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2年11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江亨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火到海外
两次登上《国家地理》杂志

木里，这个深藏于横断山脉深处的
秘境，究竟有多美？

近一个世纪前，约瑟夫·洛克初次
探访云南。他曾途经木里县境内的水
洛、都鲁和呷洛进入贡嘎山，这条路线
也被称为“洛克之路”。洛克感叹说：

“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绮丽的景色，如果
《创世纪》的作者曾看到此等美景，将会
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

曾经，木里还是“遥远”的代名词。
“人不能并肩，马不能双行”的羊肠小
道、河里是常见的猪槽船和水皮袋、溜
索上还有一个往河对岸攀爬的小伙子
……这是60多年前木里常见的场景。

1961年开通的西昌到木里的公路，
是木里境内的第一条公路。顺着这条
路，可以看到雪山草甸、富丽的寺庙、虔
诚的僧侣、宁静的村寨、温暖的阳光，还
有圣洁的天空和溪流。

也许是穿越时空的接力，2021年8
月，凉山摄影师阿卓志鸿通过摄影专题
《怒放的木里，美到不真实》，让“上帝浏
览的花园”木里再次登上美国《国家地
理》杂志。在阿卓志鸿的照片中，雪后
的玛娜茶金如同世外仙境，在世界级观
景平台上，不仅可眺望木里境内最高峰
恰朗多吉，还可遥望百里之外的玉龙雪
山和哈巴雪山。

如今，超过3000公里的公路和即
将开建的西香高速木里支线带来的交
通变化，会让这份来自“香格里拉源头”
的美，成为更多人梦中的“诗和远方”。

摆脱贫困
贫困发生率从25.8%下降至0

虽然是“上帝浏览的花园”，但在很
长一段时间，木里都戴着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和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贫困发生率最高时超过25%。

如何摆脱绝对贫困？家住木里县
羊棚子村的罗友军给出的答案是养
牛。2014年被识别为贫困户后，罗友军
用1万元产业扶持金买了3头牛。2017
年底，他靠养牛挣了3万多元，第二年住
进新房后，他决定扩大养牛规模，“争取
年收入达十万元左右。”

脱贫攻坚不仅让羊棚子村修了道
路、房屋，种起了金丝皇菊，更让木里成
为全省“先进摘帽县”“奔小康先进县”。
2020年，木里97个贫困村、7391户贫困
户、33772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
生率从最高时的25.8%下降至0。

尝到脱贫甜头的木里，又开启了乡
村振兴的新一轮征程。今年8月，位于
木里县簸箕箩村的木里县农业产业示
范园里，150亩金丝皇菊迎来了大丰收。

一组来自木里县政府官网的数据，
更直接展示着农业产业作为木里“一号
工程”的发展成绩：建成现代农业园区
3个，发展中药材5300亩、魔芋6710
亩、羊肚菌7890亩、皱皮柑9134亩、珍
红辣椒9919亩，实现种养殖业产值
57.03亿元。

资源丰富
打造“四川黄金第一股”

木里自古就有“黄金王国”的美誉，

也确实“家里有矿”，并且是金矿，目前
已探明15处岩金矿和21处砂金矿。

可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木里也只
有零星的土法淘金。1953年，为了新建
县城，木里才有了专业的建筑行业。到
1978年，木里已拥有采掘、建材、机械、
电力等工业企业42个，但黄金产量仅为
17.45千克。

上世纪90年代末，木里梭罗沟金矿
被发现，开启了“黄金王国”的复兴之
旅。从发现到勘探、开发，20多年间，梭
罗沟金矿正在一步步走出四川、走向全
国，逐渐成长为木里的支柱产业之一。

木里县已明确，要加快梭罗沟金矿
技改扩能和上市进程，着力打造“四川
黄金第一股”。不仅如此，当地还要构
建“3+2”现代新型工业产业体系（“3”
是指水电、新能源、现代矿业三大优势
支柱产业；“2”是指生态农产品深加工
业和民族手工业两大新型特色产业），
持续发展“风光水”绿色能源产业。

2021年6月30日，位于木里县境内
的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
发电，这是国内首个设计施工总承包的
百万千瓦水电站，每年发出的清洁电能
相当于西藏2018年的全社会用电量。

这一年，木里县地区生产总值为
54.688亿元，是1952年全县经济总量
366万元的1494倍。

生物多样
天生一座珍稀动植物“博览园”

“美丽、辽阔、深远”的木里，地处青藏
高原东南部横断山脉中段峡谷地带，素有
绿色宝库之称，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
养林，也是我国仅存不多的成片原始林区。

据统计，木里现有林业用地面积
94.14万公顷，其中林地62万公顷，森林
覆盖率67.3%，活立木蓄积量1.17亿立
方米，占全省的十分之一、全国的百分
之一，以县为单位居全国之首。

恰朗多吉峰是凉山最高的山峰，在
这座山下平均海拔达3100米的广阔

“绿色海洋”里，无数珍稀动植物“精灵”
和谐共处。

在木里人中央次尔的镜头里，似乎
有一座珍稀动植物“博览园”，金钱豹、
狼、豹猫、中华鬣羚、黄喉貂等众多国家
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枯鲁
杜鹃、木里秋海棠、木里垂头菊等珍稀植
物，都是这座“博览园”里的“原住民”。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

“原住民”在木里，也经历了从被伤害到
被保护的过程。

两年前，木里县博窝乡启动粮食补
偿试点工作，如果群众种植的玉米、土
豆等作物被野生动物偷吃或破坏后，政
府会专门拨付经费款项进行补偿，但前
提是不能伤害野生动物。

从“捡起木棒就打”到“粮食被吃有
补偿”，映射出的是木里人与大自然和
谐共处的理念。

到目前为止，以“木里”命名的动物
和植物已有50余种，生物多样性让木里
更加热闹非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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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来到恰朗多吉雪山下，拜访了神秘的“木里王国”。后来，他在美
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用一组图片，给这片土地贴上了“上帝浏览的花园”“香格里拉的源头”等标签。

1953年2月19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王国”的木里王国，变成了木里藏族自治区（县级），两年
后更名为木里藏族自治县。随后的近70年间，在木里这片1325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故
事：传奇的“马班邮路”变为现代化物流、33772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经济总量增长1493倍……

如今，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个稳定、和谐、幸福、美丽的木里正茁壮成长。

木里县城
拍摄时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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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里拍摄到的
小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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