是在农民利益保障上，由于项目建
设单位需要大面积征租山坡林地，浙江在
制度设计上要求遵循“村民自治、农民自
愿”原则，以市场化机制协商征租山坡林
地。不搞强迫征租来有效保障农民利益不
受损。

倒逼出来的探索

探索是被逼出来的。与全国许多省份

相似，“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耕地后备
资源匮乏，但有丰富的山坡地资源。面对
保耕地与保发展的“两难”困境，近年来，
浙江在山坡地上做文章，试点摸索不损害
山林生态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山坡地资源
开发利用新模式，收到多赢成效。

提升了耕地保护水平。这种被浙江称之
为“生态坡地村镇”的山坡地开发利用方式，
有效减少了对平原优质耕地的占用，从源头
上守住了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增强了用地保障能力。通过利用山坡地
资源，大大拓展了建设用地空间。在耕地数
量质量占补瓶颈制约的情况下，为稳增长、
调结构、惠民生项目的落地，提供了有力保
障。

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浙江摸索出了
一套开发山坡地资源项目建设的管理制
度，不仅不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而且在发
现和利用景观生态价值的同时，更加注重
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环境。使新型城镇化、
新农村建设与生态文明相互融合、协调推
进。

破解“两难”的新出路

“我们现在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衢州市委书记徐文光表示，
近年来，衢州市发展全域旅游，“生态坡地
村镇”的政策机制为生态衢州提供了强大
动力。“不仅化解了占用耕地的难题，保护
了山林生态，拓展了建设用地，而且激活了
工商资本投资乡村旅游的热情，带动了农
民就业和增收。”

莫干山狮子山庄庄主邱敦说，工商资
本乐意投资得益于浙江突破了“用地上山”
的政策障碍，比如，创新建立了“征转分离、
分类管理”“点面结合、差别供地”“以宗确
权、一证多地”等政策机制。“我们覆盖上千
亩山地的莫干山缦谷七彩茶园综合体二期
工程，通过引入共享模式，吸引了众多人参
与投资。”

记者调查注意到，浙江“用地上山”项
目有严格的准入机制。要求建设项目用地
必须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和水土保持、地质
灾害防治等要求。禁止工业项目、别墅类房
地产开发项目，严格控制其他房地产开发
项目。建立了项目准入负面清单，严格禁止
不符合开发利用条件的各类建设项目。

原自然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
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土地科学研究中
心主任董祚继说，在保耕地与保发展的“两
难”面前，浙江创新实施“生态坡地村镇”的
土地开发利用方式，找到了一条在工业化、

城镇化持续推进过程中切实保护耕地的有
效途径，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浙江由此进行的系列制度创新对我国未来
土地利用具有方向性的参考价值。

最近，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司副司长燕琴带队到浙江进行专题调研后
认为，浙江省的“生态坡地村镇”试点政策
的利好已经显现。一是形成了土地改革创
新的新成果。二是形成了产业发展的新业
态。三是形成了统筹“保耕地、护生态、促发
展”的新路子。四是形成了破解土地难题的
新示范。

(本报记者谢云挺)

初春时节，川西藏区高原仍一片白茫
无垠。记者驱车途中，看到成群的牦牛和马
在雪地里觅食。路上不时蹿出几只猴子，调
皮地摆着各种造型。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林业局孜龙林
场院坝里，老林场工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
起了野生动物趣闻。

“现在的猴子可太精了，与人周旋还懂
得用战术。”护林员鲍文康说，“一大群，好
几十只猴子，‘抢劫’了老乡的家。”

鲍文康回忆，那次他去道孚县红顶乡，
正在老乡家里时，突然遭遇了猴子的“入
侵”。猴子们吱吱唧唧地在屋外叫着，排成
“方阵”，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屋里边。鲍文康
和乡亲们守在门口，放鞭炮驱赶猴群。猴子
们害怕，不敢再接近。

突然间，几只小猴子离开了队伍，吸引
老乡前去追赶。“我们以为它们准备‘鸣金
收兵’。”鲍文康回忆，结果隔了一会儿，屋
子里面传来翻箱倒柜的嘈杂声，“当时心里
一沉，糟了！”

原来猴群见正面进攻不成，另“派出”

一支“突击队”，绕到屋后寻找突破口。在猴
群们的“前后夹击”下，鲍文康和乡亲们放
弃了抵抗，眼睁睁地看着猴群把屋里翻得
乱七八糟，硬是把老乡的萝卜拖走一筐。

“现在猴子很多。主要是生态变好了，
给野生动物带来了福音。”道孚县环境保护
和林业局局长陈刚说。

鲍文康过去被称作砍伐能手。随着

1998 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鲍
文康放下斧头，拿起了锄头，从砍树人变为
种树人。他见证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过去
许多林场被‘剃光头’，现在‘栽一片绿一
片’。”川西藏区逐渐构筑起生态安全屏障，
也形成了生物多样性宝库。

“你这猴子‘调虎离山’是不错，但我还
碰到过更有趣的。”道孚县环境保护和林业
局办公室副主任何行铭挪了挪板凳，兴致
勃勃地讲了个白马鸡“喧宾夺主”的故事。

当时他在村子里给群众普及防火知
识，正讲得起劲，屋外突然传来尖锐的叫

声。“我讲一句，对方吱一声，我讲两句，对
方吱两声。我把声调提高，对方也来劲了，
齐声叫起来，把我声音盖过去了。”

“我气冲冲地跑出屋外去看，原来跟我
较劲的是一大群白马鸡，老乡们见了都乐
了。”何行铭说。

白马鸡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过去由
于栖息地树林被大量采伐，导致其分布区
域缩小、种群数量减少。

记者在道孚县周边，看到成群结队的白
马鸡在地面上奔跑，发出短促洪亮的叫声。

在道孚县孔色乡约尾沟，记者还认识
了“喂白马鸡的女孩”多吉措姆。

“最开始是觉得它们可爱就喂食，现在
已经成了习惯。”每天清晨，多吉措姆把小
麦、米粒等谷物准备好，等待白马鸡下山。

白马鸡也习惯了每天早晨在她家门口“集
合”。一看到她，它们就扑扇着翅膀围拢在
她身边。这样的场景已经持续了 6 年。

多吉措姆伸出手，一只白马鸡“呱呱
啷”地叫着，上蹿下跳地啄她手里的米粒，
“它们都认识我了，就算我没拿着米，看到
我也要过来，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如今，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各类
濒危野生动物数量正恢复性增长。“我最早
栽的树现在已经长到了碗口粗，树林里有
不少大型野生动物了，一定还会有更多有
趣的事发生。”鲍文康笑着说。

(记者周相吉、康锦谦)
新华社成都 3 月 6 日电

小猴子“调虎离山”，白马鸡“喧宾夺主”
记者藏区采访，野趣见闻多多

▲牦牛和牧民的帐篷点缀在川西草原上（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春回大地，俯瞰贵州乡村美景
▲这是在贵州省从江县上皮林村拍摄的农田和桥梁（3 月 4 日无人机拍摄）。

初春时节，贵州各地风光旖旎，美丽乡村风景如画。 新华社发（王炳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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