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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有“松枝一何劲”的坚
韧，也有“秀质方含翠”的柔美。
人们向树上寻花果，于树下乘
荫凉，不仅爱树咏树，更植树护
树。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让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
量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过
去40年间，全国适龄公民累计
175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累计
植树 781 亿株（含折算）；在塞
罕坝、库布其、毛乌素的热土
上，绿色奇迹已然扎根，绿色希
望不断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国
土绿化行动，既要注重数量更要
注重质量，坚持科学绿化、规划
引领、因地制宜，走科学、生态、
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久久为
功、善做善成，不断扩大森林面
积，不断提高森林质量，不断提
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因此，只有在科学绿化上
持续发力，才能更广阔地开拓
绿色版图，更有效地守护绿色
成果，让美丽中国绿色常在。

今日中国，正在经历着由
黄到绿、由绿到美的转变。但也
要看到，随着自然条件较好地
区基本绿化完成，继续增加林
草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林草
资源质量亟待提高，尤其是在
开展绿化工作的过程中，还有
违背自然和经济规律的现象需
及时扼制。“在哪儿种”“种什
么”“怎么种”“怎么管”，这些问
题必须认真解答。

科学绿化要综合考量土地
利用结构等因素，合理安排绿
化用地，编制并实施绿化规划。
在农业大省河南，耕地资源十
分宝贵，耕地红线必须严守。如
何在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之间
取得平衡？河南提出向“六块
地”要造林空间，即充分利用山
区困难地、石漠化土地、沙化土
地、农村“四旁”隙地、废弃场
矿、严格管控类土地开展造林
绿化。粮满仓，树赶荒，成为“老
家河南”建设科学绿化试点示
范省的愿景。

绿色离不开水的滋养，科
学绿化必须以水而定、量水而
行。依托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
和承载力，绿化成果才能长得
好、留得住。在三面环沙的宁
夏，80%的地域年降雨量不足
300毫米，植物生存环境较为艰
难。宁夏按照降雨线分布和不
同区域的水资源承载力，划分
出北部绿色发展区、中部防沙
治沙区和南部水源涵养区，合
理配置乔木、灌木和草地的分
布，以植被存水土，以绿化促治
沙，科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绿化也意味着节俭务
实，不以片面追求景观为目的，
而要关注居民的宜居感受，注重
实效，不能搞违背生态规律、劳
民伤财的造景工程和形象工程。

“科学”二字既关乎方法，
又关乎理念，应该贯穿于国土
绿化的全过程。在国土绿化资
源监测评价、生态保护与经营
管理、投融资体制机制等许多
方面，科学绿化依然大有可为、
任重道远。在第44个植树节即
将到来之际，我们不仅要继续
种下树苗，更要将科学绿化的
意识根植于心，用心浇灌和守
护国土常青。

科学绿化
让国土常青
◎朱金宜

泸定县

完成林业
有害生物越冬
代复查工作

最美森林草原
守护者——阿安

阿安是稻城县吉呷镇呷拉村的一名生
态护林员，他守护着稻城县吉呷镇呷拉村肯
加古片区的13461亩山林。

护林员这项工作，阿安一干就是 5 年。
他5年如一日，以山为家，以林为伴，常年冒
酷暑，顶寒风，穿山越岭，跋山涉水，只为心
中那片绿水青山。他在平凡的护林岗位上，
甘于寂寞，谱写人生，在密林深处铸就绿色，
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大山的守护神”。他
每月巡山天数都在 27 天以上，在他的管护
区域，从未发生过森林火灾、乱砍滥伐等破
坏森林资源事件。2021年7月被稻城县委授
予“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9月被吉呷镇党
委政府授予 2020 至 2021 年度全镇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优秀护林员”荣誉称号。

自 2016 年担任生态护林员以来，阿安
便深感“肩上有责任，心中有担当，脚下有力
量”。但他原来不是这样想的，因为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生活极其艰难，根据其家庭情况，
2016 年当地政府将其纳入公益性岗位，担
任护林员以后，了解到了相关政策法规及保
护生态的意义，阿安明白了守护青山绿水的
重要性，他的思想发生了蜕变。他深深明白
当一名护林员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一份平凡
又光荣的职业，他的思想也从原来的“等靠
要”，转变为越发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
了。刚刚参与护林工作，阿安对护林方面的
政策法规不是很清楚，对自己的护林职责也
不明白，他就经常找当地林业站工作人员学
习，吉呷镇召开护林员业务培训会时，他都
认真听讲。

在森林草原防火期，他几乎每天都要往
山上走一圈，一天巡山好几次。在每年的春节
煨桑期间，为了防止森林火灾发生，他连续到
煨桑必经路口巡护，不断告诫村民们，煨桑后
一定要确认没有火患才能离开，并宣传煨桑
安全常识，直到所有村民集体煨桑结束后处
理好后续防火工作，确认没有火患才离开。在
日常巡山护林途中，阿安有时碰到一些违法
使用“捕猎套”捕野生动物的情况，发现后他
都会进行拆除，即便受到威胁也绝不妥协。担
任护林员以来，阿安每天都会到自己管辖的
网格区域巡护，查看是否有乱砍乱伐、乱捕滥
猎、非法占用林地、防火期内是否有人进山等
情况，切实履行一名护林员的职责。

阿安从一名“等靠要”的贫困户转变为
履职尽责的生态护林员，从一开始被村民嘲
笑到当地政府、村民的认可，他完成了人生
的完美蜕变。

每次得到认可、得到表彰，他都感慨万
千：“担任护林员以来，我有了使命感，归属
感，我觉得我还有点价值，每天都过得特有
劲儿，能有今天的生活我得感谢党、感谢政
府，给予我的帮助和关怀，我一定要用实际
行动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关爱，为守住绿
水青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何浩 文/图

阿安在巡山路上打尖。

甘孜日报讯 为全面掌握泸定县林业有
害生物越冬代发生情况，准确预测2022年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趋势，提前做好预防
措施，减轻林业有害生物危害，3 月 9 日至
14 日，泸定县林业和草原局组织技术人员
对全县各乡镇生态林、经济林开展了林业有
害生物越冬代复查工作。

此次复查工作主要采取线路踏查和重
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县各乡镇林区内
对主测对象松切梢小蠹、松墨天牛、核桃黑
斑病及云杉落针病、云斑天牛、思茅松毛虫、
蜀云杉球蚜、桤木叶甲、天幕毛虫等兼测对
象开展了调查，共计27万亩林地。根据越冬
代复查结果，结合该县2021年主要林业有
害生物发生和防治情况，去冬今春气象情况
及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分布范围、发生规律、
发生特点等综合分析，预测2022年该县林
业有害生物的发生面积为 4.45 万亩，同比
下降1.5%。

下一步，泸定县将按照复查结果，制
定 2022 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方案，有序
组织实施防治工作，做到“早发现、早预
警、早防治”，切实保护好全县森林资源和
生态安全。

杜蕾 高远钦

“三生”有树

生产、生活、生态，中国人的“三生”中，树木、森林休戚与共。

中国树木资源丰富，自古以来，树就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既有人工栽植的喜闻乐见的桃、李、杏、梅、枣之果树，又有

漆、桐、桑、柏、榆之建设用树，还有中国特有的珍稀孑遗树种银杏、水杉、银杉、红豆杉、鹅掌楸等树木。

◎陈亚 阎景娟

近年来，我州立足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定位，强化生态资源保护，出台全州史上最严保护森林资源的纲领性文件《关于严格落实十六条措施加强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意见》，牢牢守住甘孜6.98万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红线。同时，全州以植树造林、推进身边增绿、恢复生态系统功能为重点，统
筹推进重点生态修复项目，累计安排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993个，完成封山育林、人工造林、川西高原生态脆弱区治理、沙化治理145余万亩，
湿地植被恢复3万余亩。图为甘孜湿地公园。 本报资料库图

寄托人们美好情感

人工栽植的树木讲究时令，在中国现存最
早的农事历书之一《夏小正》和唐朝的《四时纂
要》、清初的《授时通考》等典籍中均有关于树
木栽植须按照农时节令有条不紊进行的记载。
树木及其果品不仅用来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
生活需要，也融入到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
很多树种及其果实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和
象征意义。《山海经》中记载的扶桑、若木、建
木，就常被人信仰作沟通天和地的神树，反映
了先民朴素的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从《诗经》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到
北宋王安石的《元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白居
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
花始盛开”，这其中既有人们对于桃之祥瑞寓
意的肯定，也有对于讴歌理想生活的桃之意象
的赞美。

作为中国最早种植的常见果树之一，桃树
不仅以其艳丽的花朵受人喜爱，其果实之延年
益寿功能也在很早就被发现，《神异经·东荒
经》《汉武内传》的神话故事中均有关于此的记
载，《诗经·魏风》中载有“园有桃，其实之肴”，
西汉时期的《汜胜之书》和北魏的《齐民要术》
中还载有将不同树种作为砧木结出果实的对
比，并总结出“桃上接杏则肥”等嫁接技术要
点，明代已有以桃为主题的专著《水蜜桃谱》。

除此之外，与桃有关的民俗和谚语在中国
的文化中也多有体现，明代《树艺篇》中记载有

“桃符压邪”，在当时还有“桃三李四梅子十二”
等关于桃李梅等果树栽植的谚语。

作为中国主要经济树种之一的漆树，早在
《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它是兖州、豫州的贡
物，《史记·夏本纪》《旧唐书》《宋史·地理志》等
书中也均有贡漆的记载。《诗经》中云“树之榛
栗，椅桐梓漆，爰伐琴桑”，表明早在周朝的时
候，漆树的栽植就已经非常普遍、并已形成规

模，漆林的税收是当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在中国的历史中，漆树一直充当着重要的

生产资料，漆液也是常用的建筑和家居装饰材
料，《周礼·春官》中有最早的关于“以漆涂器”
的记载，明代黄成著有漆艺的专著《髹饰录》。

此外，漆还可用来制作兵器、饮具、祭器、
衣冠等，《广雅疏证》《本草纲目》中还有对于漆
树的药用记载，可见漆树用途之广泛。古诗中，
也常用漆来形容恋人、朋友、手足之间的亲密
情感，如杜甫诗云“天下朋友皆胶漆”。漆树还
常用来与礼乐之器物结合，后人常用“梓漆”代
指琴瑟。

珍稀树种得到保护

纵观中国树木的栽培史，这些人工栽植的
树木对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
国树木中，具有代表性的，恐怕就是那些中国
特有的珍稀孑遗树种了。

银杏是中国特有的第四纪冰期后唯一的孑
遗树种，已在地球上悄然存活了上亿年。欧美、
日本、朝鲜等国现存的银杏均从中国引种栽培。

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华枫枰
栌”之记述，“枰”即为银杏，后世还将其称为平
仲木、枰仲木、鸭脚树、公孙树等。

在宋代，银杏开始从南方移植到北方。银
杏果实颜色清雅，味道淡甘微苦，可用作茶食，
也常作为珍贵的礼品用于友人之间的馈赠，装
点着文人诗情画意的生活。黄庭坚有诗云：“安
得携手嬉，烹茶煨鸭脚。”元代以后，银杏大多
作为果树和园林造景使用。《食物本草》《本草
纲目》中都有银杏果实药用的记载，清代的《授
时通考》中则有银杏从地域分布到栽培技术的
详细的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银杏的经
济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许多地方开始规
范化种植以及对银杏种、皮、叶、花、果实、木材
等全产业链的开发利用。

同为植物王国“活化石”的水杉，也是地球
上的老“居民”了，曾一度被认为已绝迹，直到

20世纪40年代才由中国的林学家在湖北、四
川交界地发现，当时成为轰动国内外植物界的
重要事件。水杉在20世纪50年代引种到日本、
美国等国家，现如今已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广泛
引种，得到迁地保护。水杉也常作为国礼赠予
外国友人，代表着友谊长青等美好寓意，彰显
着其在国际交流方面的意义。

从庐山引种成功到确立水杉保护区，从用作
园林绿化树种到沿海防护林，从水杉树种开发到
栖息地保护，水杉从稀有到壮大可以说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珍稀植物保护的典型缩影。

水杉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日趋紧密，位于北
京植物园的樱桃沟生长着中国北方地区面积最
大的水杉林，常年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驻足观
赏。湖北利川更是把水杉定为市树，并积极组织
与水杉相关的文化主题会，促进发展交流。

人树共生好生态

从远古时期的孑遗树种到现如今的城市
绿化树种，从高山针叶林到常绿阔叶林，从苍
翠松林到热带雨林，中国多样的气候带和地貌
蕴藏了丰富的本土树种资源，并不断接纳来自
异域优良树种落地生根，繁衍不息。

林木资源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着作
用，也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和滋养，
绘就了美丽中国的绿色基底。人们对树木森林
的态度，早已从早期的注重实用价值、文化价值
向生态、经济、文化价值的综合效益转变。

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也对生态
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期盼。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树木、森林
担当起保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屏障重任。

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的，需要久久为功。在中国树木栽培和森林利
用史中，蕴藏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共融共生的生
态智慧，让我们传承和发扬好中华民族宝贵的
文明智慧，坚持不懈营造出更为怡人的人与树
共生的美好生态。

赤麻鸭组团赤麻鸭组团““做客做客””
色达果根塘湿地公园好热闹色达果根塘湿地公园好热闹！！

甘孜日报讯 近日，色达县境内气温回暖，冰雪逐渐消融，沉寂了一个冬
季的果根塘湿地公园，也在“嘎嘎”声中迎来了它的春天。

在冰雪初融的水面上，一群群赤麻鸭时而成群结队觅食嬉戏，时而在波
光粼粼的水面上翩翩起舞，时而在天空中飞来旋去，俏丽的身影成为色达蓝
天白云下最美的点缀，构筑了一幅生机勃勃、和谐美丽的生态画卷。

赤麻鸭是迁徙性鸟类，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繁殖期成对生活，非繁殖期
以家族群和小群生活，有时也集成数十、甚至近百只的大群。生性机警，人难
于接近。

近年来，色达县深入实施生态文明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处处
呈现出岸绿、水清、河畅、景美的景象，2021年荣获四川省首批生态县。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黑颈鹤、赤麻鸭、中华秋沙鸭等国家保护动物和
候鸟纷纷“回归”色达，把色曲河、泥曲河、泥拉坝湿地装扮得美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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