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住稻城的美好
厚植生态底色
发展“美丽经济”

甘孜州地处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水
源涵养地，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也是
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同时也是生态资
源大州、森林资源大州和生物多样性大
州。而稻城县地处甘孜州南部，受青藏
高原复杂地形的影响，呈现出高原型气
候和大陆性气候特点，属高原季风气
候，一年之中绝大多数时间天气晴朗，
阳光明媚，并汇集了雪山、冰川、湖泊、
草原、瀑布等壮丽景观，是摄影爱好者
的天堂。

盛名之下，稻城县也曾面临着一个
窘境：当地的自然保护区破坏较为严
重。几十年前，当时在稻城流传着一句
话：稻城门口站不得。“那时稻城生态环
境不好，气候干燥、土地沙化，风吹得人
受不了。”当地老人回忆道。

如何守住稻城的美好？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稻城开始大规模种植青杨
树。青杨树耐高寒、生命力强，有助于
防治风沙。数十年耕耘后，如今这些高
大成片的青杨林一到深秋，绿叶变为彩
叶，森林变成彩林，成为吸引游客新的
看点。

同时，因地制宜，厚植生态底色。
稻城县噶通镇曾是荒漠化严重的低效
益牧场，2016年起，噶通镇整合生态治
理、全域旅游和脱贫攻坚等涉农涉旅资
金，在沙化草原上大面积种植格桑花，
将1599亩沙化草地打造成色拉花海。

生态环保带来了“美丽经济”，老百
姓的口袋也鼓了起来。依托色拉花海
旅游业的发展，噶通镇色拉片区销售摊
位每年增收约10万元，当地牧民通过给
游客提供牵马、导游等服务，每年增收2
万余元。千亩沙化草地变花海，绿水青
山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真金白银”。

“脱贫后我们更懂得保护环境的重
要性，对家乡一草一木都十分珍惜。”噶
通镇八美村村民泽仁说，通过在景区务
工，她家在2016年实现了脱贫。2019
年，稻城县正式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
序列。

当前，围绕丰富的山、林、湖、草等
自然资源，稻城正大力推进全域生态文
明建设。目前，稻城打造了一批生态
林、景观林、经济林，促进了生态效益、
旅游效益、民生效益的“三效合一”。

做好生态旅游
实现生态保护
与经济效益双赢

深秋是许多人眼中最美的季节。
随着秋意渐浓，整个稻城亚丁层林尽
染。每年，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游客蜂拥而至，如何保证当地的生
态环境不受影响？

在制度设计上，稻城县将旅游规划
和生态规划放进同一坐标系。构建“山
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山下饱肚子”的
立体生态产业格局。实施“山植树、路
种花、河变湖（湿地）”工程，筑牢高原森
林生态屏障、绿色通道生态屏障、城乡
村寨生态屏障和生物多样生态屏障，新
增国土绿化面积2.4万亩，林草覆盖率达
76.1%。

同时，创新高寒厕所新模式，减少
生活垃圾对环境的破坏。以亚丁景区
为例，淘汰了传统打包式厕所，选择泡
沫封堵免水冲微生物粪便自降解环保
厕所，节水效率高达99%，经处理后的水
质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
排放标准。同时，添加生物除臭、除垢
菌种，结合智能化控制系统立体除臭，
使空气质量优于相关的国际行业标准，
起到了节能环保、环境零污染、臭味全
祛除、冬季保暖等效果。

目前，亚丁景区被中国旅游景区协
会授予“中国旅游景区‘厕所革命’培训
基地”、厕所革命“全国示范点”，《稻城
亚丁推进厕所革命行动宣言》由中国旅
游景区协会向全球发布。

康巴汉子伍金在稻城亚丁景区工
作了近二十年。在他眼里，景区的变化
很明显。他说，近年来，景区不断升级
旅游基础设施，尤其是“厕所革命”成果
显著，过去景区厕所有异味，污染严重，
游客不满意。景区新建了生态厕所后，
既环保又美观，还配备了商店，招收了
更多当地年轻人售卖周边村土特产品，
既方便了游客，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提升绿色发展总量
全域旅游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稻城县将生态文明建设与
全域旅游、绿化全川和精准扶贫进行有
机结合，按照“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

子、山下饱肚子”的生态发展格局，着力
打造稻城蓝天、白云、山青、水绿、鲜花
满地的全域生态旅游目的地。

在提升绿色发展总量的同时，稻城
县坚持用全域旅游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的路子，优化旅游产业布局，培育多元
旅游业态，充分挖掘本土文化，全力推
动文旅、体旅、农旅深度融合。

其中，落实“旅游＋”战略，凭借其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得天独厚的生态
环境，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初步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等要
素基本齐全的旅游产业格局。

具体包括，走“旅游+体育”之路，全
力打造“户外天堂”山地旅游品牌，成功
举办天空跑龙腾亚丁国际性赛事、国际
旅游洛克狂欢节等，走出一条体旅融合
发展之路；走“旅游+科技”之路，建设全
省首个天文公园、天文小镇，着力打造
世界级天文旅游目的地；走“旅游+文
化”之路。深度挖掘亚丁文化内涵，建
成亚丁大剧院，倾力打造《金山银山》

《亚丁·三怙主》等歌舞剧。
此外，当地积极融入“中国香格里

拉核心旅游区和南部特色农业走廊”总
体格局，着力布局“3137”“223”种养工
程，全力打造旅游沿线成片成带成规模
的农业产业带；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复合
种养业，成功打造“亚丁牦牛肉松茸海
椒酱”“亚丁青稞酒”“亚丁藏香猪”“高
海拔无公害草莓”“亚丁无公害蔬菜”

“康巴亚丁香菜籽油”等具有稻城地方
特色的农副产品。

成效明显，当地老百姓更加坚信
那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
有保护好这片风景，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才能吸引更多游客，助力百姓脱
贫致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何守护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绿水青山69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8月，四川甘孜州稻城县。刚立秋不久，这里已弥漫着秋天的 气息，空气中多了几分凉爽。再过一个多月，这里将迎来最美的季节。
稻城县位于四川西南边缘，因其独特的地貌和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和“最后的香格里拉”，被称为蓝色星球上的

“最后一片净土”。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后，这个地方成为游客必去的旅游目的地。
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也考验着当地的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稻城县一直坚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守护绿水青山。凭借独特

的自然资源优势，稻城县荣获“国家卫生县城”、首批“天府旅游名县”等荣誉。
今年7月，生态环境部推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模式与典型案例”栏目，对8种模式18个典型案例予以宣传推广。甘孜州稻

城县案例成功上榜，讲述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守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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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县对八美村2600余亩沙化草场进行改造，建设色拉花海景区，让昔日的沙化草场变身壮美花海。（资料图片张黎萍摄）图据《四川日报》

治理前的稻城县
八美村山谷。（资
料图片 张黎萍
摄）
图据《四川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