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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天，行船翠屏湖上。目之所及，文笔峰、五
华峰、羊角峰三峰鼎立，湖中岛屿星罗棋布，林木
植被错落缤纷，颇有“山色空蒙雨亦奇”之感。

翠屏湖属闽江水系，古田溪支流，发源于屏南
县鹫峰山脉，由北向南注入闽江。翠屏湖南北长约
20 公里，东西宽约 12 公里，总面积 37.1 平方公里，
最大蓄水量 6.4 亿立方米，最高水位 382 米，是我
省最大的淡水湖。

翠 屏 湖 是 为 建 设 国 家“ 一 五 ”计 划 重 点 工
程——古田溪梯级水电站，筑坝拦水淹没千年古
城而形成。彼时，有 4 万多名古田人民需要迁离故
土。满湖风光背后，凝聚着移民们的自强不息。

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移民们惊喜地发现，美
丽河湖为发展食用菌产业创造了不可多得的自然
条件，于是便以敢为人先的精神闯出一条创业致
富的康庄大道。

近年来，古田在加强翠屏湖保护治理和生态
修复的同时，大力推动环翠屏湖乡村振兴示范带
建设，翠屏湖景区成功创建五钻级智慧景区和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成为发展全域旅游的主阵地。
今年开年之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我省第一批美
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翠屏湖入围其中。

一汪清湖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动人故事？近
日，记者走进古田，探寻翠屏湖的前世今生。

核 心 提 示

初至古田，记者前往翠屏湖采访时，司机师
傅当即拉开话匣子：“春节期间来湖边观景的游
客可多了，环湖公路上那叫一个车水马龙。”据
统计，今年的春节假期，古田文旅市场持续升
温，全县共接待游客 29.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2%；实现旅游总收入 17336.2 万元，同比增长
84.9%，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游客是冲着湖畔的旖
旎风光而来。

古田人民对于翠屏湖怀有特殊情愫，在这湖
底藏着一座千年古邑，那是祖辈辛勤耕耘过的地
方。翠屏湖之于古田的意义同样深远：它既是古
田的“母亲湖”，也是福建省东北部重要的生态屏
障，在保障古田生态、水资源、防洪等安全和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

古田发展的空间所在、潜力所在、希望所在。
翠屏湖的区位优势与生态环境资源禀赋，造

就了其环湖区域巨大的发展潜力。正因如此，这
片湖不仅承载着景观游览的功能，更化作宣传推
介的窗口，使古田的人文历史、环湖各乡镇的精
品资源等得以绽放，形成地方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有机转变。

事实上，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非对立关系，
关键要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坚持生态优先的准
则，古田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保护优先、绿色
发展；统筹推进、一体治理；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在这四条基本原则的
指引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翠屏湖的将来将如明
眸般璀璨。

坚持生态优先
□本报记者 尤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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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家国情怀

世间本无翠屏湖，是一份可歌可泣的家国
情怀铸就了这片壮美湖泊。

当时针拨转至 20 世纪 50 年代，百废俱兴
的新中国亟需发展水电事业，以夯实国民经济
发展的基石。由于古田溪水量稳定充沛，且河
床陡峭、河流落差大，具备开发水电的优越条
件，国家“一五”计划将古田溪梯级水电站列为
全国第 101个重点建设工程。

依据规划，古田溪一级电站选址龟濑峡
谷，其正常蓄水位为 382米，意味着在此高度以
下的地区将悉数淹没。这涉及整个古田旧城及
周边乡镇超过 37 平方公里土地，以及 8019 户
43154名民众。

古田建县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 年），距
移民搬迁时已有 1200 余年历史。旧城分为六
保，有七街二十巷，街道水渠布局有序，多数民
居呈明清江南风格，其间匾额楹联星罗棋布，
彰显浓厚文化底蕴。舍弃谈何容易？但在国家
号召面前，古田人民主动奉献出祖辈开辟的绵
延沃土，为我省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1957 年，随着水库坝址敲定，搬迁工作随
即展开。彼时的搬迁主要采取异地安置、投亲
靠友与就地后靠三种形式：群众或迁移至建
阳、建瓯等外县外区安置地，或投靠至县内非
淹没区亲友处，或搬迁至原辖区内回水高程以
上地区。

在抢抓进度的热潮下，原定三年完成的搬
迁工作仅用一年便尘埃落定。现年 71岁的吉巷
乡坂中村村民高益锦曾亲历那场搬迁。当年，
父母拖着一家 9 口人，手扛肩挑拆迁房屋的旧
料，后靠迁移至原坂中北部的荒山上，同行的
还有百余位邻里街坊。

原先的坂中位于城郊，地理位置优越，在
古田建县前已有百姓居住，亦修建了道路联通
外界。如今，适逢翠屏湖枯水期，站在山头极目
远眺，仍可望见连片肥沃良田。高益锦回忆说，
当年父辈耕作时几乎不用施肥，便可收获高
产。而搬迁后，房屋建在山腰，交通、饮水等极
为不便，最大的困难是条件最好的耕地尽数淹
没，陷入缺地少粮的境遇。

“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吃水，当时移民
的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但大家听闻移民是
为了支持国家建设，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而是
毅然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坂中村党支部书
记高益清说。

1959 年 6 月 8 日 20 时整，古田溪梯级水电
站拦河坝关闸断流蓄水，伴随着千年古城的沉
没，翠屏湖就此形成。

而今回头望，古田溪梯级水电站的建设是
我国水电事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建
成了当时国内最长的引水隧洞、全国第一座地
下发电厂房与混合式拦河大坝。更为可贵的
是，它培养输送了数以千计的工程技术人员、
生产骨干和管理人才，被誉为“新中国水电人
才的摇篮”。2021 年，它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列入

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哺育富民之基

良田骤减，去往荒山，古田人民并未自怨
自艾，而是自力更生、奋力拼搏。当雨季来临，
摆放在露天处的柴火堆上竟然生出斑驳银花。
见多识广者一眼识出，这就是当时弥足珍贵的
银耳。

“水库对于局地气候的调节作用体现得
相当显著。翠屏湖畔水汽丰富、日照充足，有
利于食用菌生长。时至今日，古田食用菌的核
心产区依然集中在大桥、吉巷等环湖乡镇。”
高益清说。

坐拥食用菌天然种源，古田人民找到了创
业干事的新路子。在毗邻坂中的大桥镇沂洋
村，建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建洪向记
者讲述了古田菌菇种植技术的发展历程。

几乎在古田溪梯级水电站筹建同期，名
为段木栽培的银耳人工种植技术问世，这需
要菇农们在截段原木上打穴接种栽培。该项
技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传入古田，很快就有
先行者勇于尝试，叶建洪的爷爷叶玉春正是
其中之一。

难以灭菌、产量低下、浪费林木资源……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肯钻研、爱摸索的古田
菇农逐渐发现段木栽培的缺陷，转而寻求效率
更高的生产方式。往罐头瓶里放置麦皮、木屑
等菌菇成长需要的养料，而后瓶中种耳、瓶外
开花——20 世纪 70 年代，银耳瓶栽技术试验
成功，博得众人青睐。

“爷爷闲暇时总是四处搜罗瓶瓶罐罐。有的
瓶子口径太小，还得用烧红的铁丝将瓶身切割
开来，用以放置培养基。而灭菌的过程就像在自
家灶台上蒸煮馒头。”叶建洪说，彼时的培育过
程谈不上专业，更多的是体现古田人对于菌菇
的珍视，有的甚至将婚房腾出来用作菌菇栽培。

热爱带动革新。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
古田人民进一步放开束缚，先是以袋栽技术取
代瓶栽，而后又采用棉籽壳试种银耳取得成
功，极大提升了银耳的质量与产量。

在今天，移民房旧址中还摆放着当年留存
下的简易菇架。很长一段时间内，银耳栽培都
是在群众家中进行。待到叶建洪的父亲叶下洋
投身这项事业时，他深感简陋的生产条件极大
制约了银耳生长，因而率先建起银耳专用栽培
房，成为村中的银耳种植大户。

从小耳濡目染，叶建洪不仅接过了家族事
业传承的大旗，还凭着祖辈流传的敢拼敢闯精
神走上新台阶。

2013 年，他牵头创办建宏公司；2015 年，引
进带有智能控温控湿调节系统的银耳标准栽培
房，从此银耳种植不再看天吃饭，可以实现一年
四季全天候生产；2017年，建宏公司在古田率先
将物联网技术与银耳种植相结合，客户不必亲
临现场，便可实现对银耳产品的溯源；而后，公
司在省农科院的助力之下，突破了生鲜银耳的
包装、贮存与冷链运输瓶颈，成了古田首家试水
生鲜银耳市场的厂商，并取得不俗反响。

如今，建宏公司在食用菌种植、精深加工、
采购、销售等全产业链均有布局，正以“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直接带动本地 80 余户农
户增收致富，其年销售额突破 3000万元。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古田真正实现了‘县
域工厂化’。从前端的菌种研发培育、原辅料供
应、菌包制作，到中端的烘干初加工、精深加
工、仓储、冷链物流，再到后端的线上线下渠道
销售，都形成一套运行成熟的体系，这也是企
业发展的强大底气所在。”叶建洪说。

叶家三代人矢志不渝的传承精神，正是古
田“以菌立县”的生动写照。翠屏湖赋予了菌菇
生长的优渥环境，而古田人民择一业、精一事、
终一生，化资源禀赋为致富道路。2023 年，古田
食用菌总产量达 92万吨（鲜品），全产业链总产
值达 255亿元。今年，古田还将以提升食用菌产
业核心竞争力为重点，促进食用菌全产业链提
质发展。

创新河湖治理模式

而今漫步环湖森林步道，湖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然而多年前，
翠屏湖并非此番图景。宁德市古田环境监测站
站长张建兴告诉记者，先前，由于畜禽养殖污
染、生活污水收集处置率相对较低、部分工业
企业超标排污等行为，翠屏湖水质评级一度下
降至Ⅳ类，曾经发生重度蓝藻水华。

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古田县以河湖长制
工作为抓手，通过城乡生活污水管网提升、水
质监测系统建设等措施，点题开展环湖流域污
染源专项整治，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据省河长办披露，自 2021 年以来，古田共
拆除畜禽养殖场 207 家，完成乡镇污水管网新
改建 29.926 公里、排水管网建设 48.859 公里，
提标改造污水处理设施 13 座，使用绿肥还田

6.03 万亩、配方肥施用 60.02 万亩、有机肥施用
38.05 万亩，实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574.54 公
顷，改造小水电站 86 座、退出 41 座。数据背后，
是古田牢固树立“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翠屏
湖”理念的真切努力。

此外，张建兴说，针对水生态监管力量较
为薄弱的难点，古田创新推行“生态警务+智
慧河湖+湖长+检察长+巡回法庭”工作模式：
设立古田县公安局翠屏湖派出所，探索全时
空智慧巡防新模式，即湖中快艇巡防、环湖巡
逻、无人机巡航、视频监控的立体防控网络；
创建“智慧湖泊”管理平台，使翠屏湖及入库
各流域沿线周边情况数据可视、结果可用；统
筹多部门协作，建立翠屏湖流域生态保护巡
回法庭，形成常态化信息互通、提前介入、依
法移送、监督配合等互动机制，让行政执法和
刑事司法无缝对接。

河湖治理成效如何？鸟类最有发言权。今
年 1 月，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先后两次
现身翠屏湖畔；入春后，翠屏湖源头瑞岩溪流
域片段亦发现鸳鸯在此嬉戏。二者对生存环境
要求苛刻，尤其是东方白鹳被看作湿地环境质
量优劣的标识，有湿地生态环境“指示物种”之
称。它们的出现，是翠屏湖生态环境改善的最
好例证。

串连起散落的“珍珠”

美丽河湖的创建，让“美丽经济”的发展来

得水到渠成。近年来，古田先后投入 29亿元，用
于建设环湖旅游公路、旅游码头及配套设施、
内湖景观漫道、翠屏湖金堤和湖水外排等基础
设施，先后创建宁德唯一的省级五钻级智慧景
区和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载体建设是基础，项目运营为王道。”古
田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兰晓铃说，2023
年，古田又加码 17.79 亿元用于 19 个环湖项目
开发，涉及生态保护、景观提升等维度。

登船出游，没有老式柴油机轮的轰鸣与
刺 鼻 气 味 ，电 动 游 船 的 体 验 感 更 上 层 楼 。由
于封闭性水域的风平浪静，翠屏湖景区打造
电动船舶示范应用场景拥有先发优势。2025
年前，当地要实现游船 100%电动化，还将规
划 电 动 钓 鱼 艇 、半 潜 电 动 船 、电 动 房 船 等 一
系 列 船 型 ；抬 头 望 去 尽 是 山 光 湖 色 、绿 树 成
荫 ，古 田 实 施 了“一 岛 一 景 ”花 化 彩 化 ，加 强
岛 屿 林 相 改 造 和 生 态 景 观 建 设 ；当 夜 幕 降
临 ，游 人 可 往 何 处 去 ？夜 游 项 目 及 灯 光 演 绎
随即上马……

“任何项目的引进都要通过生态红线有限
人为活动等论证，坚持保护为先、保护为要。”
兰晓铃介绍，如岛屿花化彩化项目就是同松材
线虫病的疫木防治相结合，以红枫、银杏取代
枯松，实现替代性修复；夜景灯光项目的设计
重在烘托“古城再现，梦回千年”的氛围，将竭
力避免光污染。

跳出景区看文旅，古田所要做的是利用
翠屏湖的生态优势和文化内涵，以及环湖各
村庄的产业优势与资源禀赋，将散落的珍珠
串 点 连 线 ，打 造 环 翠 屏 湖 生 态 观 光 休 闲 旅
游带。

具体而言，当地将以一村一韵、一村一品
的理念丰富环湖村庄旅游业态，突出新华环湖
民宿、利洋水果采摘、坂中移民文化和食用菌
产业等项目建设，打造沿湖线上一批主题鲜明
的乡村旅游特色小镇；融合临水文化、朱子文
化、圆瑛文化，加快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平台建
设，将翠屏湖打造为以文化为核心的综合型旅
游景区；培育发展露营节日、体育赛事、康养旅
居、观光农业、研学旅游等新兴业态，以吸引不
同需求的消费者。

今年 1月，《关于进一步加强翠屏湖保护与
开发的若干意见》已经古田县十八届人大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该文件以保护和改善翠屏湖生
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从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加
强生态环境整治、支持推动绿色发展、强化要
素保障力度等方面提出要求，力图合理、有序
推动翠屏湖的保护与开发。

立足古田实际做好文旅产业大文章，力争
今 年 接 待 游 客 总 人 数 和 旅 游 总 收 入 均 增 长
15%以上，翠屏湖的新征程正蓄势待发。

一汪清水背后的故事一汪清水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尤方明尤方明 通讯员通讯员 周丽斌周丽斌

渔民在翠屏湖开捕有机鱼。 余新星 摄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翠屏湖游船码头翠屏湖游船码头 吕利群吕利群 摄摄

航拍翠屏湖航拍翠屏湖。。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