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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已至，正是天高云淡。白河水潺潺流
淌，映照着北京延庆的青山绿水，补给着周边
京冀两地的水库。从高空俯瞰，这一定是一幅
美丽的山水画卷。放眼全国，这样的画卷还有
很多，它们连缀成一幅“锦绣中华图”。

这是中国各地开展生态保护带来的“红
利”。15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巨轮乘风破
浪，绘就美丽中国的宏图。

绿染华夏南北

交出亮眼生态“答卷”

几十年前，甘肃兰州人都熟悉这样一句
话：“皋兰山上一棵树，白塔山上七棵树。”“8
棵树”里藏着兰州人的辛酸与无奈。兰州地处
黄土高原，降水稀少，蒸发量大，“种一棵树比
养活一个娃还难”。上世纪50年代起，兰州市每
年都组织机关干部上山植树造林，几十年来造
绿不辍。森林面积 287.39 万亩、森林覆盖率
15.5%，兰州市 2019 年底交上的这份生态“答
卷”着实亮眼。

这是中国持之以恒建绿、增绿的一个缩影。
在“最中国的一座山”——秦岭，每到春

季，陕西宝鸡都会开展声势浩大的植树活动，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秦岭北麓增绿。目前，位于
秦岭北麓中段陕西省周至县境内的秦岭国家植
物园，园区森林覆盖率已达 95%，成为秦岭北
麓自然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最好和最丰富的
区域。

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沿岸，造林绿化一
直是沿江各省区市开展长江大保护中重要的一
项。近日，江苏省已提前完成 2020年在长江两
岸造林绿化 5000 亩的目标任务，江岸“颜值”
又提升了。

而在曾经的生态脆弱之地，今昔对比更加
鲜明。横亘陕西、内蒙古、宁夏三省区的毛乌
素沙地，已有1200年“沙龄”，如今，在它的腹
地，绿色已成主色调；在甘肃古浪八步沙林
场，40年前，这里茫茫黄沙、一片荒芜，沙漠
以每年7米多的速度向南推移，周边3万多群众
被逼离开家园，如今，不仅“人进沙退”成为
现实，林下经济、旅游观光等也发展得红红火
火；在内蒙古库布齐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人
们种草、种树、治沙、治水、修复土壤，不仅
让沙漠绿起来，也让生态环境逐渐恢复……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中国各地
持续进行的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生态文明
建设，让华夏大地上的绿色版图不断扩大。中
共十八大以来，全国共完成造林约7.8亿亩。卫

星监测数据表明，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
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
首位。这是为世界所赞叹的中国经验，也是中
国的“绿色名片”。

奏响发展新曲

“推倒高烟囱，开起大花篮”

2019 年 5 月 20 日，山西太原迎宪焦化集
团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铸造焦的焦炉熄火关
停，在清徐县城东北门户耸立 17 年之久的高
烟囱也同步开拆。与此同时，清徐县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的系列工程之一花篮公园同时
开园。“推倒高烟囱，开起大花篮。”这是新
旧发展动能的主动切换，其背后是地方政府
发展观的深刻变革。

在“两山”理念诞生的浙江，向绿色经济
转型发展的新序曲已经奏响。

位于浙苏皖三省交界处的煤山镇，是浙江
省唯一的产煤基地，曾以煤为名，也因煤而
兴。2013年，最后一个矿口被封闭，煤山镇靠
开采资源发展的历史结束了。高耗能与高污染
的老路不能再走。腾笼换鸟，煤山镇开启了新
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
兴绿色产业发展之路。昔日的长广煤矿旧址
上，一座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

“呼伦贝尔草原太美了，随便一拍都是‘大
片儿’！”8月上旬，王蓓娜和朋友一起，从北京
自驾来到呼伦贝尔，这里四处散发的绿色生机
与活力让她们惊叹。这片大草原的魅力远不止
自然风光。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激励着草原人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上奋勇前行。陈巴尔虎旗地处呼伦贝尔大草
原核心腹地，通过富集的草原生态资源打造现
代化草产业，同时凭借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和
独特的冬季冰雪资源，打造汽车冬季试验试驾
产业，走出了一条既符合产业发展要求，又具
有草原特色的新兴产业化道路。

探索永无止境

“环境能不能入股，能有多大收益？”

8月15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提出1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浙江安吉召开。站在
这一历史节点上，如何进一步实践这一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事关长远。

“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已经迫
在眉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表
示，要让生态环境与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
要素一样，成为现代经济体系构建的核心生产要
素，让生态产品成为老百姓美好生活品质的重要
组成，逐步将生态产业培育成为“第四产业”，成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

理念最大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有些地方已
经趟出了一条路。

“待在这绿水青山里，过得就是向往的生
活。”看着浙江桐庐的美景，来自江苏南京的游
客傅罗舍不得走。桐庐县白云村大力开展农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 村 庄 环 境

“靓”了，村民搞起生态旅游。随后，大企业看
中这里的好环境，也来了。

“环境能不能入股，能有多大收益？”村里
凭借生态环境入股招商引资项目。“仅40年期项
目分红便可获 1000 万元收益，这些收益 50%属
于村集体，50%分配给居民。”桐庐县白云村党
委书记林雪标说，村集体和村民收入都增加
了，白云村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蒙阴县是山东省第一个国家“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绿起来后，如何富起
来、美起来，蒙阴县通过发展“生态+”“旅游+”

“文化+”“互联网+”等新业态，构筑“农业新六
产”，实现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耕变体验，
让百姓实实在在获得“生态红利”。

年轻一代则尝试着当“新农民”，以更好地挖
掘当地的生态价值：手机是新农具、数据是新农
资、直播是新农活。季小飞每晚7时都会准时直
播，“上周，我一晚卖出2000多箱桃子。”季小飞激
动地说，“我们这里生态好，桃就好，有了互联网，
销路更好了。”在依循“两山”理念发展起来的中
国乡村，像季小飞一样的年轻人将是未来乡村振
兴的中坚力量。

左图：8月13日清晨，湖南省资兴市小东江
上，一艘小船行驶在水质清澈的水面上，为游客
展演“撒网捕鱼”。 郭立亮摄 （人民视觉）

中图：8 月 15 日，游客在浙江温州永嘉楠
溪江乘坐竹筏漂流。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右图：在陕西神木锦界镇圪丑沟村，人工林
覆盖了曾经的荒漠。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织 就“ 锦 绣 中 华 图 ”
——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15周年之际（下）

本报记者 尹 婕 方 敏

博茨瓦纳是一个干旱的内陆国。7 月的一
天，博茨瓦纳农业部部长迪克洛蒂询问环球广
域传媒集团总裁、旅非侨胞南庚戌：“沙漠里能
种什么？怎么种？中国是怎么做的？”

“可以先用‘草方格’固沙，再种些耐旱植
物。”南庚戌脱口而出。

南庚戌详细讲解着治沙方法，迪克洛蒂啧
啧称赞。“这些方法是我在几篇报道里看到
的。”南庚戌微笑着说。

南庚戌所说的，是本报近期推出的“生态
治理的中国奇迹”系列报道。6月10日至8月13
日，本报推出 28 期报道，用生动、鲜活的故
事，展示了中国的“颜值”与“气质”，在海内
外引发热烈反响。

找到了“追剧”的感觉

最近，朱仁斌找到了“追剧”的感觉，不
过，这个“剧”不是电视剧，而是“生态治理
的中国奇迹”系列报道。

朱仁斌是浙江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党委
书记，也是系列报道中的一位故事讲述者。“这
组报道在我的朋友圈里‘刷屏’了，我是追着
读完每一篇文章的。”朱仁斌说。

安吉县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童师祥也是
这组报道的忠实读者，他说：“文章既有思想高
度，又有故事性，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

读完阿拉善林业人防沙治沙的报道后，内
蒙古阿拉善左旗沙产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许小珊内心充满感动。文章里出现的是她的
身边人、身边事，“在生态脆弱地区植树造林，
实属不易，报道真实感人！”

在大洋彼岸，傅昊也是这组报道的“粉
丝”。傅昊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家大型银行担任资
深投资理财顾问。他平日很忙，较少有时间深
度阅读文章。傅昊最初被系列报道的精美配图
所吸引，于是，他决定读一读文字。读完后，
傅昊收获颇丰，“我来加拿大10年，中国很多地
方的生态环境居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南庚戌同样收获了很多，他不只是了解到
了“草方格”治沙，还有“绿锁沙海”的毛乌
素、“绿色接力”的塞罕坝……“这组报道是

‘生态秘籍宝典’，有了它，我跟外国官员交流
时底气更足了。”南庚戌说，“全球1/4新绿来自
中国，这是怎样的中国贡献！”他的言语里充满自豪。

除了自豪，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昊还读到了乡愁：“报道
用一个个平凡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忠实记录下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
足迹，勾起了海外同胞深深的乡愁。”

激起了更大干劲儿

“爸，这报道里说的林子，不是你跟林场伯伯们种下的吗？”
6月 15日，陕西榆林国营小纪汗林场场长罗向军，收到了儿子罗腾淇

转发的一条报道链接。当天，本报刊发了榆林茫茫沙海变绿洲的故事。儿
子很少问及治沙造林的事，这次竟主动询问，罗向军感到了意外之喜。

报道很快在榆林林业系统内传开了。靖边县林业局贾治鹏专门收藏了
一份当日的报纸。“我要留给娃娃读一读，让他知道毛乌素曾经的样子，让
他知道一代代人的付出。”贾治鹏说。

造林人向来行胜于言、埋头苦干。罗向军说：“有时连家里人都不理解
自己。报道把咱林场人的努力都写出来了！”

6月 27日，本报报道了甘肃庄浪县修梯田的故事，这让庄浪县水保站
职工王沛深受鼓舞。作为年轻人，他并未经历过梯田修筑，但是，从报道
中，他读到了一种精神。“这种天不怕地不怕、誓叫荒山披绿装的精神，将
激励一代代人不断奋斗。”王沛说。

最近，徐杨成了圈内的“名人”。他是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员
工，系列报道中写了他操控无人机查溯沿海排口的故事。文章见报后，很
多人称徐杨为“科技治污小能手”。

徐杨说，“奋战在一线的环境科技人员数不胜数。这次报道对我来说既
是鼓励也是鞭策，今后工作更有干劲儿了！”

成为了一张新名片

天津、陕西、江苏盐城、广西北海……这两个月，不少地方的官方公
众号发文时，都使用了这样一个开头：“头版+整版！”

6月26日，“盐城发布”写道：“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整版！报道盐城
湿地保护，向世界展示黄海湿地上创造的‘生态治理的中国奇迹’。”网友
们留言说：“一直热爱着家乡”；“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值得全世界
欣赏和品味”……

那几天，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员吕士成，经常收到外地
同行发来的信息。“都是看到对盐城湿地的报道后，来点赞的。”吕士成说。

在天津，系列报道中的 《治好一河水，“甜”了一座城》 被 《天津日
报》《今晚报》全文转载，广播电台播发，“津云”App置顶推荐。

在陕西，系列报道中的 《“绿进沙退”看榆林》 被 《陕西日报》 全文
转载，西部网重点推荐。

在云南西畴县，这组系列报道成了当地一张新名片。8月 11日，国务
院扶贫办调研组来到西畴县，当拿到介绍资料时，他们发现，有两篇报道
被放在了显眼的位置。这两篇报道正是本报系列报道中的两篇。

西畴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这两篇报道阐明了石漠化地区生态建
设和脱贫攻坚之间的深刻关系，有理念、有故事，可以让调研组一目了然
地了解“西畴精神”。

不仅在被报道地火了起来，这组系列报道还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
新闻网等网媒转载，取得良好的二次传播效果。

（本报记者 潘旭涛 王俊岭 贾平凡 叶子 张一琪 李婕 孙亚慧 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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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8月15日电 （记者窦瀚洋） 15 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15周年理论研
讨会在浙江安吉县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和有关负
责人就“两山”理念的实践成果、时代意义等进
行研讨，并对进一步实践提出建议。该理论研讨
会由浙江省委主办。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部教授赵建
军认为，“两山”理念是协调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和
生态保护的重要方法论。

浙江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表示，
“两山”理念的践行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
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硬核”。
“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已经迫在

眉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金南表示，要让生态环境与劳动力、土
地、资本、技术等要素一样，成为现代经济体系
构建的核心生产要素，让生态产品成为老百姓美
好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

与会专家认为，浙江15年的实践证明，“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符合客观规律、顺乎民
意，是与时俱进的发展观、财富观和价值观，是
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指导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提出 15 周年理论研讨会召开

绿海绵延，满目滴翠，山清水秀，凉爽宜人，
盛夏的右玉风光正好。

曾经的山西右玉，全然不是这般模样。“白
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风起黄沙飞，十年九
不收。”广为人知的顺口溜，道出了右玉的脆弱
生态和发展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右玉打响脱贫攻坚和生
态治理战役，成为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生态羊，树起金字招牌

高家堡乡西窑头村村民王悦，养了大半辈子
羊，收入一直上不去。现如今，他和老伴在祥和岭
上集团公司的生态牧场务工，“吃有食堂，住有宿
舍，不比过去辛苦，一年收入7万元。”

养羊的方式，也跟从前大不相同。过去是赶
到野地里，让羊自己找食。现在不一样，1.2万亩
的荒地建成了牧场，人工种植的灌木、乔木到处

都是，既能保持土壤水分，又能促进牧草生长。
祥和岭上集团董事长张宏祥说，为解决冬

储饲料问题，公司还流转了6000亩地专门种植
牧草，“要走生态养羊的路子，打好生态这张
牌。”依托好生态，右玉羊肉获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认证，树起了生态羊的金字招牌。

“金果果”，致富一方百姓

牛心乡海子洼村村民邹海军，靠着采卖沙
棘果，去年收入近4万元，一家人告别贫困。

邹海军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身体不
好，原本日子过得紧巴。这些年，当地沙棘加
工产业兴起，让邹海军有了增收新门路。

“野生沙棘是右玉生态的‘晴雨表’，一到夏
天漫山遍野全是绿色，如今我们把这种绿色转化
成‘金色’，让沙棘果成为百姓致富的‘金果果’。”
指着一片沙棘林，右玉沙棘研究所所长曹满介
绍，“右玉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一般的经济

林树种生长期长，但沙棘是个例外。”
目前，右玉已发展起12家沙棘加工企业，每

年加工沙棘果七八千吨，产值达到2亿元左右。

旅游兴，乡村焕发新颜

出右玉县城，向西北一路行进，抵达杀虎
口风景名胜区境内的马营河村。东西走向的马
营河与南北走向的苍头河在此汇合，长城和历
史悠久的雄关杀虎口，共同构成这里独特的自
然生态和人文历史景观。

正是游客多的时候，村民朱美丽一天忙不
停。她曾是马营河村的贫困户，2017 年脱贫。
2018 年 5 月，看到村里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她也
改善环境、收拾屋子，开起了农家乐。没承想，光
顾的游客真不少，5个月忙下来赚了将近3万元。

带着朱美丽和乡亲们发展旅游的，是现任村
党支部书记朱义。他是马营河村人，2018年退休
回乡。组织成立旅游合作社，吸收村民为社员，
马营河村走市场化的路子，为发展生态旅游搭建
平台。“从2018年至今，我们共接待游客6万多人
次，给村里带来了近70万元收入。”朱义介绍。

坚持不懈植树造林、防沙治沙——

右玉如今风光正好
本报记者 刘鑫焱 乔 栋 董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