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5 日，龙泉市举行百山祖国家公园—龙泉山景
区开园仪式，标志着景区发展站上了新起点、踏上了新征
程。

为充分发挥国家公园品牌效应，深度开发龙泉山景
区旅游资源，龙泉市与宋城集团充分协商，于今年 4月 7
日顺利完成景区项目移交及股权转让签约。

龙泉山景区的顺利“回归”与重新开门迎客，是龙泉
国家公园建设隆隆鼓声中的一个鼓点。占了百山祖国家
公园近一半面积的龙泉片区，借着创建东风，积极推动文
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世界级经典文化圣地、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和全省文旅融合发展样板地汇聚特色动
能、注入硬核力量、提供有力支撑。

生态理念推动山林增值

作为创建“主战场”之一，百山祖国家公园龙泉片区
总面积约 248.89平方公里。在龙泉市有关负责人看来，
国家公园创建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减少人为干预，为
子孙后代留下原始的生态文化风貌。

在做好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龙泉坚持自然保护为先、
绿色发展为要、生态文明为本，高起点大手笔谋划，发掘

“珍珠”，串珠成链，变盆景为风景，扎实走好第一步。
在屏南镇合兴村上畲自然村，村民们以水稻基地为

画布，以彩色水稻为画笔，绘制出“国家公园就是尊重自
然”等字画，营造起全村村民共建百山祖国家公园的浓厚
氛围。从高空俯瞰，水稻田犹如巨大的 3D画，与周边的
村庄、山峦、树木等相映成趣，形成一幅绝美的乡村画卷，
煞是好看。

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
真性、完整性，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这
与合兴村民世代守护家园、创建美好生活的愿望是如此
一致。以创建工作为契机，合兴村在近年来开展环境综
合整治，使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立足原生态的
山水风貌，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发展起高山生态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创建工作的有序推进，离不开因地制宜的制度创
新。2020年 4月 10日，龙泉市在兰巨乡官浦垟村给百山
祖国家公园管理单位颁发了一本全新的证书——百山祖
国家公园龙泉片区集体林地地役权证。这意味着，此后
官浦垟村相应林地的所有权仍归属于集体，其地役权则
属于国家公园管理单位。参与地役权改革的集体林地，
每年可获得一亩 48.2元的补偿，比原有的公益林补偿金
高 8元。

去年 8月，还是在官浦垟村，首批林地地役权补偿收
益质押贷款正式发放，为绿水青山注入金融“活水”，打通
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最后一公里”。

官浦垟村林农张小平告诉记者，他凭借地役权补偿
收益办理了一笔贷款用于创业：“不需要找人担保，利息
也低。”张小平有 46 亩林地属于百山祖国家公园龙泉片
区，他于去年 4月签订了《百山祖国家公园集体林地设立
地役权合同》，4个月后，他在龙泉农商银行办理了 5万元
贷款，这也是全省基于集体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发放的
第一笔贷款。

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走进兰巨乡五梅垟村的百山祖国家公园（龙泉）主入
口建设现场，映入眼帘的是主入口工程主体如火如荼的
施工建设盛况。

“主入口大门有 10根代表百山祖海拔 1800米以上山
峰的柱子，其中一根高 19.29米，代表了江浙最高峰黄茅
尖的海拔 1929米，我们还在石柱边制作了栈道，展现山峦
景色。”据项目负责人沈庆华介绍，该项目预计今年 6月底
完工，届时，由兰巨主入口一路向绿意深处行进，各种迷

人的景色次第铺开，宛若天然画卷——这便是国家公园
的魅力所在。

在兰巨乡大赛村，百山祖国家公园（龙泉）大赛驿站
项目工程已经完成。1700 多平方米的场地中，驿站、长
廊、休息室等中式风格建筑临水而建，过往村民和游客可
以在这里停车休憩、休闲观光，而从这里开始，也就真正
进入了百山祖国家公园区域。据沈庆华介绍，凤阳山管
理处在凤阳山调研中发现了珍贵稀有植物“水晶兰”，驿
站的选址地点也在野生灵芝谷附近，整体建筑形状神似
翅膀，寓意着龙泉在创建百山祖国家公园中“茁壮成长”、
百山祖国家公园“展翅飞翔”。

在驿站休息茶吧里，记者见到了两块特殊的“石
头”。据了解，它们是在百山祖国家公园区域内发现的久
于 40亿年的冥古宙锆石，保存记录了地球上最早的变质
作用，展现了百山祖国家公园地质历史久远。

驿站的建成不仅提升了村庄颜值，也让附近村民发
现了新的商机。与驿站一溪之隔的一幢民房，目前正被
改造成民宿，迎接国家公园时代的到来。

作为百山祖国家公园龙泉片主入口所在地，兰巨乡
还结合当地实际，积极谋划在当地建设国家公园康养小
镇。如今，项目一期包括商业街区、文化中心等功能区和
农民建房安置区块已基本完成建设。

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于龙泉而言，国家公园创建是关联经济发展的全域
布局，不仅引领市域高质量绿色发展，也是实现生态旅游
价值转化的关键之举。

地处凤阳山半山腰的炉岙村，过去由于交通闭塞，村
民大多以伐木为生，日子过得非常清贫。后来随着责任
林和集体林划进保护区，村民依托生态优势搞起了休闲
养生经济，成功脱贫致富奔小康。今年夏天，凭借着“江
浙之巅第一村”的优势，村里的 24 家农家乐生意异常火
爆。“以前没有切身体会，现在越来越感受到，好生态能带
来好‘钱景’。”村民季益全坦言，随着国家公园创建工作
的推进，来村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如今开农家乐，一年
就能增收十几万元。”

有仙则名，惟仁者寿。仙仁村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由于生态环境好，这里出产的山间土货如今已成为健康
时尚、受人追捧的独特“伴手礼”。据了解，长寿大米、莲
子酒、长寿面、油茶、荷叶茶等特色养生农产品，每年可为
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近 20万元。

“高举‘长寿旗’，念响‘养生经’。”村民委员会主任邱
宗金表示，紧跟国家公园创建步伐，村两委正决定对村庄
进行重新规划和提升，在做好游客接待的同时，把长寿米
等特色产品做大做强，让游客在这里吃长寿宴、住仙人
居，有更好的游玩体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坐落于凤阳山麓的梅地自然村气候宜人，空气质量
极优。村民项永年于 2015 年率先成功在森林里种植 50
余亩准野生椴木灵芝及活体灵芝盆景，这在当时还是省
内第一家。2016 年，他又流转了 2500 亩山林，在适宜区
域先期发展 220亩准野生灵芝基地，这里的野生灵芝相比
市场均价飚升 5倍以上。

农旅融合的“甜头”，让越来越多“项永年式”的农创
客加入创业队伍，也带动了兰巨全域农旅产业的发展。
兰巨的水果、茶叶、食用菌、蔬菜等原生态农产品销路越
来越广，产品溢价 30%以上。

“国家公园这一国家级名片，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
应，推动乡里的生态产品进一步产业化、品牌化、精品化、
市场化。”兰巨乡主要负责人说，随着国家公园创建，兰巨
乡迎来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元年，更赢来了绿色发展先
机，“目前，乡里正在谋划建设健康产业园、打造特色康养
旅游路线，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迈向国家公园的
时代也是兰巨百姓走进崭新生活的时代。”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张李杨 叶炜婷 通讯员 柳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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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龙泉市与宋城集团顺利完成龙泉
山景区项目移交及股权转让签约。时隔一年，名
字加了百山祖国家公园前缀的龙泉山景区再次
开门纳客，环境更好、游客更多、话题更广，龙泉
借百山祖国家公园建设这阵东风，打造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和全省文旅融合发展样板地的雄心
再“出圈”。

当前，随着百山祖国家公园建设的不断深
入，龙泉山作为“主战场”，无疑承担着贯彻落实
的重任。

倾听丽水声音，展示龙泉作为，建设百山祖
国家公园是一次绝佳机遇。目前，龙泉片区公园
规划范围涉及屏南、龙南、兰巨3个乡镇，14个行
政村（其中屏南 8 个村、龙南 4 个村、兰巨 2 个
村）。这些乡村因为参与创建国家公园无形间融
入了“十四五”规划和新发展格局的高端平台。

对于龙泉来说，创建国家公园，最关键的不
应只是为了创下一块牌子，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
国家公园的品牌，扩大社会效应，借“势”将经济
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搞活”。

国家公园创建成为龙泉打造对城市副中心
的重要平台。当前，兰巨不仅承担着百山祖国家
公园、大花园建设，还有一江三城的使命，依托百
山祖国家公园，兰巨以 1.7 万平方米的氧吧特色
小镇综合体建设，促进集镇聚集。随着四星酒店
与 300 米商业街的相继结顶，旅游，教育，医疗，
文化中心等城市必备功能正在加速形成。

国家公园创建成为龙泉产业融合的良好契
机。在丽水市首个农旅融合3A级景区——兰巨
省级现代农业园里，包括游客中心、骑行绿道、游
步道、露营(观星）基地、房车露营基地、茶园迷宫
等在内的农旅融合示范区正在释放红利。

这几年来，该农业园循环利用有机肥反哺园
区基地建设，茶叶、水果等品质逐年提升。今年
以来，农业园在国家公园创建这一利好消息的刺
激下不断丰富升级水果品种，今后的目标是要打
造一个水果博览园，实现一年四季水果不断，水
果采摘体验不断。

正如该农业园负责人蔡利武介绍，一二三产
有机融合，是农业园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今
年，改园区承接了全市数十个单位的团体活动，
五一长假期间每天的游客量突破了10000人次。

此外，园区培育龙泉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40个，家庭农场102家，农
业休闲观光点10个。带动周边农民增收6200多
人，今年新增返乡创业人员 1194 人，带动就业
2244人。

千川汇海阔，风好正扬帆。相信未来的龙泉
一定能担起建设重任，借国家公园创建之机，为
聚力开创龙泉复兴新局面注入强劲动能。

借势而上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张李杨 叶炜婷 通讯员 柳晨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