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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余村，竹林苍翠，民居错落有致；西

塞山前，流水潺潺，青山连绵起伏；渔人码头，

帆影点点，太湖烟波浩渺……行走在浙江省

湖州市，可见一幅逐绿前行、因绿而兴的多彩

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系统施治，强化修复保护

水清岸绿，满目苍翠。湖州长兴县，碧水

清流让人赏心悦目。其实，过去，长兴也经历

过水质发黑、天空灰蒙的时候。

长兴河流的水质改善，得益于河长制的

实施：在长兴县，县级、镇级、村级河长职责分

明。每一条河流的河长，都是治理、保护河流

的第一责任人。

如今，湖州治水的举措，也在不断推陈出

新——

在 湖 州 市 吴 兴 区 ，无 人 船 只 搭 载 的 水

质监测传感器、高清摄像头等设备，可以对

河水的溶解氧、总磷、氨氮等指标进行实时

移动监测，助力精准治污；安吉县孝丰镇夏

阳村与夏阳溪流域上游安徽省的 3 个村签

订村级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现在，

夏 阳 村 水 质 好 转 ，还 发 展 起 露 营 经 济 ……

数据显示，湖州入太湖断面水质连续 16 年

保持Ⅲ类及以上。

在吴兴区飞英街道月漾苑小区垃圾分

类投放驿站，智能机器人“小睿”能回答社区

居民关于垃圾分类的提问。分类投放时若

是掺杂了其他垃圾，桶内的人工智能识别系

统可以自动辨别，向居民和驿站督导员发出

提醒。

目 前 ，这 套 装 备 正 在 湖 州 全 市 普 及 安

装。湖州的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率已达

86%。截至 2023 年底，湖州居民小区设置的

3000 余个分类投放驿站，60%以上完成智能

化升级。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各类动植物提供

了理想的栖息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中华秋沙鸭已经成为安吉赋石水库的“常

客”，每年都会飞抵这里越冬。长兴成立扬子

鳄保护区，安吉成立小鲵护卫队，德清打造朱

鹮人工繁育种源基地……湖州积极健全保护

机制，全面加强栖息地保护，让众多濒危野生

物种得到保护。

生态赋能，促进价值转化

溪水潺潺，翠竹满山。今年清明假期，安

吉县章村镇河垓村的木田峪露营基地，独特

的梯田和水系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

曾经的抛荒地，为何游客越来越多？原

来，基地所在的黄浦江源石门坑生态清洁小

流域河垓区块先后实施了竹林抚育、坡面水

系治理、水生态修复等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措施，面貌为之一新。

在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已延续

千年的桑基鱼塘系统实现种桑养蚕同池塘养

鱼相结合。如今，当地系统整合生态资源，衍

生出桑叶茶、桑葚汁等特色生态食品，创新发

展“稻—渔”“稻—虾”等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以生态资源的转化推进共同富裕。

从探索开展竹林碳汇交易，到水土保持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湖州把需集中保护

开发的耕地、园地、林地、湿地以及可供集中

经营的村落、集镇等资源资产，经摸底、确权、

评估后整合推向市场，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

湖州市是全国建设绿色矿业发展示范

区。吴兴区按照“禁采区关停、限采区收缩、

开采区集聚”的思路对矿山进行治理，矿山数

量从建区之初的 63 家减少至 6 家，矿山实际

平均年开采规模从 2015 年的 178.2 万吨提高

到 2023 年的 238.17 万吨。

如 今 ，多 处 废 弃 矿 山 迎 来 新 生 。 10 多

年前的吴兴区埭溪镇，采矿时碎石横飞、漫

天 粉 尘 。 如 今 ，10 余 座 废 弃 矿 山 被 打 造 成

美 妆 小 镇 ，吸 引 了 化 妆 品 全 产 业 链 各 类 企

业 。 2023 年 ，美 妆 小 镇 实 现 工 业 总 产 值

86.67 亿元。

废弃矿坑变身网红咖啡馆，垃圾房改造

成小酒馆，废弃民居成为网红民宿……这是

安吉乡村闲置空间的美丽蝶变。绿色赋能，

正让生态价值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

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湖州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孙贤龙说。

产业升级，助力绿色发展

在吴兴区的久立特材生产车间，工作人

员打开手机程序，企业碳排放总量、碳效值、

碳中和率等各项数值一目了然。汇集监测碳

排放强度、用能结构等 39 类数据，湖州创新

融合碳效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企业“碳效码”，

指导企业节能降耗。

绿色低碳、科技赋能，是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词。截至 2023 年底，湖州累计创建国

家级绿色工厂 66 家。

从一家企业，到一个产业，湖州的绿色转型

由点及面。政府补助助力企业车间引进设备和

技术，实现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整合千余家低小

散作坊，集中建设环保生态园区；园区集中建设

污水、废气处理设施，降低污染物排放……吴兴

区织里镇改造提升童装产业，助力转型升级。

良好的自然环境中，新兴产业也在持续

发展。

西塞山前，湖光山色。吴兴区西塞科学

谷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政策支持，引进一

批科研院所和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等，诗画美

景地成为科技创新地。数据显示，2023 年湖

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上工业比重分别达 34.52%、64.09%。湖州还

制定了“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对各区县推进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

设的工作绩效进行综合评价。此外，《湖州市

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促进条例》也将于今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实践，在生态文

明体制机制方面形成更多可学习、可复制、可推

广的湖州经验。”湖州市委书记陈浩说。

浙江湖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浙江湖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逐绿前行逐绿前行 因绿而兴因绿而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中文李中文 窦窦 皓皓

核心阅读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助
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探索出
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3 月下旬，来自越冬地的迁徙鸻鹬类水鸟陆续抵达位于

辽宁省的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鸭

绿江口湿地”）。进入 4 月，鸭绿江口湿地迎来了全年最佳观

鸟时段，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汇聚到鸭绿江口湿地观鸟，一

睹万鸟与海浪共舞的壮美景观。

鸭绿江口湿地的鸻鹬类水鸟主要由斑尾塍鹬、大滨鹬和

黑腹滨鹬 3 个鸟种组成。鸭绿江口湿地的斑尾塍鹬主要来自

南太平洋，它们用 7 天多的时间，不间断飞行约 10500 公里到

达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口，在鸭绿江口湿地的滩涂上觅食休整

一个多月，再起程前往位于北极的繁殖地。

上图：黑腹滨鹬在鸭绿江口湿地觅食。

黄冬青摄（人民视觉）

左图：斑尾塍鹬正在鸭绿江口湿地上空飞翔。

刘海东摄（人民视觉）

本版责编：程 晨 何宇澈 施 钰

万鸟翔集湿地美
本报记者 辛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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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全民阅读工作体系日趋完善，工作措施更加有

力，形成了党委部门引导、各方协同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良

好工作格局。

丰富阅读资源 拓展阅读空间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宴飨万年：文物中的中华饮

食文化史》……日前，2024 年 3 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发布。

这项评选活动已连续开展 10 年，内容涉及主题出版、人文社

科、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

构建书香社会，离不开优质阅读内容的供给。

聚焦不同阅读群体需求，出版行业不断丰富出版产品的

内容、载体和形式。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优秀通俗理论

读物出版工程、优秀原创文学出版工程等一系列工作为推进

全民阅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内容。“中国出版政府奖”“中

国好书”等评选活动，向社会推荐了一大批精品图书，有助于

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阅读需求。

山西省太原市，阳光照射下，文瀛湖波光粼粼，文瀛城市

书房依湖而建，占地面积 450 平方米，藏书 1.5 万册。依墙而建

的圆柱形书架上摆满各种书籍。市民们坐在阅览区，捧书阅

读，安静地享受幽幽书香。

“在家附近能有这样一个温馨舒适的阅读空间，特别开

心。选一本心仪的书籍阅读，整个身心都安静了下来。”市民

王晓璇说。

湖南省长沙县蒲塘村里有一个农家书屋。无论是学生们

爱看的文学名著，还是农户们需要的工具书，都能在这间农家

书屋里找到。如今，读书已经成了很多村民的习惯，不少村民

在书中学习技术、开阔眼界，丰富了自己的阅读体验。

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各地公共图书馆、社区

书屋、职工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实体书店、阅报栏等设施规

模、数量不断增加，3300多家公共图书馆免费向读者开放，城市

书吧、社区书屋等新型阅读空间如雨后春笋……保障了人民群

众有书读，引导了人民群众爱读书，支撑了人民群众读好书。

书香氛围浓厚 惠及更多群众

今年 4 月，“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迎来 10 周年。2014 年 4
月，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导下，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

团牵头，发起“书香中国万里行”大型巡回采访活动。10 年来，

先后走进北京、天津、石家庄、青岛、苏州等 50 余个城市和地

区。从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到名家大师的经典推介，从书香

城市建设的典型示范，到读书励志人物的榜样引领，都得以生

动、全面地展现与传播。

随着全民阅读的服务网越织越密，书香渐渐飘向每个角

落，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城市、偏远山区扩展延伸，惠及基

层群众范围日益扩大。

在第三十三个全国助残日当天，有 20 名来自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的视障儿童走进浙江省杭州图书馆，进入

无障碍阅览室，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籍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阅览室配备了台式电子助视器、远近两用电子助视器、一

键式智能阅读器等新技术设备，可以为不同视力等级的视障

人士提供助力。“希望为广大视障人士提供无障碍的阅读空

间，帮助他们享受到阅读的快乐。”该馆馆长说。

随着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生效，国家版权局出台《以无障

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为视力障碍人群提

供阅读保障，中国残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积极

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更好地满足特殊群体阅读需求。

针对不同人群的阅读服务更精准、更见效，不同年龄、不

同群体阅读热情不断高涨。

党员干部兴起了读书之风，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开展的“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覆盖中央和国家机关 78个

部门的 998个党支部、116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青少年儿童爱上

阅读，中央宣传部组织“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教

育部建设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为青少年提供了更多优质读

物；面向特殊群体，阅读服务和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4月 23日至 25日，以“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为主

题的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将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大会期间，

将组织全民阅读大讲堂，邀请知名文化学者开展讲座，在海埂

大坝设置十里书香长廊、春城书市，为群众带来文化大餐。

各地以全民阅读大会为契机，积极寻求、主动贴近广大读

者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创新阅读推广方式，深入开展阅读活

动，一大批接地气、具新意、有特色的读书活动持续举办，不断

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山东、河南等举办省级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云南推动实施

“一市一品牌”“一县一活动”“一馆一特色”阅读活动；浙江构

建“1+N+11”书香浙江活动品牌矩阵……400 多个城市常设读

书节、读书月。“书香飘万家”“悦读越美好”“长江读书节”等活

动接地气、有人气，扩大了全民阅读的覆盖面、影响力。

春暖风清，书香氤氲。神州大地读书氛围愈发浓厚，文化

自信更加坚定，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更加磅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