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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钼都”的“绿色”蝶变栾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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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庄村的山楂喜事：

从求人买到供不应求

河南豫西山区的栾川曾长期

“卖矿为生”，富了老板，毁了生态，

苦了百姓，黑乎乎的钱变得烫手，光

秃秃的山日益扎心，转型发展势在

必行。

近年来，绿色发展成为栾川的

核心理念，山变绿，水变清，游人多

了，百姓富了，“黑色”栾川实现了

“绿色”蝶变。

从毁山挖矿到治企复绿
产业发展绿色化

栾川是“中国钼都”，已探明的

钼储量亚洲第一，白钨储量全国第

二，钼钨矿采选业长期是支柱产业。

“矿业一度野蛮生长，遍地开

花，到 20世纪 90年代，全县有千余

个小矿山、小选厂。”分管环保工作

的栾川县旅游产业集聚区副主任王

冲说，工矿业不能不干，但无序采矿

严重危害环境，治理迫在眉睫。

栾川工矿业治理的重点是资源

整合。2008年以来，180余家小型采

矿企业被整合为洛钼集团等 5家企

业，落实“谁受益、谁治理，谁破坏、

谁治理”。

矿产开发中，矿山扬尘、选矿废

水、冶炼废气是主要污染源。近年

来，我国第二大钼生产商洛钼集团

完成140余项环保项目，改进技术，

更新设备，降低粉尘污染，实现生产

用水循环利用，做到废气超低排放。

该企业还投资 2 亿余元“还旧账”，

恢复矿山植被 143 万余平方米，成

为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洛钼集团总经理李发本说，环

保也是效益，从钼尾矿中回收低品

位白钨，不仅减少了废渣排放，还让

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钨生产商。

资源整合的同时，栾川治理292

家“散乱污”企业，并列出负面清单，

禁止新上小水电、漂流等 7 类破坏

生态的项目。

近年来，栾川钼冶炼企业每年

减排二氧化硫2.7万余吨，完成矿山

生态治理76.77万平方米，91座尾矿

库植被恢复面积达355.5万平方米。

目前，栾川3个地表水出境断面

水质达标率超过 90%，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保持在320天以上，“生

态立县”成为栾川共识。

从“黑色”经济到“绿色”经济
绿水青山产业化

栾川森林覆盖率达82.4%，旅游

资源得天独厚，“产业生态化，生态

产业化”是栾川认准的发展方向。

10余年前，钼矿行业形势大好，

旅游开发却举步维艰，栾川提出“工业

反哺旅游”，“生态产业化”取得突破。

在栾川北部开钼矿的杨植森回

到南部老家老君山，希望“集北山之

财开发秀美南山”。接手老君山时，

景区已欠下 1400万元的债务，杨植

森将采矿赚到的 13 亿元投入到景

区开发。2007 年，老君山的门票收

入仅有 30万元，到 2018 年，老君山

已成为营收1.35亿元的热门景区。

杨植森带动一批矿老板转型。如

今，在栾川旅游上投资超亿元的 13

位企业家中，有11位曾是矿老板。

“近年来，栾川建设的项目80%

与旅游相关。”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

说，仅 2016 年至 2018 年，栾川就实

施 了 旅 游 业 项 目 81 个 ，总 投 资

120.05 亿元，全程 17.8 公里的伊河

水系建设，成为栾川耀眼的免费旅

游产品。

目前，栾川已建成 2个 5A级景

区和 6 个 4A 级景区。2018 年，栾川

接待游客近 1500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87.4亿元。

通过“品牌+企业+农户”模式，

栾川开发6大类81款优质农产品商

品，带动2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栾

川正打造以钨钼新材料和旅游为主

导，现代中医药为新兴，特色农业、

健康养生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从工业强县到旅游富民
发展成果共享化

栾川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

的大头长期来源于工业。2008 年，

栾川财政收入 17.7 亿元，居河南省

第 3 位，但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3755

元，远低于河南平均水平。

“工业强县，旅游富民，成果共

享。”董炳麓说，“为让绿色产业惠及

广大农民，我们由抓景点建设转向

推全域旅游。”

两年前，陶湾镇协心村村民左

新绘家建起了农家宾馆，没想到一

年增收近10万元。“旺季还要雇3、4

个人，他们每天也能挣70块钱。”左

新绘说。

协心村所在的南沟有 4 个行政

村 ，一 度 都 是 贫 困 村 ，1500 余 户

6700余人中近 1/5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5年起，乡村休闲游在这里兴

起，自行车道、登山步道等设施落

地，短短 3 年，150 余家农家乐和农

家宾馆在山沟里开张。依托乡村旅

游，315户贫困户1204人脱贫。

为促进“黑色”反哺“绿色”，近

两年，栾川拿出 3500余万元财政资

金，两次举办高速免费通行旅游扶

贫活动，共接待游客260余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7.5 亿元，推动

发展成果共享。

目前，栾川15个乡镇中13个有

景区，旅游产业累计带动约 16万人

就业增收。“全域旅游成栾川共享发

展成果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产

业。”董炳麓说。2016 年以来，共有

1.2 万余名贫困群众借助旅游脱贫，

占全县贫困人口的32%。

（新华社 王丁 韩朝阳）

“以前求人都卖不出去。现在

有多少卖多少，不仅价格好，还不

赊账。”46岁的李洪军谈起这两年

的山楂种植，乐得合不拢嘴。

李洪军居住在山东省平邑县

铜石镇十字庄村，这里地处丘陵地

区，山岭薄地不适合种粮食，却长

着许多山楂树。李洪军和许多村民

一样，侍弄着不知从哪年开始就有

的山楂树，并以此为生。

当地盛产山楂，但长期没有加

工山楂的企业，村民也没有存储的

场地，村民卖山楂需要依赖外地来

的收购客商。“他们压价很厉害，

三四毛钱一斤，低的时候两毛多钱

一斤。”十字庄村村民说。

十字庄村的山楂是祖祖辈辈

留下来的，不少村民都不知道是哪

年栽种的，品种老化，市场认可度

不高。

山楂品种单一，成熟期相近，

到了收获季节，十字庄村及周边村

庄的山楂扎堆集中上市。为了能让

收购商买自家的山楂，不少村民没

少求过人。李洪军说：“说好话，求

人家买还不一定买你的。卖不出去

就烂了，倒沟里。”

前些年，种山楂收入低，村里

不少人都外出打工，腿有残疾的李

洪军找活不容易，生活拮据。

2017 年，在时任铜石镇铜石

社区第一书记孙敬峰的帮助下，当

地成立了专门从事山楂种植、加工

的合作社和山东红山果食品有限

公司，后来又加入了由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博爱家园·生计保护”项

目支持的扶贫项目。

在博爱家园项目支持下，红山

果公司带动当地山楂产业不断做

大，辐射带动周边20个村。公司山

楂种植技术人员带动周边村民开

始改良品种，个头小、皮薄、酸度

低的新品种陆续出现在山坡。不同

品种的山楂成熟期不一样，相比以

往 ，山 楂 不 再 那 么 集 中 扎 堆 上

市了。

山东红山果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详峰说，当地年产约 3000

万斤山楂，但仍满足不了公司的加

工生产能力。村民有多少，公司就

能收多少。十字庄村及周边村民的

山楂再也不用担心销路问题了。

“山楂摘下来很快就能变现。

去年的收购价 1.3 元一斤，马上

就给钱。”十字庄村村民付廷美

说，“就是我们产量不够，现在供

不应求。”

在位于山东平邑的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博爱家园项目有机山楂

种植基地里，一簇簇白里透黄的山

楂花煞是打眼。一场小雨过后，漫

山遍野绿油油的山楂树让勃勃生

机顺着山坡蔓延，也托起了绿色致

富的希望。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赈灾发展

部副部长廖玲说，这是从上百个

“脱贫带头人+贫困户”团队中脱

颖而出，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给予

生计发展金支持的“红品”项目。

通过优秀的脱贫带头人给贫困家

庭赋能，带动他们生产出高品质的

产品，从而增加收入。生计发展金

将在项目点循环滚动使用，让更多

贫困家庭受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今，十字庄村种山楂收入有

了保障，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开始

陆续回村。李洪军也有了工作，他

除了打理地里的山楂树外，还可以

去附近的红山果公司做工。

（新华社 邵琨）

4 月 28 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志愿者在乾元镇幸福村描绘垃圾分类墙绘，当天一共完成了 10 多处墙绘，既美化了环境，又能让村民学到垃

圾分类的知识，倡导绿色生活，推进乡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建设。图为志愿者在描绘垃圾分类墙绘。 徐燕燕 摄

西安曲江新区工会
慰问退休劳模

本报讯(记者 赵青)为更好营造

学习劳模、关爱劳模、尊重劳模、争当

劳模的浓厚氛围,在“五一”国际劳动

节即将来临之际，陕西省西安市曲江

新区工会慰问省级劳模，并提前送上

节日的祝福。

慰问组先后来到 81 岁省级劳模

金安和 62 岁省级劳模许静文的家

中，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

身体状况，并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

和国家事业付出的辛勤努力和作出

的杰出贡献，希望他们切实保重身

体，多提宝贵意见，继续关心支持事

业发展。曲江新区工会负责人表示,

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关爱劳模，与他

们保持密切联系，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在全区讲好劳

模故事，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奋斗精神，唱响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光荣的时代主旋律。

2019“蓉漂人才日”
青年人才特大型
招聘会成功举行

本报讯（李林晅）近日，以“蓉你

骄傲·因你闪耀”为主题的 2019“蓉

漂人才日”青年人才特大型招聘会在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

本次招聘会共组织招聘单位403

家 、比 去 年 增 长 34.3% ，提 供 岗 位

11486个、同比增长24.7%，平均月薪

8922 元、同比增长 29.1%。根据现场

抽样调查，在1.7万名进场求职者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82.6%，其中硕士

及以上学历占 21.8%，求职意向达成

率40.4%。

据介绍，此次招聘会紧扣“蓉漂

人才日”活动主题，聚焦服务“东进”

战略、产业功能区建设和重点产业

发展需要招引青年人才。招聘会期

间，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住建局、

成都市人社局等单位还在现场设置

了咨询展位，就青年人才普遍关心

的人才落户、住房保障，以及人才档

案、户口以及党组织关系接转等进

行解答。

赵一曼纪念馆将举办
《青年楷模恽代英》
图片展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记者4

月 26 日从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

馆获悉，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弘扬五四精神，由宜宾市委宣

传部、宜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主办，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与

武汉革命博物馆承办的《青年楷

模恽代英》图片展将于 5 月在赵

一曼纪念馆举办。

据宜宾赵一曼纪念馆馆长陈

怀忠介绍，本次展览将展出恽代

英相关照片共 148 张，详细介绍

恽代英的生平和革命生涯。展出

时间自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为

期1个月。

据了解，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

宣传家，被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

领袖”。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致力于探求真理、

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他积极投

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卅

运动，唤起民众的觉醒。他创办了

《中国青年》，曾任教于上海大学、

黄埔军校、武汉军校，为革命事业

培养人才。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

义、广州起义，顽强地战斗在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线。他是中

共五届、六届中央委员，在党的建

设、人民军队建设、宣传战线建设

等方面为党的革命理论形成和实

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都市华星路社区启动
“关爱家庭·共筑幸福家园”
项目

本报讯（王运秋 史莉）为了进一

步提升社区文化建设水平，完善院落

自治管理，促进和谐家庭工作更上新

台阶，打造华星路社区独有的特色文

化品牌，4 月 26 日，由四川省成都市

锦江区华星路社区主办，成都市女知

识分子联合会（简称女知联）承办的

“关爱家庭·共筑幸福家园”项目在华

星路社区启动，女知联部分会员及社

区各个院落的家委会负责人和社区

居民骨干数十人参加了项目启动

仪式。

社区党委书记马红对这次活动

的目的作了讲解，成都市女知联秘

书长席骏对女知联的概况作了介

绍，让社区居民对女知联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以期共同做好以后的各

项活动。

在“关爱家庭·共筑幸福家园”项

目中，女知联将针对家庭、邻里关系

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改善家庭关系、

提高家长教育能力、提升院落业委会

管理意识等系列活动与社区配合，并

调动女知联的各种资源，为华星路社

区献策出力。

启动仪式后，由女知联常务理

事、从事律师工作 38 年的田英律师

为社区居民骨干作了《依法促进院落

自治管理》讲座，跟他们互动提问、咨

询、解答。

达州市消防员
5分钟帮学生取下
“紧箍戒”

本报讯(记者 赵青)“麻烦你

们帮帮忙，孩子手上的戒指取不

下来了。”4月 25日晚，四川省达

州市渠县一名高三学生因无名指

上的戒指被卡住无法取出，其家

人驱车100余公里带他前往达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求助。

学生家长向哨兵表达来意

后，达州金龙大道特勤中队派出

抢险班4名消防员赶往楼下实施

处置。消防员对该学生手指进行

仔细观察后，发现该学生无名指

已经出现明显的红肿现象。为了

尽快将戒指取下，减轻孩子的痛

苦，消防员迅速找来纸片以及绝

缘剪、老虎钳等工具。一名消防员

固定男孩的手，另一名消防员用

破拆工具实施破拆。经过 5 分钟

的努力，消防员成功将戒指破拆，

并小心翼翼地使其脱离手指位

置。手指成功解救出来后，该名学

生和家人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

容，连连向消防员表示感谢。

“近年来，戒指卡手的事情时

有发生。这个时候，应用肥皂水等

润滑剂进行润滑后取下，或者利

用针线巧取。若自行尝试无果，可

拨打119电话求助。”金龙大道特

勤中队抢险班班长刘富坤表示。

本报讯（李林晅）笔者 4 月 26

日从四川省成都市大气办召开的

2019年第一季度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新闻通气会获悉，成都市今年将

继续制定臭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计 划 ，预 计 于 5 月 出 台 并 严 格

落实。

今年的臭氧专项行动将以削

减臭氧污染天数为目标，并探索推

进以活性控制为导向的 VOCs 控

制技术，并将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

院士工作站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

到 2019 年的臭氧污染防治工作

中，力求以最科学的防治思路、最

小化的经济代价，推进环境空气质

量的持续改善。

据了解，自2016年开始，成都

市就在全国率先将研究成果应用

到臭氧污染防治实践中。目前，成

都已基本掌握臭氧污染的症结所

在，基本认清四川盆地内臭氧光化

学 行 为 的 机 理 机 制 。2017 年 至

2018年，成都市已连续2年开展臭

氧污染防治专项行动，院士工作站

科学评估结果显示，成都市臭氧污

染防治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臭氧污

染天数从 2015 年的 60 天，降到

2018年的43天。

成都将持续削减臭氧污染天数助力环境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