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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再添“国字号”殊荣，获评“中国天然氧吧”

绿美恩平等您来“深呼吸”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关于2022年中国天然氧吧评

审结果的公示》，恩平荣获“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成为本次
评选中广东省唯一获评地区。

恩平，这个负氧离子浓度年平均值高达每立方厘米
2192个的新晋“中国天然氧吧”，等待您来“深呼吸”。

恩平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吧”的背后，是该市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

力打造绿色生态强市付出的不懈努力。这也是恩平市继去
年11月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以来，获得的第二张
“国字号”生态文明名片。

绿水青山间，鱼翔浅底、鸥鹭齐飞。乘着“美丽中国”
“绿美广东”建设吹来的春风，恩平以辽阔天地为画布，以多
彩生态为颜料，向世人描绘出“绿水丰涟漪，青山多绣绮”的
动人山水画卷。

天然氧吧是指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氧吧，多
指植被茂密、氧气含量大的地方。成为“中国
天然氧吧”需达到负氧离子含量较高、空气质
量较好、气候环境优越、设施配套完善等条
件，是非常适宜旅游、休闲、养生、研学的地
区。“‘中国天然氧吧’是国家气候标志品牌，
也是评价一个区域或景区旅游气候及生态环
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恩平市气象局相关负责
人说。

绿色，向来是恩平最引以为傲的城市底色，
也是全体恩平人民世代珍视的宝藏。

近年来，恩平市坚持把生态建设摆在突出位
置，把创建“中国天然氧吧”作为创建省文明城
市、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三项工作”的重要抓手和路径，成立了由恩平
市委书记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
《恩平市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工作实施方案》，高
位统筹，压茬推进，以“山体要青、水体要净、气体

要好、天体要蓝”为目标，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政策，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
役，紧紧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底蕴悠
久的历史生态文化，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积极为打造美丽中国的广东样板贡
献恩平力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一项项扎实有
效工作的落地，让恩平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
更绿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优越的气候生态环境、给力的环保措施，让
恩平这座城市成为了不可多得的养生胜地。根
据《养生气候类型划分》，恩平地区具有冬令避
寒、游赏乐养、富氧康养等养生气候特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清新空气的标准
为每立方厘米空气中不低于1000个负氧离子。
恩平市负氧离子浓度年平均值高达每立方厘米
2192个，远高于清新空气的标准。2021年，恩平
空气优良天数占全年比重98.6%，空气质量指数
（AQI）达标天数360天，排名江门市第一，对康
复休养、调养身体有利。

恩平市森林覆盖率高达53.75%，林木绿化
率55.24%，2021年全市平均植被覆盖度73.7%，
各项指标均在大湾区城市中排名前列。拥有响
水龙潭、鳌峰山2个省级森林公园，先后创建大
田、那吉、横陂、牛江4个省森林小镇，森林小镇

数量在广东省名列前茅。拥有粤港澳大湾区唯
一的原始次生林——总面积达6666.67公顷（10
万亩）的七星坑原始森林，大湾区面积最大的红
树林——镇海湾红树林。

恩平水资源丰富，全市水资源总量18.92亿
立方米，多年平均降雨量为2550.8毫米，有河流
74条，大、中、小型水库87个，拥有大湾区最大的
水库——锦江水库。

恩平地热资源丰富，温泉以水温高、自涌水
量大、水质优、地质特点明显、温泉出露区保存完
好而著名，境内有四个天然地热泉点，先后被评
为“中国温泉之乡”“地热国家地质公园”。2021
年，恩平佳源帝都温泉、锦江温泉、山泉湾温泉上
榜全国第一批温泉旅游泉质等级评定企业名单，
被评为优质珍稀温泉。

恩平还是全国首个“中国避寒宜居地”。这里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水热同期。春季1
月1日入春，4月14日结束，春季长达105天；夏季4
月15日入夏，10月27日结束，平均夏季日数为
195天；秋季10月28日入秋，12月31日结束，秋
季长达65天。恩平没有气候意义上的冬季。根
据《中国天然氧吧评价技术规范》（2022年修
订）的气候舒适度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及等级
划分，恩平气候舒适期共5个月（分别为1、2、
3、11、12月），期间恰好适宜冬季避寒旅游。

此外，恩平还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记录有维管束植物200科902属1908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23种，广东
省重点保护植物6种；记录有野生动物
约620种，隶属44目175科，其中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1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恩平市在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将生态文明建设融
入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积极探
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把良
西、大田、那吉、牛江4个镇定位为生态旅游镇，
加快泉林黄金小镇、山泉湾温泉城等旅游项目建
设，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现代农业、生态林
业、绿色食品等生态产业，努力让这份大自然给
予的“绿色宝藏”发挥更大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一方面，恩平市依托优越的气候生态环境，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加大资金投入用于旅游配
套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储备规划、旅游品牌对外
宣传、全域旅游安全保障、基层旅游环境改善等
方面，大力支持和提升旅游产业整体发展水平，
实现硬件软件双提升。精心打造“五种文化游”
（温泉文化游、田园文化游、红色文化游、冯如文
化游、华侨文化游），凸显恩平独特旅游魅力。多
措并举之下，恩平旅游设施不断完善，服务配套
不断升级，旅游业态呈现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
建成泉林黄金小镇、花海欢乐世界、歇马举人村

风景区、簕菜文化创意园等各具特色的旅游景
区；先后举办丛林汽车越野大赛、定向越野大赛、
青年自行车联赛、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等国家
级、省级体育赛事；恩平濑粉、恩平烧饼、恩平簕
菜、那吉腊鸭、“良西四薯”等一大批特色美食声
名远扬。2022年9月，恩平成功创建广东省全域
旅游示范区。

另一方面，恩平积极探索实施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2022年初，恩平市揭牌成立江门地
区首个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
和产业生态化，将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变现”，
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人民增收致富的强
大动力。依托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恩平市积极构
建“1+11+1+N”运作机制，通过整合恩平全市11
个镇（街）的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以
及适合集中经营的农村宅基地、集体经营性用
地、农房、古村、老街等各类资源，汇聚成生态项
目“一张图”，通过组建开发公司或引入金融机构
等方式，统一规划部署，统一开发建设，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农文旅项目，促进农产品深加工，有效
激活水经济，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利用资产“零存

整取”实现流通溢价。
在恩平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推动下，经过近
一年的探索实践，恩
平市“1+11+1+N”
运作机制成效初
显，一个个项目
有力推动农户
增产增收，为
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
源 源 不 断
的“ 绿 色
动能”。

恩平市委宣传部作为宣传主管部门，抓住“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资源特点，主动策划、深度整合，讲好旅游
故事，凸显发展优势，通过借力重要媒体、承办体育赛事等
方式扩大宣传面，不断提升恩平这座生态之城的美誉度。

2022年3月1日，央视采访组一行到恩平市七星坑
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采访拍摄自然生态情况。3月4
日，央视新闻频道《春天的中国》栏目，以《树木葱郁 溪
水潺潺 原始次生林生机盎然》为题，报道恩平优美自然
生态。其后，七星坑自然保护区两次“登陆”央视《秘境
之眼》，分别记录了豹猫和鼬獾两种野生动物，凸显恩平
之美。9月11日，恩平登上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长
达30分钟的节目，向全国观众全方位展现大美恩平的
魅力。10月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聚焦
江门恩平市特色乡村旅游情况……

紧紧围绕恩平独特的气候生态环境特点，恩平市委宣
传部主动策划、全盘梳理、科学分类、深度整合，通过中央电
视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国家级、省级媒体，将恩平的生
态之美、城市魅力通过影像、文字、图片，传遍神州大地。

此外，恩平市还通过举办各种特色节庆活动，举
办温泉欢乐节，承办各类高规格的体育赛事等方
式，吸引四方游客前来恩平“深呼吸”、品美食、
看美景。

在强大的宣传活动攻势下，恩平的
城市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
升，生态之城的形象日益深入人
心。

生态文明建设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

接下来，恩平市将继续深挖生态气
候旅游资源，依托冬令温泉避寒、
夏季森林避暑、四季富养吸氧
等特色优势，配合打造气象
生态旅游路线，大力发展
生态康养旅游，不断提
升生态环境和旅游品
质，让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好愿景在
恩平一步一个
脚印的实践
中逐渐绽
放 光
彩。

文/胡伟杰

A 以最严格的措施保护绿水青山

B 丰富资源造就养生胜地

C 将绿水青山转化成高质量发展“绿色动能”

D 宣传发力不断提升城市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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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横陂镇万亩黄花风
铃木盛开。 胡伟杰 摄

广 东 响
水龙潭森林
公园飞瀑。

冯惠茜 摄

鳌峰山森林公
园桃花朵朵开，引
得游人醉。

胡伟杰 摄

恩平拥有粤港澳大湾区唯
一的原始次生林——七星坑原
始森林。 梁俊杰 摄

恩平市依托优越的气候生态
环境，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恩平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