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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天然林被毁，公益林管理存在漏洞，经济
林采伐更新违规……日前，“新华视点”记者随中
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云南走访发现，临
沧市、西双版纳州等地存在破坏森林生态问题，涉
及林地面积广，当地政府把关不严问题严重。

植 棉 天 山 下
——新疆棉农的奋斗故事

骑行在渭河以北五陵原上，秦宫汉墓遗址接续入眼；徜
徉于古城西安街头巷尾，传统与现代的互文随处可感……
行走在文化厚重的三秦大地，多元化的旅游场景，令不少游
客流连忘返。

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近年来，陕
西提出“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等发展目
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提升服务便利化水平，
陕西正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打造“诗与远方”的美好体验。

以文塑旅 “追着文物去旅行”渐成潮流

站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尊陶俑前，英国游客塔米拉
屏住呼吸。“他已经‘2000 多岁’了，但盔甲和头发上的细
节依然清晰可见。”塔米拉不禁惊叹，“令人难以置信 !”

这是陕西旅游中的寻常一幕。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
胜地，陕西拥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近 5 万处，国有可移动
文物收藏单位共收藏文物 774 万余件。在这座“天然历史
博物馆”，文博场所与游客的“双向奔赴”正愈发热烈。

5 月 18 日，全景展现秦汉文明缘起、发展和贡献的专
题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石铠甲、杜虎符、鎏金铜蚕……一件件精美文物，无声诉说
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夺目。

“秦汉馆基本陈列‘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采
用主、辅两条平行线索进行叙事，主线讲述秦汉文明，辅线
展示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文明，以此构架出文明交
流互鉴的对话空间。”策展人彭文说。自去年底试运营以
来，秦汉馆已吸引 30多万游客先睹为快。

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
文物主题游径建设，积极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
陕西擦亮文化金字招牌，积极推进文物活化利用和文旅融
合 发 展 ，全 省 博 物 馆 年 均 举 办 展 览 800 余 个 ，吸 引 观 众
4900余万人次，“追着文物去旅行”渐成时尚。

深度融合 “文旅+”催生新业态

夜幕降临，大雁塔脚下人头攒动。走进长安十二时辰
主题街区，恍若置身唐长安城市井街巷：酒肆茶铺鳞次栉
比，霓裳羽衣舞步翩翩。游客大多身着汉服，外国面孔不
时可见。

今年以来，这个沉浸式唐风文化主题街区已接待来自
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国的游客超过 6000人次。

“既有保护完整的历史遗存，又有可体验、可互动的文
旅产品，这是陕西文旅的独特魅力。”西安卓恒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黎征说，今年公司在安排入境游
行程时，在兵马俑、古城墙、大雁塔的“老三样”基础上，特
意增加了穿汉服、看演出、体验非遗的“新三样”。

到访西安的第一夜，英国游客大卫·威廉姆斯惊喜连
连。他观赏了唐文化主题演出，换上汉服在大唐不夜城漫
步，一路与中国游客热情致意，“百闻不如一见，这座城市
的繁华与文化底蕴让我赞叹。”

“相比过去走马观花式的参团游，如今境外游客更青
睐生活化、沉浸式的深度游。逛庙会、赶大集、书法研学
游，都出现在他们的需求清单上。”西安海外旅游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冯高悬说，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定制部
门，提供 8 种语言服务，以满足境外非团队游客的个性化
需求。

不只有西安。在圣地延安，《延安保育院》等红色剧目一
票难求；在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等景区内游人如织；
秦巴深处，马拉松比赛、自行车赛与绿水青山相伴相依……
放眼陕西，旅游与文化、工业、体育等跨界融合，正不断催
生新业态、提供新体验。

敞开怀抱 迎接八方来客

当地时间 4 月 29 日，陕西文化旅游推介会在匈牙利
首都布达佩斯成功举办。优美多姿的舞蹈《绿腰踏鼓》与
《霓裳羽衣舞》在多瑙河畔上演，令当地观众近距离感受到
中华文化的魅力。

今年以来，陕西在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美国等地举
办文旅推介活动，热情向海外游客发出邀请。

“走出去”带来“引进来”。作为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都，
今年 1～4 月，西安接待入境游客 13.25 万人次，入境游市
场日渐回暖。

“西安专门针对不同目标市场开发特色旅游线路，如
面向日本游客的研学游、欧美游客的历史文化游和韩国游
客的秦岭山水游等。”西安市文旅局对外合作与交流处副
处长张蕊说。

如今，各国游客前往陕西旅游也更加便捷。截至目前，
陕西已实现中亚五国航线全覆盖，恢复与日本、韩国、新加
坡、泰国等国的航班，航线网络不断织密。西安市五星级、
四星级饭店及西安城墙、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华清宫等主要
景区完成外卡 POS机布设工作，并逐步向全省各地推广。

“兵马俑的故乡欢迎您。”陕西省文旅厅厅长高阳说，
按照规划，陕西力争到 2025 年，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 9

亿人次。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西安 5月 21日电）

“微雨过，何处不催耕。”51 岁的双泉农业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洪涛等来晴好天气，便一

早钻进了棉花地。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何洪涛的家

乡沙湾市是新疆主要的产棉基地。在这里，记

者追随资深棉农何洪涛，探寻一朵朵新疆棉花

背后，一个个平凡劳动者书写的不凡故事。

““ 兵 马兵 马 俑俑 的的 故故 乡 欢 迎 您乡 欢 迎 您 ””
——陕西打造陕西打造世世界界级级旅旅游游目的地一线观察目的地一线观察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新疆沙湾市，农民准备用播种机播种棉花。 新华社记者 阿 曼 摄

新华社发

当下实体商超普遍日子不好过，但在社交网
络上，经常看到网友这样的刷屏：“胖东来何时
开到我家门口？”

成立近 30 年的胖东来商超，名字由其前身
“胖子店”和其创始人于东来的名字组合而成。目
前，胖东来 13家实体店都在河南，其中 11 家在许
昌，近年来凭借赶超景区的火爆人气频频出圈。

胖 东 来 到 底 有 多 火 ？ 今 年 几 组 数 据 可 见
一斑：

元旦假期，许昌胖东来 7家店共计接待游客
近 100 万 人 次 ；春 节 8 天 长 假 ，许 昌 全 市 11 家
4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127.3 万人次，而胖东
来的 3 家综合商超仅 3 天时间累计客流量就达
116.33 万人次；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同样 3 家
商超单日接待约 31万人次，客流量再创新高。

受其流量带动，许昌这座古城也炙手可热，
当地为此开通了网红旅游购物专列。

商超变“景点”，胖东来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记者带着问题现场探访，门前排队的顾客

你一言他一语：“选材良心”“货真价实”“胖东来
的产品，用着放心”“对消费者极度贴心”……消
费者“用脚投票”，回答简短利落，却透出朴素的
商业逻辑：好商品、好服务才能赢得好口碑。

免费提供纸杯和热水，设有宠物暂存地，为
看不清字的老年人提供老花镜；肉类熟食先称
重再装汤汁，蔬菜的标签像生活百科，不仅注明
产地、供应商，有的甚至标出做法；售出商品七
日内正常调价，将主动退还差价……还有顾客

说，曾经在购物时孩子突发不适，向商场求助后，胖东来员
工开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并全程帮忙陪护。

记者体验发现，商场内外，贴心的细节随处可见。诚意满
满的服务引发共情共鸣，一些顾客直言：“在胖东来消费，购买
的是商品，体验的是爽感。”

商品和服务之外，胖东来在尊重员工权益方面的做法也
被广为称道。一方面，公司把每年所赚利润的绝大部分分给员
工，让员工收入在当地保持较高水平；另一方面，还通过“周二
闭店”“委屈奖”等措施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受到员工欢迎。

胖东来从地方走向全国，互联网口碑传播的推动力量
不容忽视。

在“流量经济”时代，消费领域从不缺少“出圈”的热
点。当一个消费现象持续火热，就值得深究其内在逻辑。

从货真价实的商品到精益求精的服务，从“宠爱”消费
者到尊重员工，胖东来“内外兼修”，在消费者、“打工人”乃
至整个社会激发出广泛共情，由此打破了日常购物和文旅
体验之间的边界，在传统商超领域挖掘出了新的消费增长
点。经过互联网传播的加持，悄然完成了商超变“景点”的
演化。

当下，随着传统消费提质升级，新型消费成长壮大，潜
在消费需求不断释放，我们有理由期待市场出现更多“胖
东来”。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郑州 5月 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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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后”新农人

何洪涛带领的合作社位于大泉乡烧坊庄子村，共有 4

万多亩棉田，要管理好这些地，他要倚仗“田管家”。“田管
家”是合作社的中坚力量，每人都掌管着数千亩地，“50

后”哈萨克族棉农哈衣绕拉·铁尔扎是其中之一。
清晨，66 岁的哈衣绕拉开着一台拖拉机往棉田拉运

农资。当上棉田里的大管家，他感到很骄傲。
“我手下有七八个人，都是这里的村民，管着 1500 亩

地。”哈衣绕拉得意地说。棉花播种前后，他和同伴忙着
安装连接泵房和滴灌带的一整套供水系统，由于每一个
水闸都安有传感器，哈衣绕拉用一台手机就能监测灌溉
水流量、控制阀门开关。

从哈衣绕拉管理的棉田向南望去，可见绵延起伏的
天山山脉，终年不化的积雪、线条硬朗的山脊、若隐若现
的云杉，像一幅气势磅礴的风景画。一台高大的机器正
按照北斗导航设计的路线笔直地行进，车尾安装的自动
化播种设备将透明的薄膜、黑色的滴灌带、红色的包衣棉
籽，一并整齐地埋进褐色的泥土里。

哈衣绕拉从事棉花种植四十载，棉田里飞速的变化
让他感叹不已，“科技发展得很快，机器采、机器播，大大
减轻了劳动负担，提高了产量。”他回忆说，过去，棉花产
量低，工作辛苦，利润微薄。如今，他家的土地入股合作
社可以领分红，他担任“田管家”又有稳定工资收入，一家
人早已过上小康生活。

哈衣绕拉的植棉生涯也是新疆植棉业的缩影。1952

年，沙湾首次试种棉花，种植面积仅有 20 多亩，现在已有
超过 160 万亩。统计部门数据显示，2023 年新疆棉花产
量 511.2 万吨，总产占全国九成以上。至此，新疆棉花的
面积、单产、总产、商品调出量已连续 29年居全国第一。

千人同其力

时间倒回 20 年前，何洪涛正在烧坊庄子村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那时，村子里地块分散，地块之间相距较远，
还有高高的田埂为界。耕作起来费工费时，还容易引发
村民间的矛盾。

就在何洪涛陷入苦恼时，距离烧坊庄子村几十公里的地
方，一个名叫下八户的村子，正掀起一场“土地互换”大潮。

当时，滴灌技术在新疆推广应用并发展，时任四道河
子镇下八户村党支部书记的赵金财发现，土地分散已严
重制约生产力发展，“全村上万亩地，分成了一千多个地
块，耕地、浇水、管理都不方便，矛盾层出不穷。”赵金财埋
首国家法律法规，查明整合农村土地资源的政策依据。

村委会决定用 700 亩机动地做滴灌节水技术应用示
范。在这块集中连片的土地上，滴灌效果尽显，村民最关
心的棉花亩产比在分散地块种植多了 100 公斤。秋收时
节，棉花增产丰收的消息传开，村民们一个个跃跃欲试，
期待着下一个春天早点到来。

2005 年初，下八户村在征求多数村民意见的基础上
作出决定：全村进行大规模土地互换。七零八落的上千
块土地，改造成一块块“大条田”。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仅仅一年后，换地成果显
现：全村亩均节水 400 立方米、棉花单产增加 150 公斤至
180公斤，人均增收 300多元、节省劳动力约 50%。

下八户村的探索引来自治区政府甚至国家相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上级下派多支调研组实地考察后，肯定了赵
金财的做法，沙湾也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支持土地互换。

2006 年春天，何洪涛慕名叩开了时任四道河子镇土
地互换办公室主任赵金财的门。“老书记给我算了换地
账，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何洪涛说，下八户村“千人同其
力”的故事，激发起大量农村群众的创新与合作精神，南
北疆多地农村都在自愿、公平的原则下，探索起包括土地
互换在内的更科学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让脚下的土地
焕发新活力。

高手在民间

全村完成土地互换后，何洪涛带领烧坊庄子村的村
民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一心搞植棉。在滴灌节水技术
加持下，棉花产量节节攀升，但人工采摘成本也在逐年走
高，农业机械化已成大势所趋。

何洪涛所在的合作社配有中小型农机，可动辄数百
万元的采棉机却是个昂贵的家伙什，他决定把繁重的采
收业务全权委托给农民韩波领办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韩波是沙湾最早购买采棉机的人。2008 年，他斥资
200 多万元买回沙湾第一台进口采棉机，可农民对这个
长着一排“大钢牙”的“铁疙瘩”并不买账，“第一年只采了
1000 多亩地，相当于用 200 多万元的机器挣了 10 万元，
只挣回个贷款‘利息’。”

为推广机器采棉，韩波到处“巡演”，可他很快发现，
外国采棉机真的“水土不服”。韩波说，某国外品牌采棉
机，设计时车体“前重后轻”，“只在国外的大农场里面开
看不出来，可我们经常要驾驶着采棉机跨区作业，一上公
路就出状况了，比如路上遇到突发状况踩一脚刹车，车屁
股就翘起来，车就栽头了。”

在机耕队长大的韩波，打小喜欢和机器打交道。他

在推广采棉机时发现，棉田一旦失火，救火难度很大，烧
毁 一 台 几 百 万 的 采 棉 机 ，足 以 让 一 户 普 通 农 家 陷 入 困
顿。学过机修的他查阅大量电气化、机械类图书，用坏一
堆材料做实验，最后做出一个大胆尝试：在采棉机车尾大
梁上加装一台水箱，再连接一个消防水泵，驾驶员发现火
情就能第一时间自主灭火，水箱重量还解决了车体前重
后轻的问题。

此后，国外采棉机企业专程派人到沙湾实地调研他
的改装，并最终采纳了他的设计。 2014 年，这家采棉机
制造商还邀请韩波到国外的生产基地考察，征求他对改
良采棉机的意见建议。

在国外时，他发现外国棉农已大规模使用打包式采
棉机（俗称打包机，采收完棉花后直接打包），而新疆还在
进口技术相对落后的箱式采棉机（俗称散花机）。韩波一
回国就研究起如何将散花机改造成打包机。他说：“市场
对棉花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国内轧花厂很快也只收打
包机采的棉花。”

2020 年，韩波和江苏一家企业合作，成功将散花机
改造为打包机。“经过三年试验，改造后的机器已经达到
进口打包机的效率。”他说。

目前，仅沙湾就拥有采棉机 540 余台，自 2016 年起
沙湾棉花机采率就超过 97%。去年，新疆共投入近 7000

台采棉机开展机械化采棉作业，棉花机采率达 85%以上。
凭着一股钻劲和韧劲，韩波和他的团队仍在不断地

改造从播种机到打药机、采棉机等各类农机。他们的设
计已获 10多项专利，极大提升了棉花种植效率。

在棉花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种植后，何洪涛、韩波等
一批批普通的新疆棉农又试验起智能化田管模式，与研
究机构共同申请科研项目，帮助当地中职院校组建智慧
农机专业，一张新的蓝图正在他们手中绘就。韩波说：

“种棉花的都已是职业农民，农业更多的是管理，而不是
苦力。”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乌鲁木齐 5月 21日电）

盗伐、林草局把关不严致天然林被毁

“滋滋滋……”督察人员在临沧市临翔
区蚂蚁堆乡暗访时，听到了伐木的声响。

“随着声音看到的是一株大树拦腰倒地。”
督察人员描述。

该点位在河流沿岸，督察组开始沿着
河岸摸排。“原本以为面积不大，只有三四
公顷，但摸了一圈以后发现，还是很触目惊
心的。”督察人员说，经摸排仅蚂蚁堆乡就
有 5 处天然林被盗伐，共 215 亩，其中 160

亩为 2024 年盗伐。督察人员还发现有违
规烧山现象，森林生态遭破坏。

从拍摄画面看，被采伐过的山只剩下
土 坡 和 树 桩 。 从 远 处 看 ，土 坡 光 秃 秃 一
片，还未有新的植被萌生，与旁边郁郁葱
葱的天然林之间界线清晰，明显是近期被
采伐的。

随着调查深入，督察组发现一处人工
林仅 5.7 亩，而采伐许可证上却有 126 亩，
实际采伐面积有 159 亩。经调查发现，临
沧新景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伐区调
查表，将天然林按照人工林申报。

督察人员调阅资料时发现了临翔区林
草局通过采伐许可的会议纪要，当时并没
有对树林是天然林还是人工林进行讨论，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发放采伐许可。

2023 年 2 月，云南省开展天然林调查
核实。临翔区林草局又申请将上述地块违
规调出天然林范围，试图掩盖违规审批采
伐许可事实。省市两级林业和草原行政主
管部门把关不严，予以同意。

公益林管理存在漏洞

除了有关部门把关不严发放采伐许
可、调出天然林，云南部分州市还存在公益
林管理漏洞。

—— 未 划 定 公 益 林 范 围 。 森 林 法 规
定，重要江河干流及支流两岸的林地和林
地上的森林，应当划为公益林。根据《国家
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和《云南省公益林
管理办法》，临沧市黑惠江沿岸林地应划为
国家级公益林，实际一直未划定，涉及林地
约 9000亩；南汀河周边林地应划为省级公
益林，也未划定，涉及林地 9万余亩。

——违规调出国有公益林。《国家级
公益林管理办法》规定，国有国家级公益
林原则上不得调出。2022 年 4 月，西双版
纳州景洪市将 349 亩国有国家级公益林
调出。《云南省公益林管理办法》规定，国
有省级公益林原则上不得调出。 2023 年
9 月，景洪市将 1.65 万亩国有省级公益林
调出。

大面积经济林采伐更新违规

森林法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
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有关规定完成更
新造林。

督察发现，景洪市橄榄坝农场以采伐
更新的名义，对 4526 亩橡胶林进行采伐
后，未按照地方林业部门批复的《更新采
伐调查作业设计》标准补种橡胶，而是大
量种植波罗蜜等经济作物。景洪市嘎栋
街道 1384 亩橡胶林采伐后有 872 亩违规
改 种 香 蕉 。 根 据 当 地 提 供 的 统 计 数 据 ，
2020 年 以 来 ，西 双 版 纳 州 橡 胶 林 等 林 木
被采伐后，未按标准补种橡胶的地块高达
3.45 万亩。

森 林 具 有 涵 养 水 源 、保 持 水 土 的 功
能。水土保持法规定，禁止在 25 度以上陡
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2023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
披露，景洪市农垦集团所属国营景洪农场
二分场、四分场和嘎洒街道沙药社区二组
等 地 2019 年 至 2023 年 以 采 伐 更 新 的 名
义，大面积砍伐山地橡胶林等林木后，未按
采伐作业设计要求种植橡胶林，而是违规
大量种植香蕉、菠萝，且大部分处于坡度大
于 25 度的山地上，有的甚至超过 60 度，水
土流失和生态破坏严重。

根据西双版纳州制定的整改方案，应严格按照采伐
作业设计和造林技术规程的标准恢复植被。但此次督察
发现，景洪农场采伐的 8150 亩橡胶林中，仍有 6362 亩未
恢复为橡胶林。

记者随督察组来到景洪市嘎洒街道沙药社区二组，
现场仍有残存香蕉树，目前还未更新种植，山坡上仍无森
林覆盖。

云南部分州市存在林地严重破坏问题，有关部门甚
至在审批、调整、变更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要求。督察组
成员表示，天然林、公益林保护任重道远，当地仍需增强
保护意识，加强监管，对不同类别林地实施更精细化的管
理，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昆明 5月 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