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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绥宁县委书记唐渊

依托“绥宁绿” 打造县域经济特色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湖南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将于 5 月 25 日至 26 日举行，届时，
拥有“神奇绿洲”和“美丽姑娘”的绥宁，将以最热忱美好的姿态迎
接四方宾客。传统的节庆活动展示的是历史文化和当地风貌，而如今
绥宁的现实发展和未来规划又是怎样一番光景？

为此，5 月 16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了绥宁县县委书记唐渊。
对唐渊来说，绥宁是一个“驻足即是美景，行走皆是故事”的好地方，
大美绥宁的“发展经”，也始终都与绿色、生态分不开。

绥宁境内有二十多个少数

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

口总数的 63%，极具苗侗风情

的古村落和古镇，也为绥宁掩

上了悠长神秘的风情。其中，上

堡等 5 村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大园等 2 村入选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寨市则是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镇……

对于这些“有故事”的村镇，

唐渊希望将其打造成现代人休闲

养生的向往地。“优先开发民俗

文化与生态优势为一体的特色旅

游，是本届县委、县政府优先顶

层设计、优先整合资源、优先筹

措资金、优先快速推进的一号发

展工程。”唐渊一口气说出 5 个“优

先”，足见旅游在他心中所占的

分量。但发展不是搞破坏，唐渊

同样看重在开发过程中保留这些

村落的“原真性”。 

少数民族文化厚重，自然

少不了传统节庆，其中又以“四

月八姑娘节”最具代表性，涉

及人口最多。今 年的“四月八

姑娘节”也将在 5 月 25 日至 26

日举行，届时将会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文化是旅游的

内核，要让游客在绥宁的绿水

青山中同时体验到绥宁灿烂的

民俗文化。”唐渊表示，举办这

样的传统节庆活动，是送给绥

宁老百姓的传统文化大餐，可

以将民间习俗挖掘和保存下来，

同时它也契合生态旅游的发展

方向。据悉，“四月八姑娘节”

期间，将有涵盖旅游、农产品

加工、新能源等的 11 个项目签

约，总投资额达到 5 亿元。

如今的绥宁，已在生态经

济发展道路上越走越稳健。目

前，国投创益实业基金管理公

司投资的黄桑康养休闲旅游区

项目有望近期落地，景区外围

通道和景区间公路逐步打通，

花园阁观光农业示范区建设全

面启动，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

和曲幽谷 4A 级景区创建工作

稳步推进，吃住行游购娱等要

素逐步完善。绥宁已经形成了

黄桑森林生态徒步探险游，花

园阁国家湿地公园水上休闲游，

苗族四月八姑娘节民俗风情游，

上堡古国、寨市古镇以及大园

古 苗 寨文化体 验 游 等旅 游 线

路，绥宁旅游也越来越被天下

人所共知。

“县委书记心目中的最美绥

宁在哪里？”听到这个问题时，

唐渊笑着说 ：“绥宁遍地是金，

处处有故事，值得人留恋和倾情

的地方太多了，我去乡下调研的

时候，驻足之间都是美景。”

去 过 绥宁 的人都 知 道，

不管什么季节，不论走到哪

里， 映 入 眼 帘 的 都 是 满 满

的 绿 意。 作为 传 统 的 林 区

县，绥宁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74.94%，森林资源总量、木

材单位面积蓄积量、林木单

位面积年生长量等指标都位

居全省第一，是“中国竹子

之乡”、“湖南省林业十强县”。

如今，不少地方的树木

绿草都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

品，但绥宁的自然生态却得

以保存——这在外人看来是

赞叹与好奇，但在唐渊这里

却是实打实的挑战，需得有

“舍得下”的决心。

“生态是绥宁的优势、特

色和财富。”唐渊的发展观，

是“ 宁 可经 济发 展 慢 一点，

也要保护绿水青山”。近年

来，绥宁始终坚持“少砍多

造”的方针，商品材砍伐量

由 2007 年的 34 万立方减少

至目前的 11 万立方左右，由

此每年 减 少财政收 入 5000

万元、拉低 GDP1.4 个百分点，

但累计增加森林蓄积量 200

万立方米。严格控制砍伐量

的同时，绥宁也持之以恒地

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每年

完成 造林 绿化 5 万亩以上，

实施幼林抚育 10 万亩左右，

全县划定生态公益林 127 万

亩。而为了让绥宁山青、水

绿、天蓝、气洁，当地稳步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先后关

闭了4 家老冶炼厂、1 家小锰

矿厂、1 家水泥厂、8 家非法“炼

油”厂、19 家非法山砂采砂场、

38 家小型竹木加工企业和所

有的小型造纸厂。

“植被的保护，仅仅依靠

政府的号召和引导是不够的，

最终还得靠人民群众，而绥

宁的老百姓历来有爱树、敬

树的传 统。”唐渊介绍，在

绥宁的乡村和山水之间，依

然保留着从宋代到民国初期

的 100 多块护林禁碑，其中

既有县衙立的，也有老百姓

自己立的，既有为保护成片

树林立的，也有为单独保护

一棵树而立的。

付出总有收获，“绥宁绿”

已成为这里最美的名片。绿

树繁盛，如今绥宁县委、县

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同

时驾好生态与经济这两辆“马

车”。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绥

宁而言，把生态优势转变为

生产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满城绿韵也可以

是遍地黄金。

“发展生态经济，首先要

做 足‘ 山’、‘ 林’ 文 章， 大

力调整林种结构。”唐渊说，

围绕实现林业增效、林农增

收“双赢”，绥宁县委、县政

府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目前，

全县已发展油茶 15 万亩，杨

树 32 万株， 青 钱 柳、 绞 股

蓝 3 万 亩， 中 药 材 6 万 亩，

玫瑰花、金银花 2 万亩。

“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

让绥宁成为城里人的向往、

乡里人的天堂。”唐渊介绍，

借助互联网优势，当地无污

染、绿色有机的农产品正走

向全国各地。

都说“ 好山必 有好水”，

矿泉水产业也是绥宁打造生

态经济的一个重头戏。如今

的绥宁已经成为全省矿泉水

产业重点县之首，已经探明

的优质矿泉水日开采量超过

5000 吨，将来有望打造一个

年产矿泉水 300 万吨、年产

值 30 亿 元、年 税收 3 亿 元

的新兴战略支柱产业。

“以上这些目标，可能需

要经过几届县委的努力才能

实现。但我们要计长远，既

要发展，也要为子孙后代留

下绿水青山。”为探索一条加

速发展、转型发展、特色发

展之路，唐渊将“经济转型”

提上了工作日程。

“在经济新常态下，今年绥

宁要重塑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

打造县域经济特色。”唐渊说，

过去，绥宁的第一、二、三产业

几乎都跟林业有关，接下来要在

这方面进行一定的调整。第一产

业要巩固和培育特色，引进发

展农产品加工，引领农民致富，

夯实产业基础；第二产业要立足

本地林竹、矿泉水、风能、农产

品优势，在旅游、绿色能源、新

材料、矿泉水生产和供应、食品

加工等领域引进 5 家以上税收过

千万元的投资商，新竣工投产 5

家以上骨干企业，壮大税源企业；

第三产业要以黄桑、花园阁为中

心，全面开工建设黄桑景区外

联通道，加快侗寨申遗区和传

统村落建设，整合民俗文化资源，

创建县城和曲幽谷两个 4A 级景

区，成功申报国家生态旅游示范

区、世界文化遗产地，依托旅游

业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壮大。

在唐渊看来，要重塑绥宁

的主导产业，必须将政府的引

导、企业家的智慧、人民群众

的创业激情这三者结合起来，

发挥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的带

动作用，在进行传统产业改造

的同时，引进大项目、大企业，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简

政放权、优化服务，才能为市

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打造县域经济特色，是本

届绥宁县委、县政府努力谋划

的大方向。唐渊坦言，以绥宁

目前的基础和条件，不能盲目

拼总量、比增量，要坚持生态

经济的总体方向，立足本地资

源优势，走特色化、差别化发

展之路，积极培育县域优势特

色产业和新增长点。

“绥宁将在特色产业、特色

城镇、特色文化方面坚持一张

蓝图干到底。”唐渊介绍，在培

育特色产业方面，将在积极改

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加快发展新

兴替代产业，着力培育杂交水

稻制种、绿色能源、有机食品和

中药材加工、楠竹加工、矿泉水

和旅游业六大特色产业，全力

打造特色县域经济先导区。

“农村既要留得住绿水青山，

也要记得住乡愁。”唐渊对习近

平总书记的这一说法深以为然。

他表示，打造特色城镇，可以

突出绥宁作为少数民族人口大

县这一县情，将绥宁县城建成“宜

居宜 游之 地、生态园林之城、

苗侗风情之都”。走在如今的绥

宁县城，少数民族风格改造和

城市水景工程基本完工，“百亩

湖面、千户苗居、万米文化墙”，

一座少数民族特色浓郁的山水

园林城市已初显轮廓。

而作为古楚文化向大西南

推移的遗存地、巫傩文化的重

要发源地，绥宁拥有众多的少

数民族文化村落、古寨、古镇。

唐渊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璀璨瑰宝，要将这些特色文

化遗产实现“活态化”、“阵地化”、

“商品化”，打造苗侗风情的中

国民间艺术之乡、世界文化遗

产地。

神奇绿洲：
最美名片“绥宁绿”

文化 + 生态：
县委书记心目中的绥宁遍地是金

A

C

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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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宁制造的滑板远销欧美，图为唐渊（右二）在
当地滑板企业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