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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曾一度在四川省青神县变得罕见。近年来，当地

推深做实林长制，科学指导保护繁育，不仅迎回了萤

火虫，还围绕萤火虫资源发展特色文旅产业，让生态旅游带动

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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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奔涌而过，山间竹林茂

密，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夏夜

清爽宜人。见天色暗了，白果乡

虎渡社区林长宋美园拿起手电

往山上走。“放心不下萤火虫，总

想着去看看。”他说。

萤火虫是环境指示生物。近

年来，青神县推深做实林长制，科

学指导保护繁育，不仅迎回了萤

火虫，还成为广受欢迎的赏萤地。

落实林长制
保护萤火虫栖息地

宋美园今年 56岁，是土生
土长的青神县人。他记得，童年

时，村子的夜晚是静谧的，林中

萤光是孩子们追逐的对象。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萤火虫变得很少见。”宋美园说。

后来他了解到，萤火虫如同一盏

盏“环境指示灯”，它们生活在河

流、稻田、森林等草木繁茂、较为

湿润的地区，对灯光干扰和农药

污染非常敏感。前些年，村子附

近树木减少、溪流浑浊，萤火虫

的罕见敲响的是生态警钟。

如今，担任村级林长多年的

宋美园见证了青神县为厚植生

态本底所做的努力。

“护绿”队伍壮大，青神县建

立县、乡、村三级林长和村级监

管员、护林员责任体系，全县设

立了县级林长 27名、乡镇（街
道）林长 68名、村级林长 67名。
“经过引导，乡亲们的生态

保护意识也提上来了，积极参加

义务植树栽竹活动，县里绿化质

量持续提升，森林覆盖率达

48.8%。”宋美园说，生态环境好
转后，萤火虫开始回归。

在良好生态环境的滋养下，

青神县萤火虫栖息地从 11处增
加到 52处，萤火虫数量达上亿
只。县域内发现萤火虫 12种，其
中，1种新发现的珍稀品种被命
名为“青神萤”。

“请大家调暗灯光，文明观

萤。”在赏萤季，虎渡社区护萤员

王建英常要忙活到后半夜。

为加强对萤火虫及其栖息地

的保护，青神县在三级林长责任

体系基础上建立“村级林长+监管
员+护林员+护萤员+监测员”的
网格化管理体系。“有的游客会用

手电或者闪光灯，这会影响萤火

虫繁殖。还有的会捕捉萤火虫，看

到这些行为，我们会及时制止。”

王建英说。虎渡社区有 20多名护
萤员，在春季萤火虫大规模活动

期间，为它们保驾护航。

夜里，萤火虫在山林间振翅

飞舞，萤光时而聚作一团，时而散

开漫天，这美景王建英百看不厌。

开展调研监测和生态科普
萤火虫保护迈向专业化

阵阵蝉鸣中，带上温湿度记

录仪，王建英朝着社区内的监测

点出发了，她还承担着萤火虫资

源的调研监测工作。

生态环境改善带来萤火虫

的回归，如何让它们长久留下、

健康繁衍，则需要科学指导。

2020年，青神县与来自湖北省的
专家团队共建“守望萤火”西南

萤火虫研究和保护中心，开展萤

火虫栖息地保护、基础调研监

测、基础生物学研究等。

青神县林业和园林局萤火虫

保护研究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璐

说，起初，她以为夜晚飞行发光的

都是同一种萤火虫，“华中农业大

学的专家来到中心指导研究工

作，我们才知道常见的三叶虫萤

只是萤火虫的一个品种。”中心工

作人员对青神县内萤火虫栖息地

逐一调查，先后发现了十几种萤

火虫，各自习性也被明确。

“栖息地周边限制农药使用，

夜间用荧光指示牌替代路灯照

明。”杨璐告诉记者，中心专家带

队到村里举办科普讲座，还编制

了萤火虫保护宣传册。“打理栖息

地竹林、修剪林下杂草等日常农

事活动容易改变原有的土壤和植

被情况，导致萤火虫栖息地受损。

乡亲们了解了相关知识，保护意

识也提升了，开展农事活动前常

常先联系林业部门，在专业人员

指导下操作。”杨璐说。

2023 年，集科学研究、自然
科普、科技互动等功能于一体的

萤火虫主题艺术馆正式开馆。

“馆内模拟了真实的萤火虫生存

环境，实现人工控制环境、调控

食物链，让公众一年四季都能欣

赏萤火虫的美丽光芒。”青神县

竹编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银月说。

艺术馆也是萤火虫的繁育

基地。中心专家团队入驻持续开

展萤火虫繁育工作。

擦亮文旅名片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细雨刚歇，汉云星野民宿小

院里氤氲着花木清香。听见手机

铃声响起，民宿经理杨城笑着

说：“准是又来新订单了。”

近年来，青神县萤火虫旅游

热兴起，家住青神县汉阳镇文新

村的杨城和家人将老屋改造成

民宿。“这儿临近萤火虫栖息地，

今年赏萤季一房难求。”客房接

待能力有限，她又在院内草坪上

设置了露营点。

被悉心守护的点点萤光，成

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希望，也

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抓手。

2020年前后，青神县遍布山
间的萤火虫吸引了徒步爱好者

的关注，不少精致的摄影作品在

社交媒体传播，慕名前来观萤的

人群不断壮大。“我们顺势打造

萤火虫旅游 IP，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动力。”青神县文化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晓云说。

青神县科学划定赏萤区，补

齐停车场、观光栈道等设施，夯

实旅游目的地基础；整合萤光夜

市、戏曲表演、汉服夜游等特色

游玩项目，打造萤火虫狂欢节，

游玩“菜单”不断丰富；加强宣

传，组织网络达人直播观萤，为

旅行社提供优惠政策，让萤火虫

成为当地一张鲜亮的文旅名片。

今年，青神县举办观萤季活

动，一个月时间内接待游客 25
万余人次，带动旅游消费超过

8000万元。
“在青神看到萤火虫，就像

回到了童年的梦乡，真的很惊

喜。”与游客们聊天，杨城总能听

到这样的感叹。由于观萤受到欢

迎，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多了，特

色民宿、文创产品雨后春笋般涌

现，杨城感叹：“萤火虫不仅唤醒

了我们童年的记忆，也给我们带

来了增收的门路。”

“怎样在游客数量大增的情

况下保护好萤火虫栖息地？”程

晓云说，当地划分好赏萤区和保

护区，以监测数据为依据，各区

实行轮休恢复制度，目前全县萤

火虫数量稳定上涨，“我们也在

完善网络预约系统，确保赏萤区

维持合理的游客承载量。”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保护萤火虫栖息地

守护点点萤光 营造童年梦乡

树影斑驳袁芳草茵茵遥 小
村巷道干净整洁 袁绿

化花化深浅相宜袁创意墙绘活灵
活现袁美丽庭院花香四溢噎噎走
进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七步镇

后洋村袁 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葱
茏尧生机盎然遥

乡村要发展袁 环境是底色遥
周宁县官方表示袁持续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晋级提升行动袁全域规
划尧因地制宜袁推动农村面貌焕
然一新遥

从野独角戏冶到野大合唱冶

在泗桥乡坂坑村平坦干净的

主路上，在村里当了八多年保洁

员的陈明清骑着电动三轮车，挨

家挨户回收分类好的湿垃圾。“以

前，村里鸡圈散乱、污水横流、臭

气熏天，垃圾大家是顺手一丢，被

风刮得到处都是。”陈明清说。

2017年，坂坑村实施治水改
厕、房屋外立面改造、主街道改造

提升、强电下地等项目，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2019年，该村试水“户
分类、村收集、湿垃圾生态处理、

干垃圾回收清运”的垃圾分类治

理模式，实现湿垃圾变废为宝。

坂坑村党支部书记宋玉春表

示，以街道、巷道为天然界限设立

网格，探索“主干连片、党员联户、

环卫网格化”管理模式，按月评

分，分发奖励，巩固治理成果，让

村民从“一旁看”转向“一起干”。

李墩镇际头村清淤扩道、拆

除违建、植树种草，实施雨污分

流建设；礼门乡常源村积极推进

河道整治、古村落保护提升等工

程……宜居乡村画卷在周宁大

地渐次铺开。

从野方寸地冶到野聚宝盆冶

“以前院子里都是些杂草，

现在我们摆上花花草草，不仅美

观，还有了额外的收入。”浦源镇

溪坪村村民刘陈根边打理盆栽

边说道。

在溪坪村，像刘陈根这样

依托庭院发展产业的人不在少

数。2023年以来，该村通过“庭
院+”发展模式，将多肉种植、多
肉销售、休闲餐饮等与“美丽庭

院”创建工作相融合，拓展庭院

经济增值增效空间，培育壮大

特色产业，让农村“方寸闲地”

增收又增绿。

溪坪村党支部书记郑怡馨

表示，今年他们还清理出 11 块
闲置土地，种植蒜苗、辣椒、玉米

等经济作物，让“庭院经济”朝更

多元化的方向升级。

庭院虽小，大有可为。近年

来，周宁县引导民众利用农村家

庭院落及周围闲散土地、空闲资

源发展庭院经济，实现“一户美”

带动“一片美”、“一片美”推动

“全村美”。

截至目前，周宁县共建成美

丽庭院 1420户，打造了浦源、后
洋等 16 个庭院经济精品示范
村，“花鲤小镇—溪坪—紫云”

“七彩后洋—八蒲—苏家山”等

四条示范长廊，带动全县文旅康

养、高山冷凉花卉等产业发展，

各类庭院业态年产值超过 1.2
亿元。

从野环境美冶到野产业兴冶

徜徉在泗桥乡溪口村，处处

乡韵悠悠、村风融融。来自福安

市的游客李玉淳说，这里空气

好，天气凉爽，景色优美，心情也

跟着畅快。

美一片景，兴一带业，富一

方人。溪口村合理规划自然景

观、增设休闲设施、升级民宿，吸

引游客如潮。“环境好了，每到节

假日，村里到处都是游客。”在家

门口当起老板的村民胡通花说。

走进七步镇苏家山村，有机茶

园布满青山，高空玻璃栈道、高空

蹦极、丛林穿越等体验项目惊险刺

激。过去，苏家山村交通不便、人口

外流；而今，现代化新农村美景、多

样的特色旅游项目、茶旅融合发展

模式让苏家山村远近闻名，短短几

年间接待游客量超过百万人次。

“高颜值”带来“高流量”。官

方数据统计，2023年，周宁县共
接待旅游人数 552.28万人次，同
比增长 47.1%；旅游收入达 38.06
亿元，同比增长 57.4%。

渊据中国新闻网冤

福建周宁院绿满乡村 向野美冶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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