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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武汉 3 月 11 日电(记者廖君、王自宸)每天晚饭后，
家住华侨城的王女士都会和家人到附近的东湖绿道徒步或骑
行。越来越多的武汉市民利用闲暇时间到绿道放松。

近年来，武汉以东湖生态环境治理为导引，通过净化水质、

完善配套交通、打造东湖绿道等举措，将东湖“变身”为城市“绿
心”；城湖相融、还湖于民的城市绿色生态发展理念由此深入人
心。

“水岸同治”：还原“城市绿心”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中湖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东湖秀美的
风光曾引古今名人吟诗放歌。上世纪末，城市急速扩张，填湖造
楼、污水直排、水质骤降……

日益恶化的东湖环境引起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2009 年，投资规模达 150 亿元的《武汉市“大东湖”生态水网构
建总体方案》获国家发改委批复；2012 年，武汉市《主城区污水
全收集全处理五年行动计划》制定实施；2013 年，国内最长城中
湖隧道东湖隧道动工开挖；2015 年，东湖绿道一期开工……污
染治理、交通疏解、生态修复等一系列工程紧锣密鼓地推进起
来。

“东湖是武汉最重要的城市空间，必须把东湖开辟成一处静
谧休憩的乐园、一片自然雅致的美景。”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
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黎东辉介绍，东湖生态治理，强调的是
水岸同治。

生态意识体现在东湖治理的点点滴滴：湖岸经边坡修整
有效减少水土流失；水系连通实现东湖各水体间良性循环；大
量新材料选用促进节能环保……

至 2018 年底，东湖Ⅲ类水质覆盖面积达到全湖的 82%，
部分子湖达到可直接饮用的Ⅱ类标准。

“昔日扬尘满天飞，今朝美景扑面来。”东湖湖光村原住民
张岚重游故地，不由感慨东湖近年来的巨大变化。

创新管理：切实还湖于民

数据显示，东湖绿道开通 2 年多来，接待游客总量近
4000 万人次，每逢节假日，游客量均在 50 万人次以上。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湖绿道的卫生间。”广州游客
余静感慨，“卫生间洁净透亮，光可照人，无一丝异味。”

面对庞大的游客量，创新精细管理尤为重要。黎东辉说，
绿道管理推行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形成经营管理为主体、行
政管理服好务、执法管理做保障的管理格局。

姜秀林是绿道卫生间保洁员，向记者介绍了各服务窗口
必须遵守的标准：卫生间尿渍脚印须在 5 分钟内清理干净，并
保证台面、镜面无水渍；每隔 15 分钟用喷香机对卫生间喷香
一次……

管理效能同时体现于创新科技的应用。
武汉旅发投集团东湖绿道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摄像头、

一键接警设备遍布东湖绿道，通过智慧管理后台，可实现全

程监控、免费 WIFI 、电子地图、一键报警等功能，为绿道
运营管理保驾护航；通过微信等互动平台的精细化运营，绿
道能从旅游导览、智慧支付、客服中心等为游客提供便捷贴
心的服务。

寓情于景：提升文化气质

“快来看，这里有好多荷包蛋。”在东湖绿道桃花岛上的中
国东湖国际公共艺术园，众多游人被 10 个“打”在草坪上的
“荷包蛋”吸引过来。这组由荷兰艺术家亨克·霍夫斯特拉创作
的《生命之源》，表达了“爱与生命”的寓意。

漫步 100 余公里的东绿湖道，7 段景观绿道、10 大明星
节点、25 处景观亮点错落有致，体现了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的
文化精神。

“还湖于民不仅在于还原秀美的景致，更在于挖掘自然与
人文的积淀，传递对自然、对生活的爱。”负责东湖绿道项目投
资建设的武汉地产集团董事梁晶说，桃花岛上展示了国内外
17 名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旨在通过公共艺术的介入，激发每
一个人的生活灵感和参与热情。

在东湖绿道马鞍山森林公园段，还有一处“时见鹿书店”，
20 万册各类图书可供阅览。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在这里读书，更能感受李白诗
词中的意境。”时常前来阅读的大学生许伟说，充满野趣的绿
道上，竟然出现一家书店，体现了城市的格调和人文情怀。

城湖相融还湖于民：武汉东湖“变身”记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记者
高敬、侯雪静)又到一年植树时。在
植树节到来之际，全国绿化委员会
副主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
建龙接受记者专访，就推进国土绿
化、草原生态保护、自然保护地建设
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中国绿”赢得世界赞誉

张建龙说，设立植树节 40 年
来，植树造林活动在全国上下深入
持续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推动
植树造林和国土绿化事业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神州大地正书
写着绿色的奇迹。“世界造林看中
国”“中国绿”赢得世界赞誉。

他介绍，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我
国森林覆盖率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
点，森林面积增加 80% ，人工林面
积长期居世界首位。在全球森林资
源持续减少的背景下，我国森林面
积和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
为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绿色不断增加，我国城乡面貌
也不断改善。各地建立了一批高标
准绿化示范乡镇、村屯和一批城郊
森林公园、生态休闲绿地，有效推进
了城乡绿化建设。目前，全国乡村绿
化覆盖率达到 20% ，城市建成区绿
化率达 37 . 9%，城市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 14 . 1 平方米，人民群众绿
色福祉进一步增加。

与此同时，全社会生态意识不
断增强。城乡居民种花种草、见缝插
绿的积极性日益高涨，认种认养树
木、捐资捐物种树逐步兴起，爱绿植
绿护绿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他表示，按照目标，到 2035 年
基本实现美丽中国，我国森林覆盖
率达到 26% 。这就要求我们每年须
完成造林任务 1 亿亩以上。同时，实
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对森林、草原
和林地、湿地进行全面保护，防止林
草资源过度消耗，切实巩固扩大国
土绿化成果。

草原生态持续恶化的

局面得到遏制

张建龙介绍，我国是草原大国，
有天然草原面积近 4 亿公顷，占国
土总面积的 41 . 7%。近年来，我国
不断加大依法保护草原工作力度，认真落实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组织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强化草
原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加强草原生态监测及防灾减
灾等工作，草原生态持续恶化的局面得到遏制，推动草原生
态状况不断改善。

他说，今后要从四方面强化草原保护与修复：
摸清草原资源家底。及时掌握草原资源动态变化，为加

强草原监管、编制保护修复规划提供基础。
进行政策措施评估。对现有草原保护举措、奖补政策实

施情况进行评估，进一步完善优化下一轮政策内容。
完善保护修复制度。加强草原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推

动出台关于加强草原资源保护与生态修复的意见。
加大保护修复力度。在实施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等

现有生态保护工程的同时，积极谋划实施新的草原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强化人工修复措施，加快草原生态修复进程。

加快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

张建龙介绍，我国已建成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
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各类保护地 1 . 18 万
处，面积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 18%，对保护我国典型的
生态系统、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和珍贵自然遗迹发挥了重
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作为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
设。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猫、三江
源、热带雨林、武夷山、神农架、普达措、钱江源、南山等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总面积超过 20 万平方公里。

他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加
快构建完备的管理标准和规划体系，分类有序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全面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
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

为此，要启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试点，按照“保护面
积不减少、保护强度不降低、保护性质不改变”的原则，对交
叉重叠、相邻相近的自然保护地进行归并整合，对边界范围
和功能分区进行合理调整。

同时，实现分级管理。划清保护地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权、使用权的边界，明确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权属，加快
建立自然保护地分级管理体制。

此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要加强监督检查，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及时发现和制止生态破坏
行为，坚决防止发生新的问题。

▲草长莺飞，春光明媚。3 月 9 日，浙江湖州市南浔区
石淙镇知联会会员、石淙学校学生和外国友人走进花园湾
村河边开展“共栽同心树，齐建绿色家园”植树活动，营造了
全民参与“植绿、护绿、爱绿、兴绿”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增强
了大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好家园的意识。

（沈勇强摄）

城市“绿肺”沁人心
聚焦我国第 41 个植树节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

共栽同心树 齐建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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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23 日拍
摄的武汉东湖绿道（无人机拍
摄）。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魏董华)“活树”变
“活钱”，“叶子”变“票子”。树还是那棵树，
但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的树却“长”出了
钱。通过“一村万树”绿色期权这一村企结
对帮扶的新模式，衢州乡村把绿色优势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

在柯城区石梁镇中央方村，村主干道
两侧以及农户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植了面
积达 100 余亩的浙江楠，总数达 17000 多
棵。

“这些都已经被认购一空。”村监委会
主任李越忠指着其中一片苗木说，认购者
是衢州清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7 家企
业。因为有了认购者，中央方村获得了 40
多万元的注资，用于该村浙江楠的种植与
管养。

石梁镇镇长余爱民说，这仅仅只是首
批认购单位，目前还有 10 多家单位向中央
方村抛出了“橄榄枝”，让村集体实现了变
现增收。

中央方村的“活树”变“活钱”，只是柯
城区“一村万树”绿色期权的一个缩影。如
今，“一村万树”绿色期权已在九华乡、万田
乡等多个乡镇街道开展。

6 日，柯城区“一村万树”绿色期权产
品发布会上，58 家企业、商会和个人与当
地 58 个行政村完成了期权认购协议签约。

作为美丽浙江建设重要生态屏障，衢
州市柯城区于 2017 年在全省首创“一村万
树”行动，利用农村的边角地、废弃地、荒山
地等“见缝插绿”开展种植，规模达到村均
万棵以上，户均 10 棵以上。截至目前，柯城
区已累计种植各类珍贵树、彩色树 80 余万
株，盘活土地 7000 余亩。

如何将“一村万树”带来的绿色优势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2018 年 12 月，
柯城区推出“一村万树”绿色期权这一村企
结对帮扶的新模式。目前共推出两种认购
模式，一类是以 100 株珍贵彩色树木为 1
个资产包，5 年或 10 年为一个资产包认购
周期，认购企业支付 3 万元或 5 万元费用
认购 1 个资产包，到期后可获得“一村万
树”每份资产包中共 50 株珍贵彩色树木的
处置权。另一类主要面向家庭和个人及特
定群体。

“一村万树”绿色期权通过建设村企结对林“消薄飞地”项
目，企业付费买林木未来收益，有效打通了“一村万树”资源、
资产、资金通道，不仅激发了企业、社会团体等参与乡村振兴
的积极性，更提高了老百姓种树植绿的积极性。

“现在，走在村里到处都是绿色，村子也变美了。”今年 65
岁的郑珏梅家住九华乡范村村，她家的院子里种了 9 棵浙江
楠，猪棚拆掉的空地上也种了 10 多棵。

浅草碧绿，春在枝头。村庄与企业实现双赢，乡村振兴增
添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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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高楼林立，被称为钢筋水泥筑成的“森林”。但近
些年来，越来越多身处其中的市民开始在钢筋混凝土中播绿，
在城市森林中感受新鲜的空气、生命的绿意。

又是一年植树节，全国各地许多市民纷纷扛上铁锹，走进
城市公园、小区荒地和街道废弃地，自发栽种树木，为城市添
绿，共赴“春天的约会”。

挥挥锹锹播播绿绿

植植树树节节变变““植植树树月月””

春日融融，新绿初绽。在最近几天晴好的天气里，全国许多
城市的市民纷纷加入植树大军中。

10 日上午，在即将建成的武汉黄家湖大道上，一批年轻志愿
者身着红马甲，扶苗、培土、踩实、浇水……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

大约两个小时后，50 多株红枫等已挺拔在道路中央景观带中。

黄家湖大道是今年即将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
主干道。过去，道路两侧铁塔林立，电线密如蜘蛛网，基本看不
到树木。植树活动的组织者、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公司李春言告
诉记者，他们通过改造，在道路中央设置了 20 米宽的景观大
道，今年栽上了 800 多株各式树木。原本空旷的场地上长出一
片小树林，生机勃勃。

同样的火热场面在全国各地上演。在雄安新区雄县昝岗
镇，重型卡车满载着树苗缓缓驶来，植树挖穴机身后留下一个
个树穴，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将一株株侧柏、国槐、油松等树苗
植入坑内……

在陕西秦岭国家植物园内，来自西安周边多所学校的学
生有的手握树苗，有的提桶浇水，“我每年都会来看你”“祝小
树苗茁壮成长”……在一些栽植好的树苗上挂着牌子，上面写
满祝福语。

植树成为三月份全国各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植树节已
变成“植树月”，在春日中映出一片绿色的希望。

城城市市植植树树

在在钢钢筋筋混混凝凝土土中中““播播绿绿””

3 月 10 日上午，中建三局一公司职工黄鹏程和 20 多名
同事，自行开车来到武汉市黄陂区龙王尖植树。这已是他连续
第 3 次来这里植树，见证了龙王尖从一片荒山变成了集郊游、
踏青、植树为一体的“网红景点”。

武汉市绿化委负责人介绍，作为武汉市义务植树点，龙王
尖 5 年累计植树 80260 株，荒山变成了青山。以前，龙王尖山

上树少、枯草多，每年春节和清明都会发几场山火。种了树，植
物含水量变高，又做了山火隔离带，这 5 年来没有一次失火。

城市森林、口袋公园、小微绿地……能栽树的绿地不再单
一种草，能绿化的地方不再闲置。首都北京去年共新建 28 处
城市休闲公园，并在东城、西城等区新建 20 处具有自然特色
的城市森林。2018 年 7 月，位于北京工人体育馆旁的新中街
城市森林公园建成开放。这片总面积 11042 平方米的公园，是
北京市东城区建成的第一处城市森林公园。

“这是两棵山楂树，这棵是大叶杨。”60 多岁的北京市民
陈友林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来这里走一走。

与北京毗邻的河北省，从 2013 年起，在大力去污染产能
的同时，每年植树造林超过 400 万亩。

在“去产能”和“增绿化”的“一减一增”中，河北空气质量
逐年向好，蓝天保卫战取得明显成效。

2013 年至 2018 年，河北省重污染天数减少 63 天，
PM2 . 5 平均浓度从每立方米 108 微克下降到 56 微克。

为了让市民更加方便快捷参与植树造林，一些城市开始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进“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通过网站
和微信公众号组织报名，吸引广大市民参与。

武汉市民最近几天就流行“抢植树”。2 月 22 日，武汉市
21 个春季义务植树尽责点在线上推出的当天，就有江汉区、
洪山区、江岸区、江夏区、硚口区等 5 个中心城区相继满额。一
些市民感慨：“义务植树报名如同抢购春运火车票一样难。”

如今，植树造林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时尚”。2018 年，武
汉市绿化委开发“绿链森林”，运用区块链技术记载植树信息，
建立树木—人—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为植树人建立“义务植
树”数据与信用积分相挂钩的绿色信用体系，发放全民义务植
树尽责电子证书，增强植树造绿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过去一些地方先建房、再配绿，绿色只是装饰品，而雄安
新区则是未建房、先植树。”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雄安新区 2018 年完成植树造林面积 11 万亩；2019 年将
分春秋两季全力完成 20 万亩植树造林任务……“千年秀林”将
成为展示雄安新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生态环境的重要窗口。

“100 年前，城市靠建筑；50 年前，城市靠规划；而当前，
城市靠生态绿化。”湖北省林业局局长刘新池说，许多城市的
通病就是缺少绿色，被钢筋水泥的灰色所包围。各地应充分利
用城市公园、社区荒地和建筑工地，大力植树造林，让钢筋混
凝土的森林变成绿色森林，让大地山川绿起来，让人民群众生
活环境美起来。 (记者徐海波执笔，参与记者曹国厂、陈旭、
魏梦佳、张斌) 新华社武汉 3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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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植树树成成““时时尚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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