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省科协的李盼被派驻到柘荣县黄
柏乡上黄柏村担任第一书记。“初到上黄柏村，
我便被它优美清新的环境吸引。我还了解到，
上黄柏村是历史名人游朴的故乡，文化底蕴深
厚。”看到村内丰富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的历史
底蕴，李盼暗暗下定决心，带领村民抓住生态
发展的机遇，走上增收道路。

工作开展之初，进展并不顺利。“大多数农
民还抱持着‘靠天吃饭’的想法，改良中药材品
种、提升种植技术、发展中药材产业链等工作
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李盼告诉记者，部
分村民不理解“中药材生态种植”等理念，认为

“休耕”会影响自家作物的收成与收益，因而不
支持生态建设工作。

为了改变这个局面，李盼多次调查研究、
走访交流，选择从给村民科普生态理念入手，
引导村民转换生态观念。同时，引进省农产业
科技专家，对村内 200余亩的天然生态林进行
实地考察、资源支持，改良了黄精、黄柏等中草
药的种植环境。李盼与团队还充分利用蝴蝶
山高海拔的地理资源和生态优势，引进屏南高
山花椰菜种植的科学管理技术指导，打造50余
亩高山花椰菜种植示范基地，为收成的花椰鲜
菜与加工的花菜干开拓销路，形成的产业链为
村民带来良好效益。

此外，李盼带领上黄柏村进行村内绿化净
化整治，改善农耕路、水渠等基础设施，并在村
内安装了80余盏高科技太阳能路灯，为发展文
化研学旅游和生态农业产业奠定了基础。李
盼还带领团队深入挖掘村庄游朴文化，融入乡
镇研学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在上黄柏村构建

“一馆一园一长廊”的省青少年科普研学基地，
促进了村庄生态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李盼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乡
村经济指明了发展与保护共存的新路径，通过
发展乡村旅游、生态休闲农业等产业，将生态
优势转化为经济增收，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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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他们 用心守护青山绿水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陈逸之 见习记者 林雅璇 周婉怡 实习生 何丹莹 林婧/文 受访者供图

今年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和阐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素有“山海画廊 人间福地”的美誉。不少生长、生活在福建的平凡人物，也是生态保护
的践行者，一同用心守护着这片“福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生态故事和他们所理解的“绿水青山”。

家门口的自然原来如此精彩，
如何引导更多人看到？家住福州西
湖边的林美花是一名自然导师，带
着一拨又一拨的小学生走进公园，
用五感联结自然，从视而不见到大
开眼界。她与自然结缘的故事，始
于37岁那年。

喜欢大自然的人，大都有一个
“自然名”，林美花也不例外，她的自
然名叫作“花彩”。这个名字，缘于
云南香格里拉之行。她在松赞林寺
看到了一只花彩雀莺，粉黄橙紫蓝
等各种色彩浓缩在仅有麻雀大小的
花彩雀莺身上，既是一种视觉惊艳，
更是心灵震撼。自那起，林美花就
用“花彩”称呼自己。

“保护自然，就得行走在自然
中。”多年来，林美花一直行走在自
然教育的道路上，带着孩子们与大
自然交朋友。他们观察过毛毛虫，
知道即使处于食物链底端，毛毛虫
也会成群结队地伪装成蛇，用以迷
惑捕食者；他们也遇到过被捕鸟网
困住的鸟儿，并合力解救，让鸟儿重
回蓝天……

2020年，林美花创立了“趣野笔
记”微信公众号，写下了一份份自然
观察日记。2023年，林美花与伙伴
发起了“自然导赏员公益培训”活
动，已经免费培训了 60名热爱自然
的小学生和大学生成为大自然的代
言人，在福州各大公园义务为市民
提供自然导赏服务。她希望，有越
来越多的自然热爱者可以把家门口
有趣的自然说给大家听。

日常工作中，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立婷
总会时不时地来到湿地，深入一线参与
保护巡护、动植物环境监测、公园设施
建设等。

参加工作以来，林立婷不仅全程参
与并有力推动了闽江河口湿地晋升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等重要工作，还发挥在榕定居三代的
台胞优势，在岗位中促进两岸生物保护
的融合发展。

林立婷介绍，在工作中让她印象最
深刻的，是在 2008年时，福建省观鸟会
和台湾野鸟协会拍摄到一只喙部受伤
的世界极危鸟类——中华凤头燕鸥，当
双方确认所观测到的中华凤头燕鸥为
同一个种群后便建立了联系。15 年
来，双方共同进行鸟类调查、做数据，包
括后期科研方面的交流。“到目前为止，
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数量从不足 50只增
长到目前 150只，这是两岸共同努力的
成果。”

如今，闽江河口湿地的鸟类数量达
到313种，其中水鸟的数量达到166种，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达到 80多种，极其
濒危的水鸟达到 5种。说到湿地的鸟
类状况，林立婷开心地说道：“相比
2011年，鸟类增加了47种，水鸟增加了
14种，极其濒危的鸟类增加了2种。”

十几年来，林立婷一直奔走在观
鸟、爱鸟、护鸟的路上，用行动影响着越
来越多的人守护着美丽的滨海湿地。
在林立婷的努力下，福建闽江河口湿地
与福州从事相关的社团组织开展联合
研学活动，在研学的过程中，孩子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观鸟、学习鸟类知识和了
解生态情况。通过开展研学，让保护环
境的理念得到传承。

一把剪刀、一支热熔枪，数不清的瓦楞
纸、碎纸片，造就了一间几平方米的“艺术殿
堂”。出生于1949年的柯文沣老先生，介绍起
他近几年的手工作品，仍神采奕奕：“这是庆
祝建党百年做的红船，这是三坊七巷的马鞍
墙……”

记者走进“柯文沣环保工作室”时，柯老
先生正在用废弃牙膏包装盒制作他的“飞
机”。“这个机翼做得不好，我要把它拆下来重
做。”他说，自己正在为一次公益环保展览做
准备。

2009年，柯老先生居住的晋安区果岭生
活小区成为福州市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他
便投身于“变废为宝”的事业当中。聊到尽兴
时，柯老先生像老顽童般开怀大笑，说自己只
是想让大家对“垃圾”感兴趣。早在 2009年，
他想出了利用红糖发酵厨余垃圾、沤肥种花
种菜的方法，带领居民在小区里开辟了五十
平方米的“菜园子”，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干湿
分离”观念的落地生根。

在柯老先生眼中，小区里随处堆放的纸
箱和纸板也是一个环保问题。早年曾是木雕
学徒、有一定的艺术创作功底，后来曾在生产
环保设备的外企担任企业管理的他，想出了
一个妙计：何不把环保与艺术相结合呢？

柯老先生拿出一幅十几年前用牛奶利乐
包装盒制作的环保作品，上面是两只栩栩如
生的雄鹰，一只搏击长空，一只俯视大地。他
说，这幅作品就象征着他一以贯之的环保理
念：关注环境，而后努力向上。

如何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柯
老先生说，在他幼年时，身为医生的父亲常对
他说，环境一定要保护好，“有了健康的身体，
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而健康的身体就来自于
好的水源、好的空气、好的土壤”。柯老先生
说，自己通过“玩”垃圾的方式来呼吁更多人
关注生态环境，是希望大众能够从衣食住行
做起，自觉践行低碳生活。

林立婷：
闽江湿地的“守望者”

林美花：
行走大自然的“孩子王”

李盼：
驻村干部的“生态生意经”

柯文沣：
变废为宝的“环保老顽童”

柯文沣用废纸制作工艺品
林立婷（左一）在湿地进行鸟类监测

李盼（左一）助销村内高山生态花椰菜
林美花在进行鸟类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