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水长流
Ⅱ类水比例

从8.3%增加到83.3%

龙华镇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
障，大小龙溪河流经此地进入岷江，再由
宜宾三江口汇入长江。

10月，龙华镇党委委员刘焘忙着走
村入户，为全镇的茶叶提质奔走，一如当
年和伙伴上门宣传关闭土纸厂一样。

“只是这次不会再被赶出来了，大家都
很高兴。”骑着电动车，刘焘提高了声调。

路过河边时，看见宜宾市屏山生态
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做检查，刘
焘停下车。

“马上到汛期了，水质有起伏。”忙着
采样的曾晖跟刘焘招呼道。作为宜宾市
屏山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在曾晖看来，
眼前的这条河就是龙华镇环境改善的最
好体现，“关土纸厂前，这里的水质波动
较大，出现了超地表水Ⅲ类水质现象，现
在达到Ⅱ类水质比例明显增加。”

从数据上看，在龙华镇，同一条河，5
年内达到Ⅱ类水的比例已从8.3%增长到
83.3%。

“刚刚还在河里看到了鱼，哪像之前
河水黑黄黑黄，臭烘烘的。”刘焘话落，风
吹动竹林瑟瑟作响。

龙华古镇，处处是竹林。
曾经，人们从山上背回竹子，在石灰

池里泡上两三个月，然后打成浆做成
纸。两万余人的镇上，散落着大大小小
1300多家土纸厂，泡竹子的废水随时都
在从各家纸厂大大小小的池子里直接排
入河里，再流入长江。

那时的龙华镇是出了名的富裕镇，
造纸的年产值能到1.5亿元。这让村民
们顾不上弥漫在空气中酸酸的味道，还
有河水上翻腾的泡沫和死去的鱼虾。

但同时，这里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
生态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上游
意识，在这里变得更加具象。

2011年开始，从宜宾市到屏山县，
开始推动取缔土纸厂，实现转型发展。

“特别难。”刘焘记得，当时屏山县共
有1396家土纸厂，龙华镇就占了1350
家。在他看来，正是在长江大保护的推
动中，取缔土纸厂的行动在加速。

从2016年 11月开始，宜宾市和屏
山县两级党委政府下决心关停土法造纸
厂，采取多项措施引导关停户转型发展。

“100多天，我们全镇1300多家土纸
厂全关了。”刘焘感叹道。

换个活法
发展绿色产业

生态保护深入人心

2017年4月前，屏山县全面完成了
1396家土纸厂的关闭工作。

“整个镇子突然就安静了。”刘焘记
得，以前镇上的一场赶集能交易80头猪，
关闭纸厂后，这个数量减少了一半，“消费
下降很多，比如卖水果的，最初镇上有五
六家，很快就关得只剩一两家了。”

转型阵痛下，村民们开始寻找新的
出路。慢慢地，古镇里看得见的是青山
环抱、绿水长流的改变，看不见的是生态
文明理念的觉醒。

“我最初想的是养猪养牛。”昔日贫
困户刘永珍的家在河边，她是最早一批
关闭土纸厂的村民。尽管彼时最直接的
思路就是畜禽养殖，但这个念头很快就
因为产生的污染作罢。最终她选择了淡
水养殖，“鱼儿养在水里，不会污染。”结

果第一年，花20多万元买回来的200多
条娃娃鱼一夜之间全部染病，她因此3
天没吃下饭，每天忍着眼泪，颤抖着给唯
一存活的那条娃娃鱼擦药，“它的脚全烂
了，软软的一坨。”

更多的是集体摸索。在龙华镇人民
村，村委会副主任成乾贵印象深刻，村里
曾经想着靠水吃水，便组织村民一起种
藕，但从采摘到销售都毫无头绪，最终以
失败告终。

“我们找了很多路子。”刘焘从不避
讳谈及这些“弯路”，种中药材，周期太
长、种植难度大，无法成规模；去周边
县市学竹编，村民们的参与积极性不
高；冷水鱼养殖成本高，不适合大面积推
广……

路都是慢慢找出来的，但这次，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有多大，成为所有人最先
考虑的问题。

“我们种植无公害茶叶，再也不用担
心会被叫停。”村民余强的右手臂上有一
道10多厘米长的疤，那是造纸时受的
伤。彼时他草草包扎了一下就继续围着
机器转，只要机器转起来，就有钱。

关闭纸厂后，余强家欠下债务，他们
开始种茶。尽管第一笔收入只有几百
元，但这笔几乎不算盈利的收入对他而
言很珍贵，意味着找到了新的方向。

如今，刘永珍早已脱贫致富，成为大
家口中的“娃娃鱼”阿姨、当地小有名气
的致富带头人，靠着淡水养殖，每年的收
入在20万元左右。

余强家的年收入也保持了这个水
平，今年，他扩大了茶厂规模。而整个龙
华镇已发展起茶叶4万余亩，预计今年
镇内产干茶2800吨，产值1.5亿元以上。

新的奔头
村里有了“鸟导游”

“靠山吃山”有了新说法

是什么时候大家真正发自内心地认
同关闭土纸厂这件事？

刘焘很难说出具体的节点，或许是
河水重新变清，孩子们有了抓鱼捉虾的
地方，也或许是新的出路慢慢走上了正
轨，大家有了新的奔头，但终归，属于龙
华镇的故事有了新的讲述。

关停土法造纸厂不到3年，龙华镇
鱼孔村里，鸟儿又多了，包括四川山鹧鸪
——这种中国特有、主要分布在屏山及
周边的世界级濒危鸟类。

“以前，在竹林砍伐、土法造纸等人
为因素干扰下，山鹧鸪数量稀少。”刘焘
说，为此，这里获批了全国首个以保护四
川山鹧鸪等雉科鸟类为主的老君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如今，村民们正享受着青山绿水带
来的“生态效应”。在关闭土纸厂后，随
着观鸟人不断被吸引而至，龙华镇鱼孔
村村民史兴礼成为了“鸟导游”，靠着带
路和销售农产品，一年的副业收入超过5
万元。

“这也是我们靠山吃山的新说法。”
刘焘感触很深。眼下，在老君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保护中心的指导下，鱼孔村
将观鸟产业列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点产业。

同时，龙华镇利用政策扶持，建起造
纸竹原料宰料场，采取保底价收购村民
的竹原料，解决农户竹料销售难的问
题。发展食用笋产业，全镇食用笋年产
值约3000万元。还有猕猴桃、羊肚菌栽
培、高山蔬菜、水产养殖、林下生态鸡养
殖等新兴示范项目，绿水青山间，一片欣
欣向荣。

当然，眼下最重要的是对全镇4万
亩茶叶的提质增效工作。

余强一直记得，在浙江“取经”时，得
知当地一亩精品茶叶的产值能达到上万
元时自己流露出的羡慕，“这是我们的新
目标。”

说这话时，小镇的一河清水正汩汩
汇入长江。这里的人们都坚定相信，家
乡的未来将越来越好。

一个长江上游古镇的绿色“变形记”
宜宾市屏山县龙华古镇关闭1300多家土纸厂，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长江上游，宜宾市屏山县龙华古镇
内，大小龙溪河千百年来穿城而过。对
于这里的村民而言，过去10年可以被轻
易划分为两段。

前 5 年，伴随着全镇 1300 多家土纸
厂内日夜轰鸣的机器声，以及泛着白沫
的河水，家家户户在纸厂随时会被取缔
的忐忑中，多产一天算一天。

后 5 年，“靴子”落地。2017 年上半
年，1300多家土纸厂说关就关，百年流传
的落后产业在青山绿水前退步，换个活
法，成为摆在全镇人面前最紧迫的事。

当然，这也是热闹的 5 年。曾经晾
晒纸张的作坊被推平，大家试过种藕、养
鱼、栽树，摸索着寻找新的支柱产业。慢
慢的，屏山县全县脱贫了，清澈的河水回
来了，龙华镇入选“四川最美古村镇”。

宜宾市屏山县龙华镇，大小龙溪河流经此地汇入岷江。

转型养殖水产的村民刘永珍。

刘焘走在茶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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