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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什么样？在国务院新

闻办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

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美丽中

国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外美”，

生态环境美，这是美丽中国最重要、

最 显 著 ，也 是 最 根 本 的 标 志 ；“ 内

丽”，发展高质量，这是美丽中国的

内在要求；“气质佳”，制度机制优，

这是美丽中国的关键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

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

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由全球环境治

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由实践探索到

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

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生态环境更美了，去年全国重

点城市 PM2.5 平均浓度 30 微克/立
方米，比 10 年前下降 54%；全国地

表 水 体 优 良 水 质 断 面 比 例 达

89.4%，比 10 年前提高 25.3 个百分

点；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4.02%，

本世纪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

1/4 来自中国。发展质量更高了，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

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制度机制更

优了，建立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基本建立

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

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

我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一幅幅山

清水秀、天蓝地绿的美丽画卷在神

州大地铺展。宁夏贺兰山砂石矿区

整治修复后成为葡萄酒庄，产业转

型带来丰厚回报；黑龙江伊春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良好生

态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观光；江

苏连云港周边海域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渔获丰富起来……日益清新的

空气、清洁的水质、清丽的山川，给

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

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美丽中国建设任务

依然艰巨。新征程上，必须把美丽中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

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作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面，对深化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

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要不折不扣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定力，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瞄准既定目标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美丽中国目标一步步变为现实。

“从历史长河来看，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后人点什

么，我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引，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继续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向深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加快推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

个江山如画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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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站位、更宽视
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继
续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
向深入，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将加快推进

苏皖两省交界处的洙漕河支流，清澈的河

水从桥下流过。小桥东边，是江苏省溧阳市社

渚镇洑家村，大片生态湿地中，一丛丛的芦苇、

菖蒲、鸢尾花，相映成趣；小桥西边，则是安徽

省郎溪县凌笪镇下吴村，连片农田里，水稻已

经抽穗。这里原本是青虾养殖基地，如今退养

转 型 ，成 为 两 省 绿 色 共 建 、生 态 补 偿 的 新

样本。

从 2020 年起，溧阳通过财政纵向补偿、

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化补偿等途径，配套资

金补偿、治理合作、产业扶持等探索，形成“保

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发展

机制。日前，溧阳生态补偿创新实践，入选全

国生态综合补偿典型案例。

机制创新——

一 揽 子 生 态 共 建
有效控制流域面源污染

从空中俯瞰，沙河与大溪，就像镶嵌在大

地上的两只眼睛，又因这两大水系发源于天

目山余脉，由它们构成的水库得名“天目湖”。

今年暑期，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

325.47 万人次，旅游直接营收 66227.45 万元，

同比去年分别增长 5.1%和 4.43%。全国各地

的游客慕名而来，沿着“彩虹路”，欣赏天目湖

风光，品尝天目湖鱼汤。

作为江苏省少有的丘陵山区，加上天目

湖流域同时承担着生态涵养、饮用水源地等

多重功能，溧阳市生态格外脆弱，保护尤显

重要。

“2006 年起，溧阳通过面源污染治理、生

活污水治理等 5 大类 18 项工程，保护天目湖

流域水源地，累计投入 50 多亿元，水质稳定

保持在Ⅱ类。”天目湖镇综合保障中心副主任

潘云智介绍。但在 2019 年的监测中发现，水

库中氮、磷超标，上游社渚镇青虾养殖尾水沿

洙漕河流入天目湖。

如何更好地保护天目湖的生态环境？

在溧阳市政府协调下，天目湖镇与社渚

镇围绕上下游生态补偿进行了协商。在征求

村民意见的基础上，两镇达成一致：第二年

起，社渚镇 850 亩青虾养殖全部退出，天目湖

镇 按 5500 元/亩 的 价 格 给 予 养 殖 户 退 养 补

贴，此后按每年 1000 元/亩的租金流转土地，

修复生态湿地。

这一举措实施后，经监测，水库氮、磷指

标有所下降，水质稳中向好。但对水质改善

来说，这还不够。

“我们决定向前再走一步。”潘云智介绍，

洙漕河源头位于安徽省郎溪县凌笪镇下吴

村，青虾养殖也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为了从根

子上保护饮用水源地，天目湖镇尝试探索横

向生态补偿模式。

2020 年，长三角县域发展绿色峰会上，

溧阳市与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签署了区域

生态环境共治框架协议。“在此框架下，我们

村与天目湖镇政府签署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协议。”在下吴村党群服务中心，党总

支书记蒋福金向记者展示了这份协议：2021
年起，该村 3083 亩青虾养殖区实施有序退

养，天目湖镇按 5500 元/亩价格给予养殖户

一次性退养补贴，并按每年 1000 元/亩支付

租金。

在蒋福金看来，这并不是单一的资金补

偿，而是包括治理合作、产业扶持等的一揽子

生态共建：一方面，天目湖镇与下吴村共同出

资，采购第三方服务，进行生活垃圾清理，垃

圾不再下河；另一方面，虾塘退出后，进行高

标准农田建设，种植一季水稻一季紫云英，基

本不使用农药、化肥，发展绿色农业品牌。

原先的青虾养殖户，有的到邻镇从事老

本行，有的就近种田。

下吴村村民赵明发原先在村里洙漕河边

养殖青虾。实施生态补偿后，他在镇里介绍

下，来到隔壁的王桥村继续养虾。“虽然每天

跑得远了些，但是保护了天目湖的水源，生态

补偿也挺合理，加上每年的养虾收入，日子挺

滋润。”赵明发笑着说。

“目前，洙漕河流域面源污染得到了有效

控制。”潘云智说，生态补偿，成效明显。

经济增值——

打 通 绿 水 青 山 与
金山银山转化渠道

在天目湖流域生态监测中心的大屏幕

上，数据实时跳动。屏幕中间是重点断面“实

时监控图”，左边的“监测数据图”中，18 个水

文、水质、气象、藻类等生态观测点上，总磷、

总氮、氨氮、化学需氧量等数据实时采集，呈

现在画面上；右侧的“容量占用图”中，清晰显

示 出“ 天 目 湖 水 库 2024 年 可 用 生 态 容 量 ：

593.93 千克”以及“天目湖水库当月剩余生态

容量：131.49 千克”。

“这两张图体现了‘生态有数’与‘评估有

据’。”江苏平陵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周中赛解释说，生态容量即生态环境的可

承载力，与水库容量、环境指标以及各项水文

条件相关。2020 年开始，在溧阳市发改委、

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指导下，平陵环科与中国

科学院地理湖泊所合作，开发出一个高效的

天目湖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一套精准

的天目湖生态容量评价体系、一张清晰的天

目湖流域生态容量占用图，探索出一条合理

的生态工程效益评价和生态资产市场交易通

道，统筹保护与发展，打通了绿水青山与金山

银山的转化渠道。

周中赛介绍，市场化生态补偿，本质是低

效高污染项目有偿退出、高效绿色项目付费

准入的腾笼换鸟、产业转型。例如，位于天目

湖水库上游的社渚镇 850 亩青虾养殖污染区

退出后，经过测算新增了 93 千克生态容量，

纳入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与此同时，溧阳天

目湖涵田度假村酒店二期项目建设，经测算

将占用 34 千克生态容量——社渚镇青虾养

殖退出后生态容量剩余的 59 千克，继续作为

天目湖水质安全余量。

“ 我 们 从 生 态 产 品 交 易 市 场 上 以 12 万

元/千克的协议价格，购买所需容量指标后，

才能开工建设。”涵田度假村总经理朱立伟坦

言，2018 年，酒店就想扩大规模，但因毗邻天

目湖，生态敏感，缺乏精准评估抓手，迟迟无

法 推 进 。 2020 年 ，生 态 产 品 交 易 市 场 建 立

后，二期项目经过严格环评、测算，得以启动

建设。

朱立伟介绍，二期项目依山就势建设，不

破坏自然地貌，复绿荒地、修复湿地，生活污

水全部纳管收集。去年，酒店总营收近 3 亿

元，税收超 5000 万元，带动当地就业 600 多

人，发展与保护实现了双赢。

高 效 绿 色 项 目 落 地 后 ，经 济 效 应 不 断

显现。

酒店所在的天目湖镇桂林村党总支委员

刘忠清介绍，以前，村里以种植有机春茶为

主，淡季时村民外出打工。现在村里办起了

餐饮、住宿、采摘，新建了亲子游乐园、生态农

场和自然教育研学基地，农文旅发展兴旺，全

村 65%的劳动人口在产业链就业，人均年收

入 6.5 万元，比 2019 年之前增加了 30%。2023
年，桂林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社会共治——

激 发 全 社 会 呵 护
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

天目湖镇杨村，一处 200 多亩的坡地上，

鸟儿在树林间追逐跳跃，鸟鸣声此起彼伏。

坡地前立着“天目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示范

基地”门头景观和法治宣传栏，吸引不少市民

和游客驻足。

顺着常州市溧阳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彭建

新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距离这处基地不到

50 米的一路之隔，就是天目湖沙河水库。“基

地分为法治宣教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种植

区。”彭建新说，眼前这片有 200 多棵树的小

树林，建设款就来自于溧阳市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资金。

去 年 4 月 ，溧 阳 生 态 环 境 局 在 日 常 巡

查 中 发 现 ，本 地 一 家 汽 车 部 件 公 司 废 水 超

标排放，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款 10 万元的

行 政 处 罚 ；同 时 ，根 据《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管 理 规 定》，经 第 三 方 评 估 机 构 鉴 定 评 估 ，

企业的违法行为还造成了环境损害共 4.95
万元。

溧阳生态环境局法规科副科长王蓓介

绍，经过与企业负责人的充分沟通，企业积极

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投入资金 62 万余

元升级改造企业废水处理设施，组织员工参

加植树造林、捡拾垃圾公益活动。

彭建新告诉记者，自 2020 年溧阳生态环

境局牵头，联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财政局

等部门成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协调

小组以来，已对 74 例相关案件开展了生态损

害赔偿磋商，累计赔偿资金 125 万元。溧阳

市借助创建江苏省“生态岛”试验区的契机，

在天目湖流域寻找合适的地点建设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示范基地，确保赔偿资金用在刀刃

上，放大社会共治效果。

眼前这片基地的前身，是杨村的一处茶

场。近年来，杨村对周边茶田开展退茶还林，

防治面源污染。经过协调小组联席会议商

议，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出资 60 万元、

镇政府投入 40 万元，共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示范基地。

基地里种什么树木，也有讲究。彭建新

介绍，种植树木以本土景观树种和浆果类植

物为主，一方面防止水土流失，另一方面为鸟

类和小动物提供“食宿”，丰富和提升生物多

样性。

根据最新一次生物多样性调查，溧阳共

记录到各类物种 2526 种，较 2019 年增加了

784 种；其中鸟类新增了 203 种，昆虫新增了

378 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资金补偿、治理合作、产业扶持，江苏溧阳探索生态补偿创新实践

青山有“价” 绿水含“金”
本报记者 姚雪青

金秋时节，陕西省岚皋县石门镇庄房村

一片丰收景象。村民余贤成又来到他家的槐

树林下查看魔芋，柄壮叶绿的魔芋葱茏了整

块林地。余贤成笑得直咧嘴：“今年魔芋长势

很好，收入肯定又增加了！”

这要搁在 6年前，余贤成想都不敢想，6亩

“乱石地”能有今天这样喜人的收成。

庄房村山高坡陡，泥少石多。余贤成的

这 片 魔 芋 地 也 不 例 外 。 曾 经 ，这 里 杂 草 丛

生，荆棘遍地，大大小小的石头夹杂其间，种

不成庄稼，只能荒着。2018 年，这片原本谁

也 瞧 不 上 的 地 ，被 人 看 上 了 ：地 里 的“白 火

石”，实际是石英石，有很高的开采价值！他

们找到余贤成，想把这片地租下来，开采石

英石。

余贤成不敢应，把这事告诉了村两委。

由于岚皋地处国家主体功能区限制开发区，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点水源涵养地，开采

会破坏植被，污染环境。县、镇、村一致认为

这些石英石不能开采。

余贤成的经历，在岚皋县不是个例。群

众发展经济的愿望迫切，都说靠山吃山，山是

石山，咋办？

发展生态产业！县环保部门和石门镇负

责人赶到余贤成家这片地，开出“药方”：先种

树，再在树下种魔芋！

2019 年初，县环保局从县林业局协调到

300 株 刺 槐 树 苗 ，给 余 贤 成 送 了 去 。 挖 坑、

栽树，不过一周，余贤成夫妇便将这些刺槐

树苗栽满了这片地，几场春雨一下，几抹春

光一照，这些树苗便抽出嫩芽，不多久，生机

一片。

“刺槐树是速生林，两三年就能从酒盅粗

长到碗口粗，从一人高长到两三层楼高。”余

贤成说，之所以栽刺槐，还有一个原因，是刺

槐林下的魔芋很少生病。

看着槐树一天天长高，余贤成又开始忙

活，他割了荒草，斩了荆棘，翻了地，再把地里

的石头捡来铺成路。

“槐树叶又多又密，冬天掉地上，厚厚一

层，雨一淋，就成了腐殖土，用来栽魔芋，再好

不过！”余贤成说。

2021 年，余贤成领到村里免费给他提供

的 300 公斤魔芋种，把它们种到了这片林下。

“槐树林下的魔芋肯长，栽种时只有指头

大小，一年工夫就拳头大了！”余贤成说。

余贤成告诉记者，现在这 6 亩魔芋，已是

“聚宝盆”。怎么个“聚”法呢？暮秋至初冬，

用锄头把魔芋球茎挖起来，比拳头大的球茎

捡进篮子出售，比拳头小的球茎摁回土里，让

它来年继续生长和繁殖。

“一次栽培后，持续收获，不是‘聚宝盆’

是啥？”余贤成笑着说。

余贤成还在魔芋地间养了 50 桶蜂酿蜜。

“这里草木量大类多，花期长，花粉足，蜜

蜂酿蜜平均每桶年产 10 公斤蜜，百花蜜价格

也好，一公斤就能卖 160 元。”余贤成给记者

算着收入，“去年挖了 1500 公斤大魔芋，每公

斤 16 元。每年卖魔芋加卖蜂蜜的收入，就有

小 10 万元。”

近年来，岚皋县大力发展魔芋、茶叶、猕

猴桃等特色产业，不断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壮

大生态旅游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共发展猕猴桃

2.6 万亩、茶叶 10.8 万亩、魔芋 14.6 万亩，先后

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中国魔芋

之乡”等荣誉称号。

“我们要依托丰富的山、水、林资源，做好

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把生态财富转

化为经济财富，带动乡亲持续增收。”岚皋县

委书记魏小林表示。

（陈延安参与采写）

陕西岚皋发展生态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乱石地”成为“聚宝盆”
本报记者 龚仕建

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启动

本报电 （记者刘军国、董丝雨）2024 年全国古树名木保

护科普宣传周近日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启动，主题为“保护

古树名木 全民共建共享”。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古树名木保

护纪录片《不如去看一棵树》第一季，古树名木保护主题曲《古

树芳华》。

近年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同

有关部门，指导推动各地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在制度建设、资源

普查、抢救复壮、数字赋能、打击整治、文化挖掘等方面持续用

力，取得了明显成效。2022年起，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每年组织开展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

动，让古树名木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各级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和林草部门将坚持全民共建共享，充分发动科教、文化、

公益等各方力量，让古树名木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浙江省古树名木资源丰富，全省现存古树名木 27.5 万株，

柯桥区是首批开展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工作的 4 个县（市、区）

之一。近年来，浙江省出台《浙江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古树

名木认定办法》等制度规范；坚持数智保护，开发上线“古树名

木资源信息监管平台”；坚持精准保护，实施“一树一策”专项

保护行动，累计救治复壮古树名木 3.8 万株；坚持全民保护，创

新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体系，不断做实做精古树名木保护新

篇章。

本次活动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浙江省绿化与自然保护地委员会主办。

上图：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景区绿意盎

然，景色宜人。 邵 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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