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野樱花生态名片刻不容缓

“樱花祖先”葛仙山上繁衍千年

16日，赤壁市官塘驿镇葛仙山村“樱
花园”里人潮涌动，前来观赏野樱花的游
客排成了长龙。车道旁有位老人正高举
双手指挥交通。

这位老人叫刘周民，今年76岁。他
家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葛仙山村。当日，
他介绍，村里的野樱花由来已久，自从赤
壁市大力发展旅游业后，葛仙山每年都
会迎来一大批游客。“今年野樱花的花期
比往年提前了两周，游人自己闻着香就
来了。”他曾见过日本人、美国人来此观
赏野樱花。

据介绍，盛花期里，这里花如潮，人

如海。野樱花呈白、粉、红三色，白似寒
冬飞雪，粉像美人红腮，而红则灿若红
霞。漫山的野樱花，将葛仙山的春天衬
托得宛若仙境。

老人家说，葛仙山的野樱花可以说
是世界樱花的祖先。这里有不少千年的
古樱树，有时一夜就能将一座山变成花
的海洋。

游人多了，就需要更好地发展和维
护。村委会便将各家各户留守在家的人
组织起来，有的人将自家改成了农家乐，
有的人拿着相机上山拍些宣传照片，有的
人拿着锄头上山松土、除草、捡垃圾。

刘周民主动承担起了村口的“接待”
工作。老人说：“村民们都把山上的野樱
花当成了自家未嫁姑娘。”

今年61岁的朱鹏飞是市林业局已
退休的林业工程师。退休前，他主要负
责树木的品种鉴定工作。

2016年春，朱鹏飞接到通知，让他负
责带队进山，对我市现存的野樱花调查取
样，进行初步分类。他二话没说，便跟着
队伍往大山前进。1个月的时间里，他先
后来到了通山大幕山、赤壁葛仙山等地。

朱鹏飞介绍，我市野樱花并不是一
个植物界学名，而是蔷薇科李属有关植
物品种的泛称，因为这些品种与樱花亲缘
关系相近，且花形花色与樱花相似，故被
广大群众统称为野樱花。我市的野生樱

花品种共有单齿樱桃（华中樱）、樱桃、短
尾叶樱、光叶樱、打箭樱桃、尾叶樱等6个
野生种类。全市约有187万株野生樱花。

“有的农户在野樱花林地取沙采石
挖矿，造成林地破坏、野樱花资源损失。”
亲眼见证了我市野樱花的现状，朱鹏飞
心里满满的担忧。

“野樱花现在越来越热，当地政府应
加大野樱花管护、抚育力度。”他期盼，地
方政府能加大野樱花的招商引资力度，
在开展野樱花资源就地保护的同时，加
强野樱花种苗繁殖、栽培技术的研究，进
一步开发野樱花背后的药用、医用价值，

保护好我市这一林业资源。

观赏完野樱花后，在大山深处吃一
顿农家饭，成为赏花人最惬意的享受。
三月以来，崇阳“樱花谷”游人如织，这可
忙坏了农家乐经营主饶月。

“平时，就是做乡里乡亲的生意，这
几天，看樱花的人多了，很忙啊，上午十
桌，下午十桌，这些都还只是旅行团提前
预定的，临时还接一些自驾游的散客。”
饶月乐呵地说。

今年30多岁的饶月是崇阳县路口
镇金沙村人。2015年开始，村庄附近的

“樱花谷”陆续有游客到访。饶月便利用
自家现有的宅基地开起了农家乐。“又能

赚钱，又能帮助家乡发展旅游业，一举两
得。”饶月说。

每年春天，野樱花都会给附近村民带
来一笔可观的旅游收益。可繁忙背后，饶
月却有着自己的烦恼。

饶月告诉记者，有些村民认为山上的
野樱花不值钱，将野樱花当作杂木进行砍
伐、销售；有些村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偷偷挖砍野樱花树贩卖。由于大量的采
挖，导致原生野樱花数量逐渐下降。

另外，饶月觉得野樱花礼品和商品
太缺乏。一次，一位广东游客问他，这里
有没有本地樱花礼品和商品卖。饶月无

奈地摇头。

咸安横沟桥镇

部署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熊虎报道：清明节前后

是森林火灾高发期，15日，咸安区横沟桥镇召开今年森林
防火工作会，部署镇域内的相关森林防火事宜，镇域内的
林业站、水库管护人员等相关工作人员参会。

全镇对于做好今年森林防火、秸秆禁烧工作，要认清
形势，明确任务，增强危机感和责任感；要加强宣传，进一
步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强化措施，充分发挥护林员
和巡逻队的作用，严控野外火源，消除火灾隐患；严格奖
惩，严格落实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的机制，打好森林
防火、秸秆禁烧攻坚战。

针对防汛抗旱工作，要认真做好汛前检查，及时消除
隐患。各村组、水库管护人员将对辖区内的河流、水库、
高帮塘等进行一次拉网式的全面检查，对查出的问题认
真研究，落实解决，重大问题及时上报；按照镇政府的要
求，切实做好防汛物资的补充、储备和管理工作；做好应
急预案，严格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一旦发生险情，利用
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山县南林镇石垅村是2011年至2013年省纪委监察厅新农村建设和脱贫奔小康驻
点村，通过近几年帮扶发展，石垅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致富产业不断夯实，逐步迈入小
康。目前，该村先后被全省授予环境保护政府奖、省级卫生村、省级生态村等荣誉称号。

图为记者20日在石垅村拍摄的美丽画面。
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刘锋 摄

风景如画
石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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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樱花呼唤野樱花呼唤春天春天
——我市野樱花群亟待加强保护

文/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付强 杨军 图/记者 袁灿

阳春三月，春风
送暖，我市各地的野
樱花齐齐怒放，赏樱
点内游人如织，盛况
空前。

近年来，我市发
展大旅游，全市各地
也对现存的野樱花
资源采取了一定的
保护措施，野樱花资
源得以有效保护。

我市野樱花保
护得怎样？还存在
哪些问题？市民又
有何期盼？近日，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采访。

嘉鱼大牛山村

启动“红土地、绿家园”工程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任松清报道：14日，在嘉鱼

县官桥镇大牛山村的沟渠路边，数台机械铲挖土坑，数十
位村民手持锹锄扶苗填土……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这是该村响应镇政府“绿化村庄、美化家园”号召，推
出的“红土地、绿家园”工程，以此大力开展沟渠路景观绿
化和村庄整洁建设。

“这两项工程建设是我村作为省级绿化示范村和村
庄整治项目争取布局规划的，预计投资70万元，采取人
工和机械并举办法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本月
中旬完成。”该村支书任松清说。

据了解，“红土地、绿家园”为主题的工程建设方案从
沟渠路边栽风景树、村庄整治建花坛、垃圾清运排污水等
方面入手，规划今春沟渠路绿化4公里，建花坛320平
方，垃圾池10多个，排污设施17处。

截止目前，该村已投入劳力300多个，机械10台，建
造花坛320平方，新建垃圾池10多个，清运垃圾200多
吨，绿化沟渠路风景树3000多棵，为营造红色旅游名村
增添4公里的亮丽风景线。

嘉鱼

严打非法采砂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邓丹报道：18日，嘉鱼县水务局、公

安局、地方海事、高铁岭镇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对该
县长江沿线非法采砂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行动当天，有群众举报称，一艘非法采砂船正在高铁
岭镇陆水河流域进行作业，并同时有两艘运砂船在运
砂。经执法部门的巡查确认，该县水务部门迅速组织，强
制扣押并对扣押的非法采砂船只进行强制捣毁，拆除采
砂机具。

近年来，该县各级各部门强化责任落实，坚决与非法
采砂行为作斗争，有效遏制非法采砂势头。坚持在非法
采砂易发、多发区域组织开展多轮打击行动，保持高压态
势，严厉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确保河道堤防安全，保
护水域生态环境。

下一步，该县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采取日常管理和
集中整治相结合，定期巡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强行取缔
和追究法律责任相结合的方式强化航道采砂管理，对非
法采砂行为，抓获一起，严处一起，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打
击非法采砂活动。

崇阳肖岭乡

新建茶叶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陈君益报道：日前，在肖岭乡肖岭村

香曲岭地段，该乡招商引资引进的茶叶基地项目正加紧
建设，10余台大型机械忙着平整土地。

该项目由新三汇食品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建设，
规划总面积5000亩，建设期限至2017年底。主要是以
机械化作业为主，开展茶叶深加工，发展观光茶园。

至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一期和二期共2000余亩茶叶
基地的建设，今年就可以产生效益，已给周边村民发放劳
务资金60多万元。

据了解，该乡正在进行第三期茶叶基地建设，将在两
年之内长成一片绿色的茶园，给当地群众提供更多就业
机会。

相关链接：据调查，目前，保护
得最好的是通山、崇阳、赤壁等地
的野樱花群。通山将野樱花群列
入大幕山国有林场的保护范围内，
有专职管护员；崇阳将区域内的野
樱花划入生态公益林内，并建有 6
个保护基地；赤壁开发旅游业，周
边村民保护意识逐渐在加强。

相关链接：根据市林业局普
查，我市野樱花资源长期处于无
序利用和自发的民间保护阶段，
保护管理仅停留在简单的看护水
平上，缺乏切实有效的保护管理
机制；市林业部门计划申报建立
野樱花自然保护区，具体规划至
今仍未落实；我市野樱花资源开
发不够，没有配套的旅游产品，村
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








 

相关链接：我市野樱花集中连
片分布的总面积约9.21万亩。这些
野樱花分布广，种类多，具有很高的
林业研究和参考价值。看着镜头里
的野樱花，无绿叶作伴，独自在光秃
秃的绿枝条上，默默吸收着阳光雨露
的营养供给，悄然开放，静默凋零。
众多樱花爱好者们期盼，我市的野
樱花能在地方政府的管护下，真正
成为咸宁又一张绿色生态名片。










 













通山厦铺镇

“绿色扶贫”蓬勃火热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吉明瑞报道：20日，绵雨初

歇。在通山厦铺镇藕塘村千亩油茶园，贫困户方杨先正
在补栽油茶苗。他欣喜道：“年后，我在油茶园做了10天
工，挣了1000多元。政府还免费提供500棵油茶苗，我
自家也种了5亩油茶。”

如何把“绿满”行动和精准扶贫工作结合起来？镇党
委书记李钟一说：“发动贫困群众积极参与是关键，同时
用好政策帮扶这支‘催化剂’。”今年，该镇统筹各项扶贫
资金，帮助贫困群众发展油茶、杉树、马尾松、红桃、杨梅、
猕猴桃等经济苗木40余万株。

近年来，该镇发动群众5000余人，争取社会资金
400余万元，引进1000亩以上种植大户5户，实行“公
司+大户+贫困群众”的“绿满+精准扶贫”专项行动。此
举带动500余户贫困户挂靠30多个林地种植脱贫基地，
通过做工或土地出租、入股分红等形式，每户年增加收入
约4000元。

原生野樱花数量正在逐年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