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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记者 祝梅 通讯员 何晓玲

本报讯 深秋时节，若问江南景
致何处最美，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
浙江大地，答案一定是森林。在我省
10.18 万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中，森
林面积已经超过 600 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超过 60%，绿、黄、红，随着季候
变化，林中树木魅力各异。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各类
森林遍布我省各地，有的古已有之，
至今郁郁葱葱；有的为近些年栽种，
渐渐展现出生态价值。去年，全省森
林共吸收二氧化碳 5656.67 万吨，释
放氧气 4129.72 万吨，生态服务功能
总价值超过3900亿元。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亲近
自然、走进森林。绿水青山如何维
持，又如何发掘出更深的内涵与价
值？日前，记者探访浙江新评选出的
50 片“最美森林”中的其中几处，细
细品味。

古树挺立美家园

走进建德寿昌镇境内的绿荷塘
古楠木森林公园，立即被眼前密密麻
麻的挺拔楠木吸引。林道入口处，一
块铭刻“永禁苞笋碑记”的石碑矗立
亭中，碑文字迹斑驳，“道光十五年十
月”的字迹依稀可辨。

“在过去，楠木是制作小提琴、古
筝等乐器的好材料，也常常用来作为
建筑物的柱子，古时候，能用楠木棺
材的人也都身份显赫。这块碑石用
现在的意思说就是‘弃耕还林’，正因
为这样的保护，我们才能看到这片楠
木林。”62 岁的潘金水从 2006 年公园
成立就担任义务讲解员，他说，园内
680 余亩的天然楠木林囊括了刨花
楠、紫楠、华东楠等各类品种，树龄多
在百年以上，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
大的、保存最好的楠木林原生群落。

旧时碑文的要义至今依然延
续。现在，整个楠木林区均由市政府
规划，所有的开发活动也要以保护资
源为先。最近 60 年，这片楠木林的
树木被封禁保护，没有一棵遭到砍
伐，不仅是省内的常绿阔叶采种基
地，更是绞股蓝、三叶青等十余种名
贵药材的天然生长基地。

保存完好的天然环境为珍稀濒
危植物提供了栖身之地，2006 年，浙
江林学院在山谷中发现了 200 余株
堇叶紫金牛，据《浙江植物志》记载，
这种植物过去在杭州云溪竹径可见，
可现在，除了台湾，这里几乎是它唯
一现身的地方，林场正对这种植物进
行分植，希望在保存物种的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它的药用价值。

也正因如此，“楠木王国”吸引了
众多的背包客。“即便是在夏天最热
的时候，楠木林里的气温也很难超过
30℃，更别提长年爆表的负氧离子。”
老潘说，公园计划根据林木分布，设
计 40 公里的森林步道，让这笔宝贵
的森林财富向更多游人亲近。

森林抚育添活力

乘坐小艇徜徉千岛湖，在中心湖
区排岭半岛，静静分布着一大片近
40 年树龄的植物“活化石”——水
杉，与绿荷塘不同，这片逾百亩的水
杉林，都是人工造林培育而成。

这座尚未进行开发的小岛名为
“牧心谷”，只有零星的散客寻觅而
来，上万棵水杉林依谷向上生长，高
度多在30米以上。

进入 11 月，山谷流淌的溪流逐
渐干涸，大部分水杉已经不再保有夏

日的翠绿。据千岛湖林场场长张乃
华介绍，由于今年偏暖，水杉林变色
的时间将推迟到 11 月下旬，到那时，
水杉林将铺出一片“十里红妆”。“去
年，林场在牧心谷补种了南方红豆
杉、银杏、落羽杉等珍贵观赏树木，今
年的秋景会更好看。”他说，千岛湖的
旅游发展迅猛，未来的牧心谷，也会
因绝佳的森林景观吸引更多人前来。

而在以盛产香榧闻名四海的诸
暨，郁郁葱葱的古香榧林，成为农民
的“摇钱树”。赵家镇钟家岭自然村
的骆熙丁今年 66 岁，全家拥有 20 几
棵香榧树，有 2 棵树龄超过千年。

“香榧种下 7、8 年后就开始产果，30
年左右达到盛产，但这些千年古树
生命力旺盛，年年开花、年年结果，”
老骆说，去年，全家香榧果的收入超
过 14 万元，今年的总产量也超过
5000 斤，香榧古树持续的产出，真
正成为村民的摇钱树、传家宝。

漫步钟家岭，百年以上的香榧树
随处可见，而在对面的山头，更多香
榧苗被栽种下去，在荒山里冒出片片
新绿。今年11月4日，联合淘宝诸暨
馆，赵家香榧开启了第二届网络香榧
节，要卖的不光是香榧果，更是香榧
文化和逐渐兴盛的养生游。而据当
地林业部门的有关人员介绍，今后，
诸暨将探索香榧古树的经营权流转，
逐步改变现在按人头调节产量的分
配模式，让这片古树散发更多魅力。

生态旅游新方向

作为长三角地区唯一多山、多林
的省份，近些年，浙江森林生态休闲
游逐步兴起，到 2013 年，全省已设有
195 处森林公园；去年森林旅游游客
量超过 1.5 亿人次，森林旅游收入达
到569.7亿元，年平均增长30%，成为
林业产业新的增长点。

在杭州西郊的临安市青山镇，
青山湖北湖上的水上森林已经初现
秋日多彩的景观，乘船畅游其间，深
切感受到“树在水中长，船在林间
行，鸟在枝上鸣，人在画中行”的意
境。这片面积约五公顷的水上森林
主要包括池杉和落羽杉。1972 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将这两种原
生长于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树种赠予
我国，经当时的浙江林学院培育引
种后，于 1977 年入住青山湖，在精
心呵护下蔚然成森，是目前国内唯
一的国家级水上森林公园。

“这两种树，绝大多数时间根部都
浸没在水中，最高的树现在已经超过
30米，直径超过50厘米。”临安青山湖
新鑫水上游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根
说，在青山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他们
从未砍过一棵树。去年10月新搭建的
林间游步道取树间间隙，游乐区、休息
区均建在浮筒上，以保护水质。

“效益的产生需要倚仗好的生态
环境，”王经理说，去年，青山湖接待的
游客数量已突破25万人次，盈利超过
300万元。今年，他们还将在青山湖开
发原生态芦苇荡等景观，打造森林游
乐园，让游客更好地与自然互动。

在长兴县西部的小浦镇八都岕，
绵延 12.5 公里的古银杏长廊正以一
树树金黄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在这
涉及五个村的狭长山坳中，有 5.7 万
棵银杏树，百年以上的有 2738 棵，配
上清澈的山中湖和散落的古村落，新
型的生态、文化、养生相融合的主题
游正在打造，景区建设开发公司的副
总经理张卫峰说，今后，周边5个村庄
都将按照“一村一品”，规划出各具特
色的生态游项目。同时，银杏本身的
深加工产业链也有巨大的潜力空间。

记者探访浙江“最美森林”——

绿水青山好江南

记者 祝梅 通讯员 何晓玲

近日，省委、省政府发布了
《关于加快推进林业改革发展
全面实施五年绿化平原水乡十
年建成森林浙江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林业改革的活力
源自何方、通过何种举措持续
健康发展、林农如何增收，就大
家所关心的林业改革发展的热
点问题，记者采访了省林业厅
厅长林云举。

盘活林业资源
问：新出台的《意见》提出

加快建设森林浙江，如何理解
这项改革举措？

答：浙江有74%的山林，加
上 1600 多万亩湿地和种类丰
富的珍稀动植物，要建设“两
美”浙江，就必须以森林浙江为
依托。《意见》的出台，既是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全面建成生态文明示范
区和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客观需
要，也是立足浙江林业实际，在
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林业现代化
的现实需要。

问：从出台政策性林木险
种到林地股份合作制改革试
点，再到林地经营权流转证发
放制度，前期的实践探索对今

后的林业改革有什么作用？
答：全面深化林业改革，

核心是要在确保林农利益基
础上，实现林地的适度规模经
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着力
解决谁来种树、谁来经营林子
的问题。我们将进一步总结
推广在浦江、安吉、龙泉探索
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模式，在稳
定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推
进以村为单位组建林业股份
合作社，按市场机制引进工商
资本，只有让林子经营“活”起
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路子才走得通。

发展休闲养生
问：如何带动林农增收？
答：近几年我们逐步放开

了林木经营权，去年全省的林
木采伐指标却只用掉一半左
右，说明卖木头的时代已经过
去，现在我们要卖生态、卖环
境。现代林业经济要面向市场
经济，坚持用工业化的理念，推
进一、二、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
发展。

我们将突出发展森林休
闲养生业，开展森林休闲养生
试点示范区建设，建成一批以
中高端消费为群体的森林休
闲养生（疗养）基地、以野外健

身游玩和驴友探险为群体的
森林古道（绿道）、以中低端消
费为群体的森林人家。这方
面走得比较前面的如安吉，去
年森林旅游带来的收入已超
过100亿元。

同时，全省现有的 995 个
森林食品基地新增产值已达
94.5 亿元，其中首批 100 个将
实施标准化的生产项目，实现
安全品牌和企业效益共赢。

布局彩色森林
问：在“四边三化”的概念

里，“彩化”一词取代了“绿化”，
这将给浙江林业资源的布局带
来什么变化？

答：我省现有森林资源质
量较低、林分结构不合理，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珍贵树
种基地、培育高价值珍贵树
种，将从根本上调整我省的树
种结构，为子孙后代留下物质
财富。明年，我省将启动“千
万 亩 彩 色 健 康 森 林 发 展 工
程”，打造系统稳定、色彩丰
富、健康珍贵的森林景观，去
年省级共培育彩色珍贵树种
苗木 1100 多万株，今年还要
再培育 1200 万株左右。

问：能否为我们描绘一下
未来的浙江图景？

答：可以想象，到 2022 年
《意见》的目标任务实现时，浙
江大地将建成功能完备的山
地、河流、海岛、城市、乡村一
体的绿色生态屏障，形成山地
茂林修竹、江湖水秀鱼跃、海
岛鸟语花香、城市林荫气爽、
田园果硕粮丰的生态景观，建
成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
花香、万壑鸟鸣、绿荫护夏、红
叶迎秋的生活美景，全面建成
森林浙江，成为现代林业的样
板区、生态文明的示范区、美
丽中国的先行区，在全国率先
基本实现林业现代化。

我省加快推进林业改革发展

把绿水青山保护好

屈 指 间 ，
“ 双 十 一 ”6 岁
了，它一路火速
升温，受益于经
济发展、消费升

级利好的提振，也着实有力反哺了
电商产业的发展。但问题也随之
而来，从涨价陷阱到优惠猫腻，从
卖噱头到玩跨界，总有商家捏着消
费者的“七寸”，变着法儿地玩弄游
戏规则，让消费者苦不堪言，也让

“双十一”这场盛宴流失其原汁原
味。长此以往，离心聚集，盛宴恐
怕就要变剩宴了。网购发展如火
如荼，但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局限
性，急需监管部门更行之有效的监
管措施。监管到位，电商平台得到
规范治理，市场方思定，“双十一”
这个民族品牌才会走得更远、更
好，消费才能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
级释放更强大、持久的内生动力。

莫让盛宴变剩宴

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日前
发布报告显示，

2013 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 1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占 GDP 的
比重为 18.0%，不仅高于欧美日等
发达经济体，也明显高于经济发展
水平相近的印度、巴西等金砖国
家。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处于关键
时期，需要发挥内需作为发展主引
擎的拉动作用。物流业税负偏重、
成本过高，不仅拖累了物流企业的
盈利能力，还导致社会资源周转慢、
环节多、费用高，不利于我国扩内需
战略的实施。必须通过深化流通体
制改革，为物流企业和产品减负。

给物流企业减减负

持续数日的
APEC 会议成为
网 民 关 注 的 热
点。不少网民表

示，APEC 会议诸多议题与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它取得的一系列成
果也让人们的生活更丰富便利。
APEC 不仅是“会”更是“惠”，从早
期的经贸合作到现在的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APEC 各成员体间的合
作领域不断深入，将会带来更多的
商业和就业机会。期盼 APEC 红利
在未来能持续释放。

APEC是会更是惠

随着中国改
革不断深化，人
民币国际化步伐

将加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上升
是经济现实的反映，人民币作为一种
国际货币的趋势在增强，但目前在贸
易金融、国际支付以及汇率成交量等
方面，人民币并未取得其应当享有的
相应地位。让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
际货币以及更广泛持有的储备货币，
需要加大人民币全球流动性和建立
更广阔的跨国界流动通道，让更多投
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加快

江西中胜粮
油董事长因企业
负债“失联”。当

地政府发文要求银行机构暂缓债权
追偿，并要求司法机关暂不受理此
类案件。政府此举是希望避免债权
人催债导致企业资金断链和企业破
产，进而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用心良苦。但这些举措并不可取。
企业破产倒闭是“家常便饭”。政府
对企业进行强制救助，只能是“救得
了一时，救不了一世”。而且，政府
为企业“擦屁股”，等于为企业充当
债务“兜底”者，有纵容企业盲目负
债之虞。对盲目扩张经营规模、不
坚守自己经营主业的企业，在身陷
债务危机时，让其破产倒闭未必就
是坏事，政府切不可贸然施救。

别为负债企业擦屁股

■ 对话
本栏摄影 周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