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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植树造林，只是因气候等综合因素

影响，植被成活率不高。东川林业局

技术推广站站长贺勇介绍，小江干热

河谷一直是东川生态恢复过程中最难

啃的硬骨头，缺水是摆在当地林业部

门面前的最大难题。

不过贺勇和同事们并没有气馁，

经过努力，他们研究出“干热河谷新

银合欢造林技术”，突破了在干热河谷

造林难以成功的世界难题。如今在小

江沿岸，一片片绿树已经取代了曾经

裸露的沙滩。

在恢复生态的艰难道路上，东川

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扎根大山的人。

1998年，东川区政府开始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植树造林，下岗职工方平瞅准

时机成立了新霖绿化有限公司，承包

了部分植树工程。后来近 20年间，方

平每天都卷起裤腿，带着人扎进各乡

镇的荒山。

“前段时间统计了一下，到现在我

已经在山上植树超过 12万棵。”方平

说，砍树 30秒，植树 30年，只有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才知道生态恢复

究竟有多难。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

是，经过东川人不懈的努力，当地的

森林覆盖率已从 1985年的 13.3%提高

到现在的33%。

记者从当地林业局获悉，未来 5
年，东川还计划实施荒山造林工程 15
万亩，每年可提供 13.5 万个工作岗

位，造林企业在用人时，优先录用建

档立卡户，预计为项目区群众每年增

加 1080万元的务工收入。同时，生态

修复要与群众增收致富相结合，生态

补偿要能促进老百姓脱贫。

从数据上看，东川的生态转型成

效显著，但前些年当地一直是以种植

纯生态林为主，为更好地实现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东川除了注

重纯生态的恢复以外，也开始注重

发展经济林。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东川核桃种植面积达 24.8万亩，2015
年已有 2.5万亩挂果，实现林业产值

2800万元，未来 5年产值将提高到 1
亿元以上。

产业转型推动脱贫攻坚

对正在转型中的东川而言，第二

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目前在生态恢复方

面取得的成绩，还远不足以支撑起整

个东川更为长远的发展以及解决目前

5.96万人的脱贫问题。替代产业发展

乏力、交通瓶颈突出、生产工艺落

后、贫困面大以及就业问题突出、缺

乏经济转型的长效机制等一系列问

题，都给东川转型增加了巨大难度。

所以，在东川的整体转型思路

中，如何改变资源枯竭的命运？如何

发展东川？如何实现群众的脱贫？要

想实现这些目标，光靠第二产业的转

型显然是不够的，东川区委、区政府

自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

“一产做特、二产做强、三产做活，整

体做优”的产业转型发展蓝图如今正

在这片红土地上全面铺开。

记者从东川区农业局了解到，为

实现“一产做特”，当地已经在充分发

挥小江干热河谷优势的基础上，突出

综合特色农业开发，初步形成以特色

水果、时令蔬菜种植、特色水产养殖

等为主导的农业特色种植养殖基地，

发展甜杏、早熟桃、金丝蜜枣以及火

龙果等产业。

东川区农业局副局长刘春介绍，

在小江干热河谷发展特色种植基地，

主要是以土地流转为主，同时吸纳当

地贫困群众就近务工，这有效解决了

当地群众的务工难题，同时也促进了

贫困户脱贫。

除了第一产业的强势转型，东川

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也铆足了劲。

目前，当地正全力打造“体验式旅游

之都”，在第三产业重点发展旅游服

务业。

东川区旅游局工作人员陈文高介

绍，按照规划，当地将依托滇中城市

自驾人群发展体验式旅游，以泥石流

汽车越野赛为先导，着力构建“吃、

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旅游

服务体系，促进旅游业加快发展。目

前，乌蒙巅峰高山旅游体验区、金沙

江高峡平湖水上体验旅游区、太阳谷

民族生态旅游区、小江泥石流体验景

观带等区块开发工作已经启动。

陈文高表示，东川旅游目前在做

的这些工作，是整个东川转型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推动了当地脱贫攻

坚。以目前正在打造的牯牛峰景区为

例，该景区将开发建设攀岩基地、悬崖

栈道、自驾车营地等精品旅游项目。

“该项目直接涉及该片区多个旅游

扶贫村，等到完全建成，将有效带动当

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陈文高说，尽

管目前任务艰巨，但是只要努力去做，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更长远的发展，

东川会有一个摸得着的未来。

本刊记者 保 磊■

如今的东川，森林覆盖率已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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