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苍翠山林渐次染红，葳蕤草木焕然金黄。 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不少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地的

游客，驾车一路穿行在右玉县南山森林公园、四五道岭、松涛园的茫茫林海中，晴空纤云、秋高气爽，清风鸟鸣、秋色斑

斓，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开心值”蹭蹭上涨，大伙儿或拍照、或高歌、或游戏、或野餐，尽享假日悠然舒适的时光。

近年来，右玉县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步伐，保护生态环境，发展

生态经济，努力探索一条增绿与增收的双赢之路。 眼下，右玉生态旅游业方兴未艾，生机勃勃。 从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

从绿起来到富起来，右玉县积极探索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奋力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右玉，“绿色财富”正源源不断地累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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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让生态资源成为绿色财富

———山西右玉探索发展增绿与增收的双赢之路

以绿为底

建设生态文明新高地

右玉的好生态不是与生俱来的，更

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

70 多年前，右玉全县林木绿化率不

足 0.3% ，狂风肆虐、黄沙漫卷，土地贫

瘠、民不聊生。

70 多年后，林涛翻卷、绿海荡波，放

眼右玉，满目苍翠，处处都是风景，美丽

幸福新右玉加速建设。

要想风沙住， 必须先栽树。 在这场

跨越 70 多年的绿色接力中， 右玉人民

历经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在接续的摸

索与探寻中，找到了“种树”这条可持续

发展的新路，靠着一把铁锹、两只手，战

“黄龙”，造“绿海”，林木绿化率提高到

了现在的 57%， 创造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奇迹。

70 多年来，右玉历届县委、县政府

换班子不换方向， 换领导不换目标，一

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团结带领

全县干部群众植树造林、 绿化山川，涌

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树书记”“林局长”

“土专家”，众智合谋、众力汇聚，闯出了

一条北方生态脆弱地区绿色发展的新

路子。

荒山荒坡“大兵团”作战、旅游线路

“集中”会战、乡镇农村“单兵”作战……

在 196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右玉的干部

群众依旧延续着植树的传统，奋战在沟

沟壑壑、山山梁梁、房前院后。 因为右玉

的人民知道，绿色来之不易，绿色弥足

珍贵，绿色也更需要长久“呵护”。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和生态修复工

作，加大退化林改造，做好病虫害技术

防治，抓好森林资源生态保护，推进多

维度全域扩绿、增花、添彩、提景，制定

出台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资源保

护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全面推行“林

长制”升级版。

2020 年，右玉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域

宜林荒山基本绿化目标。 曾经这里最稀

缺的颜色，变成了最厚重的底色。 叠翠

流金、花海连绵，林荫环抱、清溪潺潺 ，

步步皆景、处处如画，右玉大地“以绿为

底”正绘就美丽新画卷。

借绿生金

打造文旅康养新地标

今年夏天， 省内多所高校相聚美丽

的右玉县锡瓦塔内霍海滩，开展森林康

养暨沙滩排球比赛的新闻，让更多人关

注到了右玉这个晋北小城。 很多人觉得

“不可思议”，想要“一探究竟”，纷纷前

来“打卡”。 一场说走就走的生态康养和

运动健身融合之旅，让右玉生态文旅康

养足足火了一把。

57%的林木绿化率，170 万亩的人

工森林，99%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夏

季平均气温 18 .9℃ ， 空气氧离子含量

是普通环境的 40 倍， 空气质量优良率

近 100%……一个个令人心动的数字，一

张张靓丽十足的名片，成了右玉发展生

态文旅康养最踏实的“底气”。

右玉是典型的黄土丘陵地貌 ，原

始纯朴的生态环境 、 动感起伏的丘陵

地貌、色彩斑斓的林木植被 、独具魅力

的长城古堡古村落 、 风格迥异的民俗

风情……这些独特的感觉体验和色彩

视觉冲击 ， 让右玉成了艺术家眼中的

“香饽饽”。 每年夏秋季节，来自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

院油画院、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广

州美术学院等国内高校数千名师生前

来采风创作，右卫镇等周边乡镇居民纷

纷办起了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山河为幕草为席， 一顶顶帐篷撑起

了“诗和远方”。 驱车前往右玉，追逐着

自由的风，来一场露营之旅。 在锡瓦塔

内霍海滩、红旗口林下露营基地或长城

一号生态艺术营地，择一处帐篷 ，在夜

幕下的篝火旁 ，邀三五好友 、挚爱亲朋

尽兴舞蹈、放声高歌、举杯对饮，在热闹

中卸下工作的烦恼 、身心的疲惫 ，尽情

享受惬意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 立足成功打造省级文旅康

养集聚区的独特优势，右玉县高效整合

资源禀赋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持续推

进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形成

“三条精品线路”（红色右玉精神研学

游、绿色生态休闲康养游、金色西口文

化体验游）为牵引，“三张文旅名片”（红

色文化、西口古道、玉龙赛马）为支撑 ，

“一城一卫一枢纽”（右卫古城、威远卫、

县城旅游综合接待枢纽）、“一口三带一

集群”（西口故里、万里长城与苍头河交

汇处———千年雄关杀虎口， 环县城运动

体验带、苍头河湿地康养体验带、一号

公路长城文化体验带，古堡乡村旅游集

群）为基本布局的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新

格局，加之生态马拉松、自行车越野赛、

油画写生季、水彩艺术周、森林音乐会、

冰雪嘉年华等特色文旅康养体验项目，

右玉的老百姓“借绿生财”，享受到了生

态发展带来的十足红利。据统计，今年 1

至 9 月，全县旅游人数达 454.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9.06%，旅游收入 29.2 亿元。

逐绿而行

蹚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时值仲秋， 漫山遍野的沙棘果成熟

了，红的、黄的，颗颗饱满、汁水丰盈，在

阳光下格外诱人，不时看见农民穿梭在

沙棘林中采摘沙棘，小小的沙棘果成了

农民致富的“金果果”。

近年来， 右玉县大力推进以沙棘为

主、其他鲜干果为辅的特色经济林建设，

改造低产低效沙棘林 12.5 万亩， 全县沙

棘林总面积达到 28 万亩，年采摘沙棘果

8000 多吨，发展沙棘加工、销售企业 12

家，产值达 3 亿元以上。 同时，科学统筹

“种绿”和“种富”的关系，通过三次产业

深度融合、协同创新，拓展生态产业链，

做大做强生态经济。 全力打造 10 亿元生

态羊、5 亿元沙棘、5 亿元粮油蔬果、1 亿

元小香葱、1 亿元边鸡 5 条产业链， 全县

羊饲养量年均达到 90 万只，特色杂粮种

植保持在 40 多万亩，20 多家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研发药食同源康养产品 5 大系

列 160 多种，生态的“含绿量”正源源不

断转化为发展的“含金量”。

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 一手抓低碳

发展，绿色成为右玉高质量发展的靓丽

底色。 坚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

建设总体布局， 高效推进能源低碳转

型，加快智能化矿井建设，推动煤炭智

能绿色开采 ，持续提高产品 、工序能效

和能源利用率。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持

续壮大清洁能源产业 ，大力推进“风光

火储 ”一体化发展，风光新能源发电装

机总容量达到 209 万千瓦。 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和制造业振兴升级，提升战略

性新兴产业及制造业占比 ， 梯度培育

“链主 + 链核 + 专精特新”企业，大力推

进新基建、新技术 、新材料等产业创新

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发展新优

势。 深耕绿色低碳发展，聚焦“双碳”目

标，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北京绿色

交易所合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实践基

地， 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首日交易，着

力打造全省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

逐绿而行，向绿而兴，乘绿而上。 在

右玉，推窗见景、开门见绿，城在林中、

林城相融，已然成为全县人民触手可及

的幸福。

记者手记

在绿色接力中积蓄发展动能

到过右玉的人， 方知右玉的绿醉人

心脾，更深切地体会到右玉的绿来之不

易、弥足珍贵。

故土难离，沙海求生。 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不到 0.3%的林木绿化率， 到如今的

57%，数字增长的背后是一双双手、一把

把铁锹 70 多年来的不懈接力创造的。

如今的右玉，黄沙已远，新绿成荫。

漫步在莽莽林海，寻一处歇脚之地，登高

远眺、倚栏听风，美景尽收眼底。 行走在

清凉舒爽的魅力小城，觅一方热闹之处，

欣赏艺术、品味烟火，生活越发精彩。

绿起来了， 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富起

来？ 右玉统筹“生态”与“发展”，向绿色

要发展，向绿色要红利 ，逐步探索出一

条绿色生态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这条路， 是右玉人民的坚定选择。

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右玉人亲眼

见证了从荒凉贫瘠到富裕和美的发展

历程，也越发认准保护好这片绿就能端

稳“金饭碗 ”这个道理 。 良好的生态环

境，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避暑、纳

凉、休闲、康养、运动、健身、创作，群众

也乘势办起了农家乐 、 建起了特色民

宿、盘活了集体经济，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条路， 是时代发展的选择。 绿色

发展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 右玉以绿

色发展理念塑造发展方式、以绿色低碳

提升生态颜值，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鲜明底色。 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一

座座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延绵的群山上，

与蓝天白云、绿树青山交相辉映 ，极目

远望蔚为壮观。 文旅康养、生态农牧、低

碳清洁能源等产业迅速崛起，筑起了高

质量发展的绿色屏障。

生态赋能， 兴绿富民。 放眼塞上绿

洲，右玉正积势蓄能，阔步生产、生活 、

生态效益“三生共赢”的绿色生态高质

量发展之路，书写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时代答卷。 （据《山西日报》）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图为占地 6 万亩的右玉县南山森林公园。 辛泰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