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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镇一树种 有特色
西府海棠、垂丝海棠、贴梗海

棠，从淡白浅粉到红若云霞，崇明
县三星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海棠花
溪”，辅以红叶石楠、女贞、广玉兰
等树木点缀，相映成趣。去年，三星
镇建设生态廊道面积达 !!!"亩，在
崇明 !#个乡镇中占据首位。

在三星镇协进村，$$% 亩生态
廊道种植了近 "&&&棵树，而且都处
于镇区中心地带，“这就是给我们
在家门口造公园呢，得实惠了！”
“我们老年人特别欢迎，在海棠林
里晨练散步，安全系数也高！”很多
村民的家，就挨着生态廊道，每天
置身林间花海，共享崇明“生态立
岛”的红利。

目前，崇明县生态廊道面积达
'(((亩，从本岛“三横十五纵”的主
干道，逐渐覆盖各乡镇的骨干道路
和主要河道周边。根据规划，崇明
将在“十三五”期间新增林地面积 '

万亩，森林覆盖率升至 %#)，今年
就要增加 *+*万亩，而生态廊道将
占造林计划的 '&)。
“一镇一树种”，是生态廊道的最

大特色。崇明县绿化管理所所长张
林荣介绍，各乡镇在参考公益林树
种名录后，根据园林专家的指导选
择，全县树种总数超过*&种，还包
括北美红栎、美国红枫等引进品种。

自主选择，自由发挥，每个乡镇
都各不相同，因而一年四季就各有景
致。冬日东平镇梅花寒，春季竖新镇
玉兰香，初夏港西镇合欢开，深秋庙
镇的枫树、堡镇的银杏、城桥镇的榉
树正盛。随季而变，形成大色块的树
林，市民游客移步换景，美不胜收。
“争取花 ,至 -年时间，通过调

整、补植、新建林地等方法，优化完
善林相结构，丰富林木色彩，形成
具有观赏功能与人林互动结构的
生态景观环境，让整个崇明成为一
座大公园，让百姓共享生态岛建设
成果。”崇明县县长唐海龙说。

算清经济账 不吃亏
生态廊道的建设土地，主要由

村民的责任田流转而来。“起初压
力挺大，怕老百姓不支持，没想到
基本很顺利，有村民放弃高收益的
土地，主动要求流转。”张林荣介绍。

村民的支持，既有改善生活环
境的考虑，也有一笔“经济账”。',

岁的村民龚致安算得很清，由于年
纪大了，他家除了小部分田地用以
自种，大部分都流转给来自外省的
种粮大户。“每年每亩收租 ..&&多
元，但是转给个人不稳定、没保障。
生态廊道的标准地价是 /&&元，加
上 *&&元公益林补贴，并不吃亏，所
以我们宁愿跟政府签合同，没风
险，子女也安心！”
“种田是看天吃饭，今年小麦

就减产了，村民收入受到影响，与
之相比，种树就是旱涝保收。”协进
村党支部书记王海虎介绍，从前期
种植到后续养护，施工方用的大多
是本地劳动力，而且都是 '&岁以上

的老年人，两三个月来每人也多了
四五千元，等于有了两份收入。
此外，三星镇毗邻明珠湖公园，

生态廊道就成了景区的“附属景
观”。在延伸廊道的同时，镇里计划
加强林旅结合，逐步提升配套，将闲
置用地改造成停车场、小超市、服务
站等，为市民游客提供便利。“以后，
还能吸引投资，给村民开民宿和农
家乐，推广自种的农产品，这不是又
多了一份收入？”
“好环境可以当饭吃”，为美化乡

里出力，更是件值得骄傲的事。生态
廊道刚建成那会儿，经常有村民散
步时指着某棵树说“这是我种的”，
言语里满是自豪。现在，村民还约法
三章，自觉爱护这片家门口的公园：
不破坏植被，不乱丢垃圾，不在河里
用电捕鱼，静待来年春花烂漫时。

重塑好环境 得实惠
采访中，很多人建议我们去横

沙岛看一看，作为崇明三岛中最娇
小的一座，这里没有工业企业，没有
高楼大厦，全岛绿化覆盖率达
'&)，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超过大都
市 *&&倍。已经是一座“绿岛”，还有
必要再植树、建廊道吗？

答案是肯定的。“生态廊道是一
大契机，可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
提升人居环境。”横沙乡新春村村主
任倪春燕坦言，此前村里不少土地
用以养蟹，村民经济效益颇丰，但粗
放的养殖方式造成水体污染，沟河
里的鱼虾数量大减。“老百姓也意
识到了这点，想要改变现状，这次
生态廊道建设，正好减少蟹塘、保护
水资源。”
村民朱海娟养了 .#年蟹，有十

几亩蟹塘，这次村里建生态廊道，她
第一时间把蟹塘土地全部流转。“养
蟹一年只赚五六万，时间一长水质
降低，欠了环境的账，不如改造廊
道，提升生活品质。”此外，一些村民
还主动拆除杂乱无章的鸡鸭棚，为
了不影响廊道的整体布局，咬牙卖
掉了自家的橘树、香樟树。
村民的积极性有多高？倪春燕

收到 (&多位村民的联名“意向书”，
主动要求流转土地。因为他们中的
很多在参观建成的廊道后十分羡
慕。之前，倪春燕保守估计村里能流
转土地 -&亩，目前这个数字已达到
-&&亩。“根本原因，在于老百姓的
环境意识不断提高，注重起生活品
质了。”

眼前的横沙乡，已经建成以 /

条主干道为框架的 ,.* 亩多树种
生态廊道，基本覆盖主要居民集中
区。今年，全乡已流转土地近 *&&&

亩，樱花、桂花、香椿、榉树、乌桕、
紫玉兰、白玉兰、无患子等树种也
将汇集生态廊道。白墙红瓦的农
舍，清澈的溪涧、琳琅的蔬果掩映在
缤纷色彩中，无疑是一幅乡村美景。

植树不简单 重互动
目前，上海市生态廊道建设导

则与管理办法即将出台，各区县
都在结合自身特点，规划 *&."0

*&.#年生态廊道建设。根据“十三
五”规划相关内容，生态廊道建设
工程是上海绿色生态网络的重点项
目之一。

无论从崇明县级还是全市层
面，对生态廊道的定义，都不是简单
的植树造林，本质区别在于生态功
能与观赏休闲并重，增强人与自然
的互动。

例如，生态廊道的宽度在道路
两侧各 .&米左右，种植密度控制在
每亩 *&棵至 ,&棵，相比，传统公益
林的树木种植密度在每亩 (-棵至
#-棵。因而，生态廊道则为自行车

道和人行步道预留空间，选择的也
是多树种结合，高低错落，供市民体
验骑行和慢跑的乐趣。
这与正在建设的郊野公园也不

谋而合。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崇
明提出以国际生态旅游岛为目标，
推进全域景区建设，将扎实的生态
优势转化为切实的发展优势。
近期，崇明长兴岛郊野公园确

定将在今秋投入试运营，年底正式
面向公众开放，这也是上海一期规
划建设中规模最大的郊野公园。与
此同时，长兴岛的北环河生态廊道
建设正紧锣密鼓进行，预计将在年
底建成开放。生态廊道将贯穿大半
个长兴、总长 ."+'公里，划分为“春
之花”“夏之歌”“秋之色”“冬之韵”
四大主题区，分别种植上百种四季
特色的树种，由此形成“三季观花、
一季观绿”的景观特色。
在全市范围，构建绿色生态网

络，促使城市绿化从碎片化向系统
化转变。打造生态廊道和城市绿
道，建设口袋公园、社区公园、地区
公园、郊野公园，将整座城市变成
一座“大公园”，也将实现生态环境
和公共开放空间的有机串联，提升
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度。

生态廊道让崇明成为大公园
计划五年内新增林地!万亩 百姓在家门口享红利

本报记者
范洁

! ! ! !崇明已到了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的临界点。“十三五”期
间，崇明将实施“生态1”发展战
略，是崇明开创生态岛建设新局面
的主动作为。

这种“!12”模式，“.”是崇明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案，“2”
则是各项制度设计。换言之，生态
不仅可以“1”产业，也可以“1”社
会建设、“1”生活方式等，把生态
文明建设融入各个方面。

首先，“生态1旅游”无疑是水

到渠成。日前，崇明成为首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市县之一，
将以国际生态旅游岛为目标，运用
建设 -3级景区的理念及标准，推
进全域景区、景观建设，打造与现
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大旅游格局。

同时，“生态1体育”也正在进
行，国际自行车联盟将顶级职业赛
事女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亚

洲的唯一站点设在崇明，每年超过
.&万人来岛参加各种骑行活动。乡
村马拉松、森林马拉松，路跑爱好者
在崇明多个乡镇迎风起跑，还建起
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崇明体育公园、
水上运动中心等多种设施。

此外，“生态1数字产业”则颇
具亮点，在陈家镇智慧岛数据产业
园，满眼绿植与水面，楼宇低碳节

能标准很高，核心业务是以数字产
业为核心的软件和信息服务。
推进全岛低碳发展、打造高效

生态农业、构建绿色生态屏障、建
立生态信用体系……“生态1”贯
穿在崇明发展的每个方面。在崇明
的年度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中，也规
定了生态文明考核比例不低于
,&)。 本报记者 范洁

生态“1+N”打造更美崇明

时下，崇明岛上兴起一股“种树”热潮。村民主动流转土
地，联名递书申请栽植，从受欢迎程度，足见这项名为生态廊
道的建设工程，并非种树那么简单。廊道宽度为道路两侧各
10米、种植密度在每亩20-30棵，更多人形象地称之“在家
门口造公园”。
森林覆盖率达24%、PM2.5平均值为35、被列入联合

国绿色经济教材!!从新世纪初确立“生态岛”定位至今，崇
明已走过十多个年头。建设生态廊道，正是在厚植生态优势
的同时，让百姓共享生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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