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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聚焦百山祖国家公园聚焦百山祖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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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元，全域共享国家公园

提及庆元，“中国生态第一县”的美誉令人印象
深刻，如今随着百山祖国家公园的创建，这座有着
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县城正孕育着更多希望。

2018 年，庆元县开展打赢蓝天保卫战蜂窝煤专
项整治行动，淘汰燃煤锅炉28台，全域基本消除“黑
烟囱”。主城区禁止生产、销、使用蜂窝煤，全时段
禁燃烟花爆竹。

庆元的森林覆盖率为86.06%，高居全省首位，而
东部乡镇在 90%以上。早在 2008 年，当地就取消了
东部13个乡镇的工业生产、工业税收和招商引资等
方 面 的 考 核 指 标 。 从 那 时 起 ，庆 元 东 部 乡 镇
106296.55公顷的土地上“再没有一座烟囱”。

在贤良镇贤良村，广袤林海成为了猕猴、娃娃
鱼、黄腹角雉等珍稀动物嬉戏玩耍、繁衍生息的生
态乐园。在亲密接触中，当地村民还与猕猴建立了
友谊，成为“花果山管理员”。

当然，国家公园创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推动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思想、新风
尚，还在于构建全域发展的空间布局，带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

通过创建，当地可以释放国家公园品牌的溢出
效应，以国家公园品牌、标准、理念打造生态经济，
将国家公园打造成为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引领
和动力的旗舰型产品，实现全域联动发展。

在国家公园的创建过程中，庆元还积极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投身创建的主人
翁意识，努力造就“国家公园创建人人有责、创成国
家公园人人受益”的良好局面。今年2月，庆元县开
展了“为百山祖国家公园添绿”活动，吸引数千人参
与，短短两个月就建立了超过 130 万元的“护绿基
金”

创建国家公园是对庆元生态优势的肯定，这一
金字招牌也为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2018 年，得益于丰富的高山台地资源和生态环
境，百山祖镇引进藜麦，在桥陌村成功试种并推
广。经过多年深耕，桥陌村的藜麦产业持续向好，
如今全村种植面积已达300亩。

众所周知，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
统工程，任重道远。期间既需要不断完善顶层设
计，更需要具体的行动落实。庆元用山水交融的诗
画意境、共建共享的人文观，彰显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创新实践成效，不断绘就出一幅
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开启自然生态
保护与发展新模式

■本报记者 付名煜

庆元县百山祖镇百山祖村的主路旁，最近出现了一道
新风景——13株百山祖冷杉嫁接树子代树苗次第排列，沿
河连成了一条“百山祖冷杉长廊”。得益于国家公园创建，
珍稀濒危植物与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近，“为全球守护一片
稀有自然景观”的生态理念也在庆元不断深入人心。

从保护美丽的森林生态到保护国家自然宝藏，从百山
祖冷杉近 60年的保护拯救工作到发现新物种百山祖角蟾，
从上世纪的“三高”产业到如今全面推进“国家公园+”品牌
……三年来，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片区作为华东地区生物
多样性关键区域，在国家公园创建实践中不断优化升级。

绿水青山，孕育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区”

群峦叠嶂、峰岭逶迤，林木青青、流水潺潺，荟萃无数
珍稀动植物资源，生态植被丰富多样……以林著称，以生
态见长是百山祖国家公园的一大特色，其中最著名的百山
祖冷杉是第四纪冰川孑遗植物，现野生成熟仅存三株，被
列为全球最濒危的十二种植物之一。

在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片区，分布着 5个保护站，护林
员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这里山高路
远，鲜见人类活动，而且由于早早发现了百山祖冷杉，所以
极早避免了人类采伐。”百山祖主峰管理站站长兰荣光担
任护林员已有 26年，亲眼见证了当地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
升级——从最早由庆元万里林场成立管理队，到 1985年建
立浙江百山祖省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上升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再到 2018年全面启动国家公园创建工作，通过几
十年坚持不懈的接力守护，才有了如今这参天大树遮蔽着
天空、杂灌草盖沟压坡如毡如毯的原始森林面貌。

目前，现存百山祖冷杉分布地被划归为核心保护区，
仅限科研人员活动且严禁采集。与此同时，当地还通过收
集种子播种、嫁接等方式扩增个体数量，采用嫁接、实生苗
移栽等手段在核心区类似生境开展野外回归工作。截至
2020年，百山祖共建成 4处、40余亩野外种群复壮基地，野
外种植 2000多株百山祖冷杉苗，并建起了 3个标准育苗大
棚，苗圃地内保留 5000多株幼苗，目前成活率在 92%左右。

“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宝贝。”兰荣光告诉记者，百山
祖国家公园庆元片区完好保存了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
带性植被，是我国 17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
键区域之一。常年的朝夕相处，已使他与这片山林形成了
默契，在百山祖保护站后的空地里，兰荣光会细心种上各
种蔬菜，待寒潮来临时，大雪封山，这些蔬菜就成了在百山
祖野生动物们的营养补给。

庆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篇章仍在不断续写。去年，
庆元启动了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对生态家底进行摸
排，提出了保护建议，形成了《庆元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
持续性发展规划》《庆元县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报告》。其
间，一批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的物种如伯乐树、莼菜、
黑麂、豹猫、等相继被发现，还发现了新物种百山祖角蟾。

生态搬迁，创造相融共进的新空间

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片区涉及松源街道、百山祖镇、
贤良镇、竹口镇，为最大限度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
响，国家公园内的一些居民积极响应政策，搬迁至同心、同
济等安置小区。

在庆元县城往西 5公里处，一幢幢漂亮的楼房鳞次栉
比，宽阔整洁的道路上人来车往。这里是全省最大的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和下山脱贫小区——同心新村。2020年，从
园区搬迁而来的村民全尚松便居住在此，他的老家在松源
街道四山村楼下自然村，属于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片区一
般控制区。

“以前一直在城郊租房，从没想过自己能住进县城。”
安置房摇号当天，全尚松一家起了个大早，最终摇中了一
套 112平方米的新房，“儿子也选中了自己心仪的房子，我
们都住在同心新村的中心区域，附近幼儿园、菜市场、社区

卫生院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我们把‘生态搬迁’与‘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深度

嫁接，以最优惠政策引导农户自愿生态搬迁，比如优先为
国家公园范围内的村民安排房源、向低收入农户提供廉租
房等。”庆元县“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胡顺山告诉记者，从核心区搬出的村民不但住进了宽敞
明亮的新房，还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的老家在企坑自然村，属于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
生态环境是一等一，但交通不便，发展产业困难重重。”42
岁的吴大福来自百山祖村，是较早一批搬迁的村民，他告
诉记者，过去在老家种香菇，家庭年收入只有三四万元，搬
到城里后，挣钱门路多了，“现在我负责监管建筑工地，月
收入有五六千元，两个孩子也在更好的学校读书，一家人
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从“移居”到“安居”，从“安居”到“乐业”，国家公园创
建的“绿色红利”仍在不断释放。2019年，松源街道建立了

“社企党建促就业联盟”，与 18家企业党支部签订就业联盟
协议，通过设立工作室、“就业咨询”窗口等措施，助力搬迁
居民 8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依托一系列优惠政策，庆元百姓在产业、安居、就业、
就学、就医等方面全方位享受到国家公园建设的红利。截
至目前，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片区一般控制区已完成搬迁
264 户 916 人，占应搬迁人口的 31.76%；核心区 31 户 98 人
全部完成搬迁。

“生态搬迁不但破解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
困局，还在人与自然间创造了相融共进的新空间，实现了
维护百山祖国家公园优良生态环境的目的。”胡顺山说。

“国家公园+”，谋长远发展的全域布局

尽管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但庆元一直缺
少有影响力的大平台、大载体。国家公园创建，成为庆元
站上制高点的历史机遇。为此，庆元高起点谋深谋实各类
规划设计，致力于画好鸟语花香的“山水图”和诗情画意的

“人文景”。
聚焦“3个入口、4个特色小镇、7条公园通道、8大体验

基地、100个重要节点”，庆元谋划建设一批国家公园旗舰
型项目，同时成立全市首支由 525名青年组成的百山祖国
家公园创建志愿服务队、组织全县 27所中小学开展各类教
育体验活动等，营造全民参与国家公园创建的浓厚氛围。
在甄选出县内名山、名村、名景初步形成“国家公园 130余
个网红打卡点”后，国家公园品牌效应得以进一步放大，全
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感受“山之祖”的别样精彩。

“园内严格保护，园外联动发展”，基于这一理念，庆元
县最大限度地破解了地役权改革和生态搬迁的难题，并充
分考虑保护和发展的平衡问题，为重大项目、地方发展预
留了足够空间。作为创建工作的重点区域，百山祖镇的产
业发展便迎来了历史机遇。

百山祖镇平均海拔超过千米，丰富的高山台地资源和
气候条件，让在此出产的农产品更加优质、更受消费者喜
爱。为了给产自“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山货”拓宽销
路，自 2018年起，百山祖镇与浙江省肿瘤医院签订农产品
产销协议，并创建“百山祖 1856”作为“庆元 800”旗下主打
的高山高端农产品区域品牌，一份“百山祖 1856”农产品礼
包包含香菇、笋干、番薯粉片、高山红米等 9种生态农产品，
大多来自低收入农户的田间地头。

“去年 6月，我卖出了 30多斤笋干、40多斤番薯粉丝，
挣了近 2000元。”66岁的百山祖镇斋郎村低收入农户吴仁
香告诉记者，自从乘上品牌的快车，过去卖不出好价钱的
土特产，全都成了城里人的抢手货。

按照“一村一产业”的发展目标，百山祖镇还建成了黄
水锥栗、合湖田螺、桥陌藜麦、黄皮中蜂养殖、车坑农家乐民
宿等13个特色产业基地，覆盖建制村率达到100%。“百山祖
国家公园创建工作不仅限于园区内的保护与发展，更与庆
元各个领域的发展息息相关。”百山祖镇副镇长吴明说。

创建红利创建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