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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日渐脆弱
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作为绿色，生态涵养区，四明
山的功能定位主要是为城市提供生
态屏障和水源保护。特殊的功能定
位，限制了这一区域的工业化发展
水平，产业结构转换和重建任务艰
巨。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
投入不足等原因，这一区域的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功能
区，农民教育和职业培训事业滞
后、就业转换难度大。同时，农产
品深加工比重小，资源型、原料型
产品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
产品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尚未
发挥其带动作用。

山区农户基本以种植花木为
主。为了保证成活率，花木在移
栽、运输过程中必须打泥球。前几
年，因苗木的大量出售，大批表层
土随花木泥球被挖掉。2009 年，
四明山镇销售花木 145万株，每株
按带 40 厘米直径土球计算，一个
镇一年就流失表土约 5.3 万吨。当
年，市水利局遥感监测显示，四明
山区域 13 个乡镇，水土流失面积
约 130平方公里，占全市水土流失
面积的25%以上。

产业退出不易，森林恢复更
难。截至 2012 年，种植在坡度 25
度以上林地的花木有 3.4 万亩。在
经济利益驱使下，一些农户未经审
批就垦山种苗木，生态保护违法事
件屡有发生。花卉苗木的广泛种
植，使原有的水渠设施、山塘水
源、灌溉水路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而花木培育过程中使用的农药化
肥，则会造成面源污染，影响城市
饮用水质量。

另外，专家们也指出，四明山
区域的地形地貌特征呈现多样性，
基质岩石结构松散，抗风化能力不
强，如果遇到突发降水和大暴雨，
极易发生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近
些年，由于人工扰动、植被破坏及
林分质量的降低，导致四明山森林
生态系统作用和功能减弱，涵养水
源、保持土壤、调节气候的能力下
降。

“十二五”以来，全市上下深
刻认识到四明山区域的发展对于全
市经济发展、生态稳定的重要性，
相继出台了许多支持区域发展的政
策。相关区县(市)积极调整经济结
构，在涵养四明山生态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但由于生态补偿标准偏
低、区县 （市） 之间补偿标准差异
显著、政策内容重复交叉、政策后
续配套不足、耕地保护补偿缺失等
原因，四明山生态补偿机制尚未真
正有效建立起来。

新一轮生态修复
探索可推广样本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四明山
区域森林生态修复工作，严禁毁林
开垦。各级政府在四明山区域分类
规范森林资源开发、推广种植乡土
珍贵树种、开展套种补植造林修复
等工程，恢复森林植被，落实生态
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提高饮用水
源地水质，促使生态环境持续好
转。

经过连续 6年的努力，目前四
明 山 区 域 森 林 覆 盖 率 稳 定 在

77.5% ， 森 林 蓄 积 量 404 万 立 方
米，区域内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
部在Ⅱ类以上。2013 年以来累计
完成生态修复 3.4 万亩，新增生态
公益林20余万亩。

我市针对四明山区域生态修复
的具体做法是：划定区域，分类修
复；制定标准，规范修复；出台政
策，促进修复。同时，实现产业转
型，推出生态补偿政策；套种造
林、退花还林，发展生态公益林，
建设现代林业园区；推进森林步
道、森林美化彩化、景观林和森林
民宿建设。

“上一轮的森林生态修复为期
5 年，主要是套种造林、留树育
林，解决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问
题，但森林生态系统仍不稳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进产
业提升，并发展替代产业。推进产
业提升，就是以减量化、精品化、
高附加值为方向，引导花农发展精
品长线花木产品；发展替代产业，
就是要发展森林旅游，实现山区经
济从“卖花木”到“卖风景”的转
变。

2018 年起，四明山实施新一
轮森林生态修复行动，为期 3 年。
通过实施封山育林、花木地流转和
产业转型，使 3.4 万亩禁止开发区
花木地全面退出花木经营，并培育
为高质量森林。同时，结合全省

“ 新 植 1 亿 株 珍 贵 树 五 年 行 动
（2016-2020年） ”，对套种地块实
行美化彩化珍贵化，适当补植速生
常绿树种，提升森林质量。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总督察
林伟平告诉记者，四明山森林生态
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市将按照
因地制宜辩证施策、统筹资源综合
施策、立足长远科学施策的要求，
推进森林生态修复，在复杂的森林
生态发展中，探索可以推广的样
本。“未来，我们将以四明山国家
森林公园为核心，创建集休闲体
验、健身疗养于一体的森林氧吧小
镇。着力在森林步道、森林美化彩
化、景观林建设和森林民宿建设等
4个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四明
山区域从‘卖花木’到‘卖生态’
的转变提供样板和示范。”林伟平
说。

坚持绿色发展
引领乡村振兴

为推动四明山区域生态发展，
我市设立了专项资金，市级财政每
年安排 2亿元，重点用于增加区域
生态公益林补偿、下山移民补助、

行政村生态保护和运行补偿等。同
时，积极调动社会力量，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等投
资建设。

在划定生态红线的同时，各地
探索花木地套种茶叶、香榧、银
杏、百合等，以经济和生态树种一
步步代替花木，既能恢复青山绿
水，也利于山区农民生计。余姚市
的大岚、鹿亭等乡镇充分利用四明
山区域发展生态高效农业扶持项目
政策，以村为单位推进生态修复；
奉化市积极实施产业外迁计划，鼓
励大户带小户联合去外地发展，培
育花木生产新的总部经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余姚
四明山镇种了大批红豆杉和香榧，
在为四明山复绿的同时，也能给当
地农民创收。该镇副镇长丁东青介
绍，镇里已累计投入资金近 3000
万元，完成生态修复 1.2 万余亩。
其中，2012 年至 2014 年为珍贵树
种造林项目，主要以林间套种红豆
杉为主。从 2015 年起，该镇创新
推广香榧、红豆杉混合套种模式，
受到村民欢迎。

香榧树的果子具有较高的经济
价值。该镇投资 500万元，建立了
总面积近 500 亩的 5 个香榧示范基
地。“听说这两年一棵香榧产果加
工后能赚到 1000 元钱，我今年一
口气补种了 500棵，很快还能拿到
镇里的补助呢。”76岁的北溪村农
民卢寿昌开心地说，“有了生态修
复的好政策，香榧真的成了香饽
饽，我们以后可以靠种树发财了！”

此外，优选优育出来的红豆杉
新品种“南峰一号”，其枝叶的紫
杉醇含量是普通红豆杉的数倍，具
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据
介绍，四明山镇冷水坑的红豆杉基
地已经对接了江苏无锡的高科技制
药企业，与厂家签订了红豆杉枝叶
的采购协议。

曾经以花木种植为主的奉化溪
口西坑村，目前改种了香榧、红豆
杉、银杏等树木，小水库变清了，
村民喝上了干净水。“2014 年，我
们村带头签约退花还林时，村民都
不理解，为此还连开了 6次会。现
在大家终于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
性了。”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忠激动
地说，如今村民依靠旅游业有了新
生计，300 多名村民“下海”了，
有的拿着失地保险去旅游公司打
工，有的就在村里停车场当收费
员，还有的当起了民宿老板。“村
里有了停车场、饭店，还建起了小
商场，村集体一年轻轻松松收入
80 多 万 元 ， 摘 掉 了 贫 困 村 ‘ 帽
子’。”

2013年以来，我市对四明山进行生态修复，累计完成3.4万亩，新增生态公益林20余万亩——

让“浙东绿肺”畅快呼吸，让“生态花园”光彩重现

四明山位于宁波西北部，范
围涉及海曙区、奉化区、余姚
市，总面积1337.93平方公里，户
籍人口 30.2 万人，是全国著名的
革命老区和我市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是宁波市民心中的“母亲
山”。

这 一 区 域 森 林 面 积 149 万
亩 ， 约 占 全 市 林 地 总 面 积 的
20%；生态公益林122万亩，占全
市公益林面积的 30%。森林覆盖
率高达 77.5%，被誉为“浙东绿
肺”，是全市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区域之一。

这一区域是甬江水系的主要

发源地。全市 6 座大型水库，这
里就有 4 座，还有 4 座中型水库。
8 座水库集雨面积占四明山区域
总面积的 54%，总库容 6.25 亿立
方米，总供水能力达到每天 140
万吨，是宁波最重要的水源涵养
地和饮用水水源地之一，有“宁
波水缸”之称。

这 里 是 宁 波 旅 游 资 源 富 集
区。自然风光奇特优美、空气清
新宜人，人文景观独具一格、别
有特色。目前，区域内拥有 1 处
国家 5A 级景区、3 处 4A 级景区、
4处3A级景区和一批特色景区。

（徐欣）

四明山的家底有多厚？

曾几何时，四明山区域的花
木产业盛极一时。受花木经济高
收益的驱使，当地农户成片毁林
改种花木的现象非常普遍。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四明山区域的花木种植逐渐从缓
坡地向陡坡、险坡地发展。到
2012年，种植在坡度 25度以上林
地的花木就有 3.4 万亩。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
条例》 的规定，25 度以上的陡坡
地是严禁开垦种植农作物的。

为了保证成活率，花木根部
打泥球的标准是 1 8。也就是
说，一株树干直径 10 厘米的花
木，在打包运走时，至少要打上
直径 80厘米的泥球。随着花木的
大量售出，大量肥沃土壤也同时
被带走，陡坡上到处是花木运走
后留下的“伤疤”。

砍伐树木种植花木，其直接

后果是导致水土流失，从而使森
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态安
全等功能逐渐下降。只有正确处
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四明山区域的发展目标才能
实现。

这些年，四明山区域以套种
造林、产业转型等形式进行生态
修复，以经济和生态树种一步步
代替花木，既能恢复青山绿水，
也保证了山区农民的生计。

余姚四明山镇境内古村、古
桥、古树众多，人文景观丰富，
自然条件优越。当地积极实施

“农转旅”项目，将一批复绿功能
好、景观效果佳的区域，打造成
以观赏四季风景为主的生态旅游
区，实现了从“卖花木”到“卖
风景”的转变，将绿水青山真正
变成了金山银山。

（王芳）

从“卖花木”到“卖风景”

林业专家向四明山镇群众介绍利用香榧开展生态修复的好处。
（唐严 摄）

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深秀谷景色宜人。（周思聪 徐欣 摄）

阳春三月，万物
苏醒。沿着四明山国
家森林公园蜿蜒起伏的
山路一路前行，视线所达
之处，只见火红的枫树、
淡粉的早樱，一片又一
片，绚烂了四明山的春天。

然而，曾经的四明山却
是另外一幅景象。因为经济效
益好，加之山区土地少，当地
花木种植逐渐从缓坡地向陡
坡、险坡地发展。大量茶园、
竹林被砍伐，改种经济型花木。
由于花木产业的过度开发，四明
山生态问题逐步暴露，森林资源
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污染，
自然景观也因此受到影响。

四明山区域是浙东地区最大
的“绿肺”，是宁波最主要的生
态涵养区和饮用水水源地，其生
态地位极其重要。为了保护“浙
东绿肺”，2013年以来，我市对
坡度25度以上禁止开发区花木
地进行了生态修复。2015年，
我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四
明山区域生态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要把四明山区域建
成全市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水源涵养地、绿色生态农业
基地、长三角重要休闲旅游
目的地和全国生态文明示
范区。

６年过去了，四明
山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新一轮四明山生态修复
有何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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