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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伐木”到“爱绿”
哺育一片“绿色海洋”

“再也不能砍树了，从此以后，
要和木头经济说再见， 要好好保护
绿水青山。 ”庆元张村乡澄湖村的党
支部书记张继荣说， 他决定把当年
为了脱贫砍掉的树都种回去。 如今
天天想着法子种树的张继荣， 前半
辈子都在砍树。 上世纪 80、90 年代，
山里人生活苦，砍一根木头下山，费
尽气力不说， 木头也只能卖上几元
钱。

砍光了山上能砍的杂木，露出了
“光头山”，村里人还要砍村头的风水
树———红豆杉。“别断了自己的根，我
们不可能砍一辈子木头， 这样砍下
去，我们迟早会后悔。 ”当时还年轻
的张继荣，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通过辛勤的劳动，张继荣有了积
蓄，成了远近闻名的小老板，后来又
到福建开了一家木材厂。 年过半百
后，张继荣决定和“木头经济”说再
见：“我砍了半辈子树，想下半辈子种
树， 把 50 年前因脱贫致富砍掉的树
都给种回去。 ”

2017 年， 张继荣放弃收入颇丰
的 2 家规模化加工厂，毅然回到了故
乡，带着村里的“留守老人”上山种
香榧，并用自己多年来的积蓄投资了
170 余亩香榧林，还流转了周边数个
村庄的农田，退耕还林。

“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 ”张
继荣仿佛又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
意气风发，只是现在他依靠的是绿色
发展方式，而不是“木头经济”。

从上到下，万众一心，换回丽水
一片“绿色海洋”。 目前，丽水生态环
境状况指数连续 14 年全省第一，生
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连续 9 年全
省第一， 生态文明总指数全省第一。
每立方厘米空气的负氧离子平均浓
度为 2800 个，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指
数优良率全省第一，市区空气优良率
93.2%，是全国空气质量十佳城市中
唯一的非沿海、低海拔城市。

从“拓荒”到“下山”
开启一条幸福大道

从“拓荒”到“下山”，从“移居”到
“安居”，从“安居”到“乐业”。 40 年来，
人出来了，山更绿了，丽水山区群众生
态搬迁，搬出了一条人与生态“双赢”
的幸福路。

“以前光向大山伸手，开山拓荒，不
仅破坏了环境，而且很难富起来。 我们
为了保护大山、保护生态，搬到了新小
区。 ”68 岁的庆元人叶余军如今搬入了
全省最大的生态移民安居小区———庆
元同心新村， 和城里人一样住小区房。

“政府还给我们开培训班呢，泥水匠、木
工、花卉种植等各种培训门类都有。”叶
余军说，生态搬迁后，很多人都过来“上
课”， 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 想尽快从
“泥腿子”变成“上班族”。

生态搬迁，不只是换个居住环境，
更是过上了一种崭新的生活。随着人口
的集聚，生态搬迁的新社区有了各类新
产业，渐渐地有了“造血功能”。 在庆元
县城周边的几个安置新村附近，新建起
了 6 个来料加工点， 吸引从业人员达
1.86 万人，成为重要的“浙西南来料加
工基地”， 生态搬迁的农民和城里人一
样，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

“搬进新房子，社区还为我们介绍
工作，真要为社区的做法点赞。 ”叶荣
海老家在张村乡金丝岱村， 刚搬进同
心新村不久， 便通过社区党支部的牵
线搭桥， 在附近企业找到了称心的工
作，实现家门口就业。

自 2017 年 9 月同心新村党支部
成立以来，社区党支部先后与三禾、天
竹、 节节高等 13 家企业开展交流活
动，签订“党建促就业”联盟协议，很多
下山村民在家门口顺利就业。

下山之后，村民的腰包鼓了，山区
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减轻了。 据统计，
2000 年至今， 全市共搬迁农民约
32.64 万人。 2017 年以来，组织开展地
质灾害综合治理“大搬快治”，并实现
向“大搬快聚”转变，目前完成搬迁除险
25682 人，搬迁安置（安居）14535 人。

从“守穷”到“活钱”
建设一个“森林银行”

活树变活钱，资源变资产，叶子变票
子，丽水找到了密码。

为了盘活绿水青山，2006 年 10 月，
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森林资源
流转工作的意见》，开启了林权改革的序
幕。 从此，借助一张林权证，茁壮生长在
绿水青山中的 2100 多万亩山林，变成了
丽水林农手中的“活期存折”。

“以前家里的林、地、房产都没办法用
于抵押，农民们要想贷款，只有找人担保，
费时费力。”获得 10 万元贷款的龙泉上垟
镇花桥村村民马上德说， 现在有了合作
社，资产变活了，需要贷款，可以将山林、
土地、 房屋等证件抵押给合作社用以贷
款，而且贷款的利率也有很大的优惠。“我
这 10 万元， 一年节省利息 4000 多元，可
以让家里多种 2000 多袋香菇了， 算起来
又增收了万把块钱。 ”马上德说。

这些年，根据林农的实际需求，林权
抵押贷款不断推出新产品。 今年 6 月，龙
泉又为林农量身打造， 推出了“育林
贷———林下经济预期收益贷款” 产品，当
地从事林下经济的种植业、养殖业、采集
业和森林旅游业等产业的林业新型经营
主体都可以申请办理。

“没想到，我这些林下经济作物也可
以用来抵押贷款！ ”以 500 亩灵芝种植基
地的林下经济预期产出收益为抵押，龙泉
兰巨乡梅地村的项永年从龙泉农商银行
贷到了 30 万元款。 项永年在深山之中建
了一个原生态灵芝基地，如今规模越来越
大。

刚拿到 55 万元贷款的宝溪乡牧野
山茶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叶明松说：
“我用 320 亩油茶基地的预期收益作抵
押，破解了融资困境！ 如今，我可以把
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产业经营和发展中
去了。 ”

到 2017 年底，丽水林权抵押贷款已
累计发放 205 亿元， 余额 60.8 亿元，总
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居全省第一，惠及林
农 20 余万，真正让“叶子”变“票子”，

“活树”变“活钱”，“青山”变“金山”。

■“献礼改革开放———丽水‘金钥匙’打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特别报道

丽水“大花园” 储存“大宝藏”
□ 记者 黄俊剑 蓝倞 廖王晶

秀山丽水，翠木葱茏，流金淌银，犹如一份埋藏于丽水大花园中的“宝藏”。 改革开放 40 年来，勤劳智慧的丽水人民找
到了开掘这份宝藏的密码，从“靠山吃山”的传统观念到“爱山护山”的新理念，每个人都“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不砍一棵树，照样能致富”，真正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绿水水青青山山成成了了丽丽水水““聚聚宝宝盆盆””。。 记记者者 兰兰雷雷伟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