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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地处河南省最南部、淮河上
游，东连安徽省，南通湖北省。在西周
时期是申伯的封邑地，古称义阳、申
州，又名申城，北宋改称信阳。信阳是
中部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处
于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
带三个国家级经济增长板块结合部和
京广、京九“两纵”经济带的腹地，为三
省通衢，是江淮河汉之间的战略要地，
也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文化的过渡
带，在 300 千米半径范围内有郑州、武
汉、合肥三个省会城市。

信阳地域文化豫楚交融，商周、春
秋战国以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交
汇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豫风楚
韵”。信阳是孙叔敖、春申君、司马光、
郑成功等历史名人的故乡，孔子周游列
国的终点，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之
美誉，所产的信阳毛尖闻名遐迩，因此
又被誉为山水茶都、中国毛尖之都。

2019年 9月，总书记河南考察第一
站选择到信阳。总书记深入革命老区
和贫困地区，重温红色历史，了解脱贫
攻坚情况，高度肯定了信阳依托红色文
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旅游、振兴
乡村的做法，并在实地察看油茶种植情
况时强调，要坚持走绿色发展的路子，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生态良
好。

回望信阳城市发展轨迹，正是一条
遵循自然、建设生态的绿色发展之路。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信阳始终把
打造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城市发展、人民
安居的奋斗目标，继接连收获国家级生
态示范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十佳宜居
城市等荣誉后，信阳又向着国家森林城
市出发。

红色基因引领绿色发展

红色与绿色是信阳城市发展中不
可磨灭的主色。信阳有着深深的红色
印记，它曾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
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
这里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
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
留下了 400 多处重要革命纪念地和革
命旧址，有 30 多万英雄儿女为新中国
的建立献出了生命，铸就了 28 年红旗
不倒的大别山精神。

信阳有着浓绿的山水风光。位于
鄂豫皖三省交界的信阳，北临淮河，南
靠大别山，自然禀赋得天独厚，被人们

誉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全市拥
有 4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 个国家森
林公园和 9 个国有林场。其中黄柏山
林场是“全国十大森林经营样板基地”
之一，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的鸡
公山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四大避暑胜地
之一，豫南明珠南湾湖享有“中原第一
湖”之美誉。无论是居者或是来者，都
沉醉于信阳的山水之中。

传承红色基因，引领绿色发展。
2017年，信阳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的重大决策部署，将“创
森”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打赢脱贫攻坚战、蓝天保卫战、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及增强城市
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河南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表示，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是生态惠民、生态利
民、生态为民的生动实践，要举全市之
力推进森林城市建设，更好地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对生
态环境的新要求。

“创森”启动后，信阳先后印发了
《信阳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实施方案》
《信阳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考评奖惩办
法》《信阳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宣传工
作方案》等一系列文件，为全面推进

“创森”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

书写“以绿荫城”山水文章

信阳以”创森”书写“以绿荫城”的
山水文章。在创建过程中，树立全市

“一盘棋”的思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
性相结合，扩绿和提质并重，力求点上
做亮、线上做精、面上做厚，将高标准、
高质量贯穿于各个环节。

科学规划，突出重点。突出淮河廊
道绿化，高标准开展淮河干流两侧绿
化，突出生态效益，兼顾景观和经济效
益，做到乔灌草合理配置，同时确保河
道运行和防洪安全。突出高速廊道绿
化，把沪陕、京港澳等跨境高速两侧绿
化作为重中之重，打造高速两侧百米宽
绿化带，成为精品亮点工程。突出城区
绿化，以治理“城市病”入手，大力开展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为主体的“城市双
修”行动，加快推进新五大道、新十八
大街等主干道绿化和羊山植物园、羊山
公园等重点公园建设，统筹推进城区空
闲地绿化、墙体绿化、桥体绿化、屋顶
绿化等，做到见缝插绿，让市民开窗见
绿、出门进园。

部门联动，合力推进。信阳市委、

市政府综合协调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
统一行动，合力推进创建工作，形成城
乡一体、共建共创、齐抓共管的创建格
局。市城市管理局对城区绿化进行全
面统筹，组织开展中心城区桥体立体绿
化、城区公园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市
水利局将“河长制”工作与“创森”工作
相结合，积极打造浉河南岸茗阳阁区域
生态绿色长廊，建设生态岸坡、生态河
道，绿化、美化浉河两岸园林绿地。

创新机制，加大投入。一方面坚持
政策引导，各级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政
策和措施，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其中，
政府财政安排“创森”资金 18.16 亿元，
民间社会资本投入 31.56亿元。平桥区
制定优惠政策，乡级政府与农户签订流
转协议，将流转土地承包给造林公司或
大户，区财政与乡镇财政按照每亩 600
元进行租地补贴，拓展了绿化空间。另
一方面创新造林绿化责任落实新机
制。如新县在全省率先建立县、乡、村
三级“林长制”，县委书记、县长既当林
长又当路长，每人负责境内一条道路绿
化工作，以“林长制”实现“林长治”。
光山县开展“我为家乡栽棵树”活动，
号召光山籍在外工作的领导、成功人
士、爱心人士捐款捐苗，目前累计参与
人数达 70 余万人次，捐款捐苗折合
8000多万元。

拓宽思路，注重引领。在国家森林
城市建设实践中，全市逐渐形成以“创
森”工作引领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农
村环境综合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
的“大创森”理念。息县鼓励各帮扶单
位和责任人为定点帮扶村提供林果苗
木，提供栽植技术，协助有一定条件的
贫困户通过发展林果业脱贫致富，全县
共为建档贫困户提供果树苗木 1.4万余
株。浉河区、平桥区、光山县把“创森”
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对主要
道路实施绿化提升，在集镇、商户门前
修建花坛，进行绿化养护，推动了环境
综合整治。

全民共享绿色福利

精心打造必出精品。3 年来，信阳
注重“创森”的每一次行动、每一个细
节，着力将城市绿化短板拉长，把绿色
洼地变生态福地，最大释放“创森”带
来的绿色福利，让市民真切地体会到

“人在城中、城在林中”的美好生活。
国土绿化成效显著，森林网络基本

形成。创建期间，全市共完成新造林

85.39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创森”前的
39.67%提高到 41.97%。中心城区新增
公园绿地面积 86.76万平方米，新建、改
扩建和完善的公园、游园共 120 处，城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由 42.46% 提 高 到
43.81%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提 高 到
14.21平方米，居民出门就能进绿地、看
绿色、闻花香。大力实施生态廊道建
设，道路绿化率达 91.71%，水岸绿化率
达 95.42%。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新建美丽乡村 143个，集中居住型村庄
平均林木绿化率达 62.68%，分散居住
型村庄平均林木绿化率达 62.63%。
生态旅游成为亮点产业

特色产业日益突出，林业经济快速
发展。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茶叶、油茶
等 特 色 经 济 林 和 林 下 经 济 等 产 业 。
2018 年，全市实现林业总产值 193 亿
元。充分发挥信阳生态优势、区位优势
和交通优势，大力开展生态旅游。重点
打造茶叶、油茶等林产基地，全市茶叶
种植面积 212.5万亩，带动 40万户茶农
共同致富，年产干茶 6.6万吨，年产值达
112.4 亿元。发展油茶近 90 万亩，涉及
林农 3万多户，年产值 10亿元。

全市花卉苗木面积超过 50 万亩，
苗木自给率 85.6%以上。大力开展林

下种植养殖，新建、改造林下经济面积
达 8.6万亩。

生态理念深入人心，森林文化日趋
繁荣。每年开展冬、春两次义务植树活
动，市、县、乡三级联动。“创森”期间，
全市参加义务植树 805.34万人次，全民
义务植树尽责率达 94.9%。依托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新建
生态文化科普场所 28 处，举办茶文化
节、桃花节、爱鸟周、森林旅游展等科
普活动近百次。开展了古树名木普查，
对普查出的 9975 株古树名木登记造
册，建立档案，实施挂牌保护，古树名
木保护率 100%。积极开展“森林单位”

“森林小区”“市树市花”的评选工作，
先后命名并授牌 100个单位为“信阳市
森林单位”，44 个小区为“信阳市森林
小区”。经民众投票、市人大常委会表
决，确定银杏为市树、桂花为市花。宣
传形式的丰富多样，让广大民众参与

“创森”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公众对创
森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分别达 97.83%和
97.5%。

森林保障逐步完善，森林健康有效
提升。积极调整树种结构，合理配置乔
灌花草藤“五形”，实现绿化、美化、花
化、彩化、果化“五化”协调统一，银杏、

桂花等乡土树种的使用量达 97.32%。
增加树种丰富度，单一树种的栽植量不
超过 20%。郊区森林质量不断提高，森
林植物群落近自然演替，郊区森林自然
度提高到 0.56。造林苗木以苗圃培育
为主，不移栽古树、大树。开展“绿剑”
行动，加大查处力度，目前未发生严重
乱砍滥伐林木、非法征占用林地、非法
开垦湿地、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等案件。
采取近自然的抚育管理方式，不对植物
进行过度修剪，全市累计完成森林抚育
和改造 112.8万亩。加强森林防火基础
设施建设，在主要林区配备林火视频监
控系统，无重大森林火灾发生，森林火
灾受害率控制在 0.01‰以下。加大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力度，积极做好美国白
蛾、杨树食叶害虫、松材线虫病防治工
作，成灾率控制在 2‰以下。

通过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信阳
收获了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高的森林
质量、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信阳森林覆
盖率由 39.67%提高到 41.97%，构建起
林水相映、林山相偎、林城相拥、林路
相随、林村相嵌的森林网络空间格局。
而今，信阳已然成为四季皆美的生态绿
城、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

（信 宣）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公布第一批 15 个国家文
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60 个国家文
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名单。这张“国
字号”名片含金量很高，一经公布，广
受关注。文化和旅游消费与百姓生活
密切相关，以此来给城市“定位”，标志
着人们生活的便利性、舒适度、幸福
感，将日益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标尺。

消费新场景

入选的这些城市，文旅产业升级、
消费市场火热，是它们共同的特点。

江苏南京的夫子庙、苏州的平江
路、浙江温州的公园路、重庆渝中区的
白象街……这些城市基本都有自己的
文旅“地标”，打造出消费新场景，并在
游客中形成一定的口碑效应。以重庆
为例，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等的传播，
重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之城。

如何让慕名而来的游客感受到网络之
外的重庆魅力，重庆选择将“生活味”
做到极致。

如今，来到重庆的游客除了看穿楼
而过的轻轨、吃火锅，越来越多的人喜
欢走进市井小巷，坐下来吃一碗醪糟，
喝一碗清茶，悠闲地看着周边掏耳朵
的、卖烧饼的、修鞋的等小商贩做生
意 ，听 附 近 居 民 聚 在 一 处“ 摆 龙 门
阵”。地势造就的错落的建筑更是充满
重庆味，老式的居民楼也能吸引游客专
门前往“打卡”。“在我看来，重庆是一
座宝藏城市，有独特的风格，每一次都
能有不同的感受。”成都游客宋女士
说，“能够吸引我留下并愿意在此消费
的城市，一定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

活力之城

一座城市的活力体现在哪里？产业
发展、人口结构、创新环境等都是评价指
标。此次公布的首批文化和旅游消费示
范城市、试点城市名单，又提供了另一个
视角——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力。

在首批 15个示范城市中，廊坊是河
北省唯一入选城市。这座过去人们眼中
的三线城市，为何能够入选？它的活力、
魅力来自哪里？

廊坊文旅消费的快速发展，得益于
其所处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廊坊地
处北京、天津、雄安新区“黄金三角”内，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域，北京城
市副中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雄安新区

从北向南辐射廊坊市全域。京津冀都市
圈拥有近 2亿人的旅游消费市场，加上
每年到京津旅游的游客，体量巨大。这
些都为廊坊旅游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
遇。与廊坊文旅产业欣欣向荣的发展趋
势相一致，近年来，廊坊也被公认为处于
上升期的城市，前景广为看好，原因之一
正是都市圈带来的“红利”。

2016年，廊坊成为第一批国家文化
消费试点城市后，在做强业态、做优产品，
促进文旅消费方面不断探索，逐渐形成

“廊坊模式”，总结出“廊坊经验”，受到文
化和旅游部认可，并在 2019年深圳文博
会期间进行展示推介。此外，廊坊还建起
文化旅游消费云平台，投放消费券等拉动
文旅消费，通过举办文创和旅游商品创意

大赛，促进文旅商品的创新，形成文旅产
业良性发展循环。

作为城市发展中的“后起之秀”，廊坊
通过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将“地利”发挥出
最优效应，并使之成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力量。御龙河公园夜市、廊坊非
遗夜市展销会、新朝阳兴顺观光夜市……
如今，体验这些特色夜游项目，已经成为
市民和游客的消费习惯。夜经济也成为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力因子。

转型之路

发展文旅产业为“后起之秀”的城市
提供了更多可能，也为传统城市的转型
发展指明了光明前景。一同入选的内蒙
古鄂尔多斯就是典型代表。

鄂尔多斯素有“羊煤土气风光好”的
美誉，资源丰富，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
市，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走的是资源
型发展之路，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
道路，要转型，向何处转？《鄂尔多斯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提出，将发展旅游业作为引领全市产
业转型发展的支柱产业来推动，并将旅
游业列为“一号”工程，连续出台促进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越来越多
的企业看好旅游业这个绿色产业的前
景，煤炭、房地产、化工等领域的本土企
业纷纷转型投资旅游业。2016年以来，
鄂尔多斯通过发放消费券、政府购买服
务、举办“乡村文化旅游节”等形式，拉动
地区文旅消费。

2019年，在第二届中国草原丝路文
化旅游发展论坛上，鄂尔多斯荣获“资
源型城市创新发展范例”称号，“天骄
圣地 鄂尔多斯”的旅游品牌也已叫响。

（尹 婕）

文旅消费：城市发展新标志

信阳：创建森林城市 打造幸福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