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經過20年的努力奮鬥，把福建建
設成為生態效益型經濟發達、城鄉人居環境優美舒
適、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生態環境全面優化、人與自然和諧相
處的經濟繁榮、山川秀美、生態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省份。」

──2002年7月3日，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召開的全省環保大會上，習近平作了《全
面推進生態省建設，爭創協調發展新優勢》的講話。

八閩生態建設結碩果 綠意處處民有福

2024年

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福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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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踐行地，是全國首個國家生
態文明試驗區，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重要理念深入人心。福

州鼓嶺成避暑勝地、廈門篔簹湖污染治理、莆田木蘭溪防洪治理、把平潭
建成 「福建的夏威夷」 ……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兵

分兩路，走訪福州、平潭、莆田、廈門，透過深入了解一系列點
「綠」 成金的創新制度和模式，探尋福建綠色發展密碼，看到
綠意盎然、宜居宜業的福建，也看到了福建生態文明這張

「名片」 越發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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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山、多水、多綠的美麗
福建，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
重要孕育地和踐行地。早在
2000年，他前瞻性率先提出了
建設生態省戰略構想。他說：
「任何形式的開發利用都要在保
護生態的前提下進行，使八閩大
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經濟社會在
資源的永續利用中良性發展。」

隨後，福建生態省建設領
導小組成立，習近平擔任領導小
組組長。他親自擘畫、親自部
署、親自推動福建率先在全國探
索生態省建設。

2012年3月，習近平在京看
望全國兩會福建代表團時，殷切
囑咐： 「生態資源是福建最寶貴
的資源，生態優勢是福建最具競
爭力的優勢，生態文明建設應當
是福建最花力氣的建設。」

2014年，習近平在福建考
察時提出，要讓福建天更藍、山
更綠、水更清、環境更美。

2021年3月24日，習近平
在福州考察調研。在福州工作期
間習近平領導實施了福州市
「3820」 工程，勾畫跨世紀福
州現代化建設宏偉藍圖。在福山
郊野公園，習近平乘坐電瓶車實
地了解郊野福道風貌，他登上觀
景平台，遠眺福州新貌，聽取城
市生態公園規劃建設、城市水系
綜合治理情況匯報。市民們看到
總書記來了，爭相圍攏過來。

習近平指出，建設好管理
好一座城市，要把菜籃子、人居
環境、城市空間等工作放到重要
位置切實抓好。福州是有福之
州，生態條件得天獨厚，希望繼
續把這座海濱城市、山水城市建
設得更加美好，更好造福人民群
眾。

諄諄叮囑，殷殷期盼，在
閩山閩水之間回響，匯聚出澎湃
的 「綠色合力」 。
資料來源：新華社、福建日報

閩山閩水 孕育生態文明思想

▲多年來，福建莆田用城市 「留白」 換來生態紅利，在城區內保留了一片65平方公里的 「生態綠心」 。圖為城市 「生態綠
心」 內部，莆田的母親河木蘭溪緩緩流過。 新華社



7月的福州，陽光明
媚，綠意盎然。 「2024范長

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來到福州，在鼓
嶺山野間，感受到了一種與城市截然不同的寧靜
與和諧。鼓嶺位於福州市東郊的雙鼓橫斷山脈，
距福州市中心約12公里，平均海拔為750米至800
米，最高海拔998米，是福州的第一道屏障。這
裏，是福州的綠肺，更是生態與人文相融合的
典範。

2023年6月28日，習近平主席向 「鼓嶺緣」
中美民間友好論壇致賀信，信中提及 「讓中美人
民友誼像鼓嶺上的千年柳杉一樣，茁壯成長，生
生不息。」

作為國家級旅遊度假區和國家生態旅遊示範
區，鼓嶺的工作人員自豪地介紹： 「柳杉在鼓嶺
種植歷史十分悠久，千年 『柳杉王』 是鼓嶺一
絕，顯示了當地水土條件極其適合柳杉生長。」
近年來，鼓嶺不斷推進林相改造與退耕還林，在
保護古樹名木的同時移植新的樹木，使得這片土

地更加生機盎然。
鼓嶺不僅是百年前洋人避暑勝地，更是中西

文化交流的見證。
1992年，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親自推

動美國友人實現訪問鼓嶺的願望，造就了持續幾
十年中美民間交往交流佳話的 「鼓嶺情緣」 。這
裏留下了300多幢風格各異的別墅，為此，鼓嶺的
生態治理不僅僅是保護自然，更是對傳統文化的
尊重和傳承。 「古建築得到了精心的保護和修
復，與周圍的自然環境相得益彰。每當陽光灑
下，古時的磚石仍熠熠發光，行於此間能夠感受
到古今之交融。」 有港生感嘆道。

經過片區提升整治，鼓嶺已打造出鼓嶺老
街、柱里露營地、嘉湖閱城走廊、白雲洞景區等
多個遊覽空間，提供了 「花式」 避暑選項。

鼓嶺的自然生態與歷史生態建設相輔相成、
相得益彰，彰顯了福建地區對於和諧共生理念的
深刻理解與實踐。

大公報實習記者溫家貝

潔白沙灘、蔚藍海
水、蜿蜒的海岸線……近

日，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學
子踏上了福建平潭這片美麗的土地。綠灘淨
水，海風輕拂，帶着淡淡的鹹味和海藻的清
香，藍天、碧海、綠島、金沙、白浪構成了平
潭生態旅遊的主色調，令人印象深刻。

1990年6月，習近平到福州平潭縣調研，
看到島上生態環境不盡如人意，綠化樹種單
調，就指示要多樹種綠化改善生態環境。他還
親自動手在縣林業局院內栽種一株榕樹。如今
那棵榕樹已經長成參天大樹，樹姿雄偉挺拔，
枝繁葉茂，庇蔭一方清涼天地。在習近平引領
下，平潭島上現在到處鬱鬱葱葱，生態環境顯
著優化。

記者了解到，平潭綜合實驗區一直積極推
進海洋生態環境建設，不斷優化海洋生態環
境，致力於建設一個 「生態美、生活美、生產
美」 的和美海島。這裏的近岸海域優良水質面

積比例高達94.6%，位居全福建省首位。
在平潭走訪過程中，學子們常常看到巨大

的白色 「風車」 林立於蔚藍的海面之上，巨大
的葉片隨風起舞，產生源源不斷的清潔電能。
據了解，平潭是全國最早成立風力實驗機構的
地區之一。目前，平潭共建成長江澳風電場、
青峰陸上風電場等7處海陸風電場，總裝機容量
達67.83萬千瓦，年發電量27.7億千瓦時，實現
了全島的綠電供應。

在平潭的每一處，記者都能感受到生態治
理的成效。 「平潭藍」 這張生態金名片的形
成，離不開其在生態治理方面的不懈努力。平
潭通過科學規劃、嚴格管理，實現了經濟發展
和生態保護的良性循環。

站在平潭的海邊，記者深感綠色已成為福
建發展的新引擎。這種 「因綠而美，向綠而
強」 的發展理念，不僅讓平潭變得更加美
麗，也為福建乃至全國的綠色發展提供了寶貴
經驗。 大公報實習記者吳致遠

平潭：碧海藍天 風情島嶼
逐綠前行

篔簹湖白鷺翩躚起
舞、廈門大學綠樹紅瓦交

相輝映、城市海天渾然一色……在廈門，總能
與美景不期而遇。隨着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
行」 的實地探訪，記者切身感受習近平生態文
明思想 「廈門實踐」 給廈門帶來的生態財富、
綠色福祉。

廈門是福建省東南沿海的一座美麗城市，
整座城市都充斥着生機勃勃的 「綠色」 。走在
路上，兩側綠樹成蔭、花香四溢。除了 「密密
麻麻」 的綠化帶，更有 「兩步一園」 的休閒
區，城市公園密布，為市民提供了休閒遊玩的
好去處。不僅市區，校園亦是如此。走進廈大
校門，人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那些遮天蔽日的
大樹，在炎熱的夏日為同學們帶來絲絲涼意。
廈門大學內的魯迅先生像和陳嘉庚先生像都佇
立在這片 「綠色」 之下，頗有一番意境。

廈門也是一座歷史底蘊深厚的城市。古時
的廈門就有 「鷺島」 之稱，是白鷺的棲息之
地，如今的廈門也依舊是白鷺繁衍的聖地。篔
簹湖公園空氣清新，明亮的綠色映入眼簾，沿
着石階向園內走去，便能看到幾隻白鷺在湖面
上劃過。向遠處望去，湖周是一片紅樹林，據

了解，隨着濕地的建設和湖水生態改善，這裏
也成為了除白鷺之外其他鳥類的棲息場所。如
今，越來越多市民和遊客來到篔簹湖休閒觀
光，感受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之美。

「一城山水一城詩，廈門奏響起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的生態樂章，讓民眾的生活 『住進』
自然生態裏。」 走訪過程中，香港傳媒學子們
不時拿起相機，記錄自己對廈門生態文明實踐
的理解。看着碧波如鏡、白鷺翩躚的篔簹湖，
有同學不由得心生感慨。 「廈門的每一分綠色
都來之不易，每一個生態保護成果都蘊含着許
多人的努力。」 大公報實習記者馮一笑

踐行生態文明思想 鷺島成綠島
學子觀察

▲學子們來到廈門篔簹湖，了解廈門的生態蝶
變。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親自擘畫推動治理 惡河變美溪

福州：大美鼓嶺 人城相融
文脈悠長

▲學子們在平潭的海灘前合影留念。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學子們走進福州鼓嶺，在柳杉王公園內的千年柳杉王前合
影留念。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福建莆田的千年水利工程木蘭陂至今仍發揮着
其水利效用。 大公報記者蔣煌基攝

港生探尋福建綠色發展密碼 見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引領力

炎炎夏日， 「2024范長
江行動福建行」 的香港傳媒

學子走進位於莆田的木蘭陂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公
園，初見木蘭溪，便被其清澈見底的水質和鬱鬱
葱葱的植被所征服。溪水潺潺，彷彿在訴說着千
年的故事，而岸邊的綠樹成蔭，與遠處青翠的山
巒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動人的生態畫卷。

木蘭溪的美麗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當地政府
和人民多年不懈努力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閩
工作期間，先後10次關心、調研木蘭溪治理，擘
畫和推動了木蘭溪綜合治理。面對曾經的水患頻
發、生態退化，莆田人沒有退縮，實施了一系列
科學有效的治理措施。從防洪堤壩的加固到河岸
生態帶的建設，從污染源頭的嚴格管控到水資源
的循環利用，每一項舉措都凝聚着當地民眾對綠
水青山的深情厚誼，以及對可持續發展的堅定追
求。而今，歷經二十餘載接力治水，木蘭溪已從
水患之河變成了造福人民的生命之河、安全之
河、生態之河、發展之河。

木蘭溪流域的生態治理不僅改善了自然環
境，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綠色轉型。依託良好的
生態環境，莆田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鄉村旅遊等
綠色產業，讓 「綠色」 成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的新引擎。
走訪中，學子們見證了木蘭溪下游雙福村的蛻

變。村民依託生態資源，發展旅遊，家門口吃上
「生態飯」 ，過上了因綠而富、因綠而美的日子。

「木蘭溪畔的這段旅程，讓我們深刻感受到
生態發展為民眾開啟了新的致富之路，也讓遊客
們得以近距離感受自然，體驗鄉村旅遊的獨特韻
味。這便是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生動實
踐。」 有港生表示，將用手中的筆和鏡頭，記錄
下木蘭溪的美麗蛻變和莆田人民在生態治理方面
的寶貴經驗，向外界傳遞 「向綠而強」 的福建聲
音，讓更多人了解並參與到生態文明建設中來。

大公報實習記者薛卓穎

學子手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