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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

2005 年 8 月 15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安吉县余
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十五
年来，安吉历届县委以“两
山”理念引领高质量绿色发
展，努力把安吉的绿水青山
持续不断地转化为人民群众
的金山银山。对安吉来说，
绿水青山是最大优势，“两
山”转化是奋斗历程，成果
共享是发展宗旨，“两山”理
念所蕴含的“优势论”“奋斗
论”“为民论”，为安吉“两
山”实践提供了战略指引、
不竭动力和根本遵循。

“优势论”是安吉“两
山”实践的战略指引。安吉
的核心优势在于良好的生态
环境，十五年来，安吉县始
终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 绿 色 发
展，大力实施全方位的生态
管控制度、全链条的生态治
理制度、全覆盖的生态保护
制度，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不
断保持优势、创造优势、放
大优势，牢牢守住了县域生
态环境的“家底”。近年来，
全县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
率均保持在70%以上，空气优
良率保持在 86%以上，地表
水、饮用水、出境水达标率
均为 100%，实现了“气净、
水净、土净”。

“奋斗论”是安吉“两
山”实践的不竭动力。“两山”转化并非一日之
功、难以一蹴而就，不断做大金山银山，需要久
久为功的定力、常做常新的能力和持续攻坚的毅
力。十五年来，安吉县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高效率推进要素市场化配
置，高质量厚植绿色发展动能，高水平推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不断在不同时期赋予“两山”实
践新的内涵，切实把生态环境之美转化为绿色发
展之美。2005年以来，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10.2%，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9.6%。

“为民论”是安吉“两山”实践的根本遵
循。全力推动成果共享，就是要让生态环境种下
的“常青树”变成老百姓的“摇钱树”。十五年
来，安吉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创新社
会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惠民，积极扩大生态价
值，确保每年把新增财力的 70%以上用于办好民
生事业，着力推动老百姓共享“两山”转化成
果。2005年以来，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7034元
增加到 33488 元，增长了 4 倍多，逐步实现了

“城里乡下一样美”“ 农民居民一起富”。
今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十五年重

访安吉，赋予安吉“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胜
前进”的殷切期望。安吉全县将以样板地模范生
姿态走好新时代“两山”之路，高质量建设中国
最美县域，奋力打造浙江省“重要窗口”的县域
样本，努力成为新时代美丽中国的县域窗口。

（作者系湖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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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种植玉米、板栗，春天采松花卖
钱，就不用去城里打工了，也能在家里照顾老
人、小孩。”家住云南大理祥云县的李大姐是
村上的组长，招呼同村的人上山采松花是她的
工作内容之一。

李大姐所说的松花粉，就是我国常见的乡
土树种——马尾松和油松的花粉。上世纪80年
代，中外科学家对松花粉的保健价值进行了深
入研究，实验结果令人惊喜，但在产业化面前
却横亘着一系列技术难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的科研人员迎难而上，经过十余年技术
攻关，突破了干燥、除砂、除杂、破壁等诸多技术

难题，将新鲜的花粉变为小小的片剂，宝贵的生
态资源走出了大山送往千家万户，实现了松花
粉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发展。

技术的研发创新是松花粉价值转化的关键
因素。在烟台开发区现代化的产业园内，全自
动生产线、自动装箱机、码垛机器人等，在偌
大的车间里“埋头苦干”，零星的工人在关键
位置巡查或复核。“我们每年投入大量科研攻

关和新产品开发费用。在产品功能分析和定位
的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将资源环境优势转
化为产品优势。”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这样说。

智能化制造设备在运行时可全程自动调节
温度、速度等参数。产业园里的工人介绍说：

“每一个产品都有自己的身份ID，从配料到包
装，全程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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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问
题是‘如何转化’，本质是如何使生
态产品转化为生态资产，如何评估生
态资产的生态价值，如何使生态价值
体现为经济价值。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实
现“转化”的关键路径有五：一是自
然资源的权属界定。从“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化要经过生态产品
交易，交易的前提是产权明晰，因此
首先要确定自然资源权的属定。二是
科学核算生态产品所蕴含的生态价
值。可以采用生态产品总值 （GEP）
的核算方法，计算一定区域范围内生
态系统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的货币价
值总量，综合核算生态产品的使用价
值 （直 接 使 用 价 值 、 间 接 使 用 价
值）、生态系统最终产品、生态产品
的功能量。三是搭建生态价值和经济
价值之间的转化通道。在生态价值核
算的基础上，构建生态产品交易市

场，通过找到中间委托品 （如生态农
产品、生态旅游等），实现其从公共
品向市场品的转化，从而转化为经济
价值；四是对不能直接体现经济价值
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进行补偿。有
些生态产品和服务难以找到委托品或
市场交易载体，难以直接进行市场交
易，需要发挥政府作用进行生态补
偿，进而弥补生态产品提供的正外部
性，降低区域、企业或个人的生态环
境保护成本，提高保护意愿；五是通
过科技创新、机制保障、共同参与来
实现生态价值的提升，从而提高社会
整体福祉。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
明，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
可以使“污水荒山”变成“绿水青
山”，进而成为“金山银山”，因此创
新机制可以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的双重提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
机制的核心是市场交易机制、政府规

制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和社会参与机
制。市场交易机制关键在于建立生态
经济体系，实现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
态化的结合。探索生态价值核算机
制，解决定价方法和定价机制问题，
为产权制度和价值转化奠定基础。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加快培育资源环境市场交易体
系，推动环境信用市场的完善，建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资
产保值增值。着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资源资产
化、资产资本化；政府规制机制关键
在于既遏制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又
彰显优质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综合
利用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两类环
境规制政策，实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
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一致。加
大监管执法力度，遏制污染存量，倒
逼绿色转型。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推动部门齐抓共管、发挥合力。

特别注重将绿色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
经济的重要支撑，促进科技创新与制
度创新的耦合；生态补偿机制要推动
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的结合。对具有
显著公共物品属性的部分，要加大政
府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力度；对
于可能进行生态产权界定的部分，要
着重探索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的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的核心
特征是在全社会自愿参与的基础上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全社会生态文明理
念的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参与程度的
提高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长期基础，是保住“绿水青山”存量、
加大“绿水青山”增量、倒逼经济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提高“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转化率的根本保证。

（作者系中
共中央党校社会
和生态文明教研
部教授）

连片现代化大棚中，灵芝造型各异，
火龙果硕果累累；远处百亩荷塘里，流水
潺潺，荷花盛放……这里是福建省南平市
浦城县“十里莲塘”田园综合体的缩影。山
桥村作为“十里莲塘”田园综合体的核心区
域，近年来不仅村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村集体收入也从 2015 年的 9 万元
增加到2019年的39万元，一方绿水青山真
正成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山桥村自古以来盛产大米，素有“谷
满山桥”的美誉。然而随着年轻劳动力的
流出，村子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过去，
每一户守着自己家的几亩地种稻，土地不
愿意流转，在村里赚不到钱就出去打
工”，山桥村党支部书记徐芳忠说。

如何唤醒农村沉睡的自然资源，释放
更多的生态红利？山桥村由村集体牵头流

转土地，形成集中连片优质资源包，引入
福建晓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二次流
转和高水平开发运营。在生产方面，建成
高标准智能温控大棚 9 栋 100 余亩，实
现了绿色种植；在经营管理方面，创新

“政府+公司+加盟商+农户”模式，晓禾
农业与加盟商按照“经营管理与运输销售
合理分工、产值实行二八分成”的原则，
引进 8 家加盟商入驻，种植圣女小番茄、
草莓、台湾礼品瓜、百香果、火龙果等30
余种果蔬，形成“一栋一特色”。通过公
司控股，村集体持股，村民配股的方式，
推动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民。

“现代化智能温控大棚中种有草莓、
西瓜、火龙果、郁金香等不同气候条件下
的果蔬花卉，让游客一年四季都可以体验

采摘的乐趣。”福建晓禾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祖
力说，工业化大棚为农业发
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打造
出了果蔬花卉应有尽有的

“田间超市”。陈祖力为村民
算了一笔增收账：每年每亩
土地流转租金 750元，企业
每年大约支出工资 100余万
元，村民可以在家门口打
工。

“村民的观念在晓禾农
业的带动下发生了转变，他
们开始抱团在土地上发展产
业。”徐芳忠介绍说，返乡
创业的“新农人”在村里先
后成立了中草药种植、果蔬
采摘、红糖制作等十几家农
业专业合作社，让农业强了
起来。“我们的稻田里不仅
种植水稻，还养殖稻花鱼，
尝试鱼稻共生的立体养殖模
式。此外还通过菜稻轮作的
模式，在水稻收割结束后种
植油菜，让冬闲田不闲，进
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也在

农闲时间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增
加收入。”

除发展现代化生态农业之外，山桥村
还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结合当地绿水青
山、人文历史优势打造特色景点、推动农
旅结合，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来、留下
来。废弃水渠成为玻璃观光栈道，机耕道
改造成了彩色生态漫道，引进彩色大米品
种构建水稻田园图案，打造大型水稻生态
种植观光主题公园……2019 年，“十里莲
塘”田园综合体吸引游客 35 万人次，实
现村集体增收30%，村民增收510万元。

正是在村集体、企业和农户的合力推
动下，山、水、林、田等分散化资源得以整体
性保护和集约性开发，山桥村独特的资源
禀赋带来丰足的物产、丰富的美景和丰厚
的效益，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动样板。

将生态美转化为发展美发展美
李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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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松花 一条绿色产业链
李宏伟

一朵松花 一条绿色产业链
李宏伟

浙江安吉县景色宜人，雨后常常是云雾缭绕，美不胜收。
周建强摄 （人民视觉）

“十里莲塘”田园综合体的油菜花。 王睿钦摄

四川南溪骑行爱好者在环长江生态综合治理绿廊骑行。罗 平摄 （人民视觉）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发展香菇大棚种植、民
宿旅游等经济产业，村民彻底告别了贫困。图为村民在
拍摄社交媒体视频。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发展香菇大棚种植、民
宿旅游等经济产业，村民彻底告别了贫困。图为村民在
拍摄社交媒体视频。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