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林改，只此青绿万重山。
大田县着力推进林权登记管理机
制、林业金融、林票制度、林业碳票
制度、产业融合发展机制、森林资
源管理体制等六大方面改革创新。

在推进工作中，大田县不断优化
新型林业生产主体发展结构，鼓励国
有林场、国有林业采育场开展托管经
营业务，重点培育林业大户、家庭林
场、股份林场、专业合作社，初步形成
了“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普通农
户”的现代林业生产格局。

“目前，累计新组建467家新型

林业经营组织，涉及面积58.5万亩，
林地面积覆盖面达60.3%，涉及农户
1.8万多户。”大田县林业局局长肖
宏强说，探索建立社会资本顺畅进
入和退出林业机制，走资源变资产、
资产变资本、林农变股民的资产证
券化的路子，从而壮大林业经营规
模。同时全面推行林长制，完善林
业基础设施，推行基层林业行政执
法“一带三”模式，推进护林员“四
化”管护模式。

大田县是“中国油茶之乡”，油
茶产业已成为推动当地绿色发展的

健康产业之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绿色发展的有力举措。大
田县做优做大油茶产业，坚持高标
准培育油茶基地，积极整合各类林
业资金，加大丰产油茶林基地建设
力度，大力推广油茶良种和丰产栽
培技术，科学配套灌溉和林业机械
等基础设施设备，持续推进现有低
产低效油茶林改造提升。2021 年
底，全县油茶林面积达15.2万亩，油
茶产量1700吨、产值3.6亿元。

眼下，大田县屏山乡大仙峰·
茶美人景区万亩绿意盎然，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参与高山
康养项目，感受别样的休闲体验。
大仙峰·茶美人景区是中国首家以
高山茶为主题，融文化体验、环境
教育、文创展示、休闲度假等功能
为一体的生态景区，被评为福建

“省级养生旅游休闲基地”。
优越的高山环境、独特的雾海

景观、满目春色的茶园……这是休
闲养生的地方。大田县以茶为媒，
将茶产业、休闲旅游、健康养生融
为一体，按照“茶区变景区、茶厂变
体验馆、茶园变科普园”的茶旅一
体化发展思路，打造茶主题公园、
茶文化村，推动茶产业与旅游业的
相互融合，形成“以茶促旅、以旅带
茶、茶旅互动”新格局。

翰霖泉运动森林康养基地是福
建省职工疗休养基地，打造“康复疗

养”特色产品，用养胰控糖“五驾马
车”技术开展糖尿病调理，配套道鼎
熏蒸设施，可慢病调理，也可休闲养
生。同时，开发“膳食疗养”特色产
品，体验别样的“大田舌尖味道”。

森林康养旅游，需要美丽乡村
的融合。在“中国睡眠康养示范基
地”桃源镇，有一个东坂畲寨。她藏
匿于千米高山深处的畲寨，流通有
客家、本地、闽南三种方言，拥有畲
医、畲药、畲舞、巫家拳等畲族文化，
是集古堡、古厝、古庙、古树为一体
的畲寨古村落。依托特有的生态资
源和畲族文化，东坂畲寨着力开发
畲族文化体验、畲药养生等项目，打
造独特的畲族文旅康养基地。

桃源里旅游度假区是集花海
观光、游乐互动、休闲体验为一体
的主题乐园，获评国家3A级景区。
景区打造四季有花生态景观，建设
有花海栈道、小丑城皇堡、玻璃滑
道、炫彩滑道等多个创意景观，这
里可尝花、可采摘，成就了一个多
彩斑斓的“梦幻桃源”。

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东风
农场年产红菇1500公斤，以每公斤
超3000元的价格，可谓一味山珍难
求。这里拥有芙蓉李、雷竹笋、玉
米等瓜果蔬菜盛名远扬，引来乡村
旅游热。这里还拥有了一股日出
水量 2000 吨的冷泉，以优质水质，
开发了纯净水项目。

以以““绿绿””为笔为笔 绘就绘就生态新画卷生态新画卷
●本报大田记者站 林生钟 叶紫妍 张 玥

阳春时节，碧空如洗。大田县城乡

大地鸟语花香，处处绿意青葱，构成一

幅幅和谐美丽的生态画卷。

近年来，大田县始终践行习近平同

志提出的“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重要

论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

生态综合管护模式，狠抓生态环境问题

整改，着力构建绿色发展格局，不断擦

亮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森林覆盖率

达73.43%，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首

批全国生态旅游胜地、中国森林旅游美

景推广地，绘好新时代“富春山居图”，

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展示窗口”。

巡查河道，排查污染隐患……
无论日晒雨淋，在均溪河湖美溪河
段，湖美乡生态综合管护队队员颜
建燕和同事，总是坚持着雷打不动
的巡河。湖美乡生态综合管护队成
立于2020年8月，是大田县首支乡
镇生态综合管护队，像这样的乡镇
综合管护队，全县已成立10支。

大田县地处福建中部，属于典
型的山高坡陡、人多地少的水土流
失区。聚焦破解生态环保“九龙治
水”难题，2009年，大田县在全省率
先探索实行河长制，积极探索建立
了河长制、生态综合执法、水土流
失治理等工作机制，提出了“污在
水中、源在岸上、根子在人”治水理
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2016 年 12 月，大田
县建立生态综合执法制度的做法，
荣获第四届中国法治政府奖提名
奖。2018年，大田县河长制工作被
列为改革开放 40 周年“福建影响
力”优秀案例。

2021 年 5 月，大田县作为发起
和起草单位，牵头制定福建地方标
准《河（湖）长制工作管理规范》，为
全省河（湖）长制管理提供运行和
考核的评价准则和依据。

治水是攻坚战、持久战，大田县
着力打造河（湖）长制“升级版”。在
推进工作中，大田县当好“施工队
长”，扎实推动河（湖）长制工作从

“有名”转向“有实”，突出源头治
理，全面开展小流域、农村生活污
水、规模养殖污染、河湖水环境、农
村小水电等五项攻坚行动，新建安
全生态水系26.1公里，取缔非法采
砂点11处，全面完成154座小水电
生态下泄流量设施改造工作，并接
入省环保监测平台。

管河护河，管护能力提升是关
键。大田县加强培育专业化管养队
伍，实施石牌、桃源、吴山、太华、建
设等乡（镇）河长办标准化建设工
作，巡河系统接入市河长制指挥管
理系统平台。同时，加快推广生态
综合管护模式，整合生态环保网格
员、河道专管员、护林员、土地协管
员、道路协管员等一线力量和资金，

在乡镇组建生态综合管护队伍，明
确分工、专人专职，落实巡查、反馈、
协调、处置、督查等工作，形成“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管”的生态
管护机制。

规范河长办运作，严格落实联
席会商制度。组织县河工委成员
单位对公路沿线水域环境卫生、在
建工程开展联合督查，协调解决永
春、德化等地跨区域流域水质问
题，将河道专管员的用人和日常管
理权限下沉至基层，创新实行“多
员合一、多村合一”和市场化管理
模式等方式。

坚持全员共治，发动全民护
河。大田县在创新性构建“乡贤河
长”联动治水机制的基础上，进一
步突出人大监督有力与委员河长
助力。县人大常委会对小流域治
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情况、饮用
水源地保护情况等重点问题进行
专题询问，梳理出问题清单，县河
工委各成员单位认真办理，限期整
改落实，为依法治河、管河、护河提
供了可靠保障。

县里还聘政协委员担任河长，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当好河湖巡查
员、宣传员、参谋员、联络员、示范员

“五大员”，人均巡河 20 余次，累计
管护河长100余公里。发挥县法院
驻县河长办法官工作室、检察院驻
县河长办检察联络室作用，畅通行
刑衔接障碍，为青山绿水提供司法
助力，为河长制工作加强了司法保
障护航。此外，实施“绿盈乡村+绿
色金融”模式拓展工程，围绕“绿化、
绿韵、绿态、绿魂”，新创中级版“绿
盈乡村”10 个，推进“绿盈乡村”提
档升级，打响具有大田特色的“绿盈
乡村”品牌。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大田县
22 个乡镇交界断面水质全部达Ⅲ
类标准及以上，均溪河、文江河流
域各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三
年为 100%，闽湖国控高才断面水
质稳定在Ⅰ-Ⅱ类，城区及乡镇集
中饮用水源地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初步实现了“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目标。

大田县是我省重要矿产地，长
期以来受立地条件、矿山开发、人
为开荒等多种因素影响，水土流失
点多面广、形势严峻。

银锭岬川石矿区的前坪乡，铁
矿资源占全县矿产总量的 40%以
上，具有近 700 年的开矿历史。上
世纪 90 年代，矿产资源粗放式开
发，造成了矿山严重水土流失，导
致水环境污染，山体满目疮痍。矿
区内的山川、湖坪等村庄道路泥泞
不堪，群众出行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

生态重建，迫在眉睫。根据
2011年遥感普查，全县水土流失面
积达 39.83 万亩，占全县国土面积
的11.95%；其中矿山水土流失面积
18.52万亩，占全县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46.5%。大田人痛下决心整治经
年沉疴，瞄准绿色转型，全力打好
水土流失治理攻坚战。

2012 年，大田县被列为全省
二类水土流失治理重点县，国土
资源部和省财政厅、水利厅在项
目和资金上给予倾斜支持，在省
纪委挂勾帮扶下，矿山水土流失

治理拉开序幕。近 10 年来，银锭
岬废弃矿山上，恢复植被、树木，
引进生态循环农业，书写着点石
成金的神奇故事。

矿山治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
抓”。大田县在全省率先开展“天
地一体化”水土信息数据中心试
点，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高科
技手段，对全县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流失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对全县18
个乡（镇）的水土流失斑分强度、分
类别进行精准防治，做到“一乡一
策”“一村一策”“一地一策”。

矿区复绿结合工程措施和生
物措施，采用缓坡平整、修建截洪
沟、排洪沟、沉淀池等手段，消除
可能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采取
土壤改良、种植树木、播撒草籽及
设立景观等方式开展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2021年3月，大田废弃矿
山治理项目全部通过省级专家组
验收。

水土流失治理打赢“翻身战”，
如何才能保住“绿装”让治理长效
化？大田县主动融入“中国绿都·
最氧三明”建设，每年安排专项资

金的同时，建立技术支撑体系，与
福建农林大学、省林科院等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全力破解矿山水土流
失治理难题。另外，制定矿产资源
开发管理“十严禁”“十必须”规定，
实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黑名
单”制度，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权
一案三同时”制度，推动矿区水土
流失治理机制长效化。

至2021年底，全县8个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建
成投入使用，并通过省级整体验
收，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24.95
万亩。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列
入国家试点示范，山贵崎煤矿、惠
峰矿业等7家矿山企业入选省级绿
色矿山名录。

大田县自然实体为“九山半水
半分田”，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在
矿山治理中，大田县伸手向废矿要
空间，集约土地推动产业发展。一
些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的矿山，不具备依山造景、打造矿
山公园的条件，却是发展生态农业
的“良田沃土”。在这些治理后的
废弃矿山上，农业产业链在延伸，

附加值越来越高，探索出了一条立
体循环生态农业新路子。

2018 年 4 月，创辉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在废弃矿山上落地，投资 6
亿元，占地面积 300 亩，经营品牌
蛋鸡养殖、育苗和品牌鸡蛋销售、
生态有机肥、中草药种植、食饲料
加工等。如今，成长为省优质农产
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市重点龙头企
业。银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于种猪和高优农业育种培
优推广的农业科技型企业，总投资
10 亿元，公司免费提供猪粪沼液，
用于农业生产，改良土壤。

此外，前坪乡上地村成立佳田
农业开发公司，与创辉农业开发公
司合作，打造松针鸡蛋品牌；与银
顶农业科技公司携手，建设 400 亩
高山蔬菜基地，利用有机肥，种植
玉米、茄子、大蒜等，农产品销往泉
州、厦门等地。

如 何 让 废 弃 矿 山“ 披 绿 生
金”？这需要走一条治理恢复与综
合利用发展道路，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大田将
为之长期坚守与努力。

综合治水，守护“青山绿水”

唤醒青山，推进“多元融合”

桃源睡眠森林康养基地（苏晋锻 摄）

山川矿山公园 （温欣孝 摄）

◀ 一河清水的文江溪 （刘冬春 摄）
▼ 青山环抱着的大田县城饮用水源地

坑口水库 （陈广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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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

矿山治理，实现“披绿生金”

湖 美 生 态
综合管护队队
员 利 用 手 机
APP 智慧监管
（三明市融媒体
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