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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蝶变

夏日的南太湖畔，山水交融、
湖山相映、有“明月”相伴。在湖
州市南太湖畔，记者被眼前这幢
高102米、宽116米，有着指环型
独特外观的月亮酒店所深深吸
引。据了解，这座建筑就是远近
闻名的“明月”。

在此散步的当地市民张先生
告诉记者，这个建筑还有“太湖明
珠”的别名，是南太湖的地标建
筑，不少当地人都喜欢茶余饭后
来此散步或者运动。

走访中，南太湖的第一批建
设者、原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旅
游发展局副局长李东民向记者
回忆，过去水泥厂、造纸厂、印染
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还立在湖畔
未搬迁，农业面源污染和渔民生
活面源污染也尚未彻底整治。
同时，南太湖沿岸也未立足滨湖
优势进行生态景观建设，荒滩遍
地、芦苇丛生。尽管拥有64公
里太湖岸线的湖州因湖而生、以
湖命名，但那时湖州人却自嘲是

“身处太湖不见湖”。
2007年3月，湖州市召开第

六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现代化
生态型滨湖大城市”的城市定位，
全面拉开南太湖治理保护与开发
建设的序幕。其中，湖州影视城、
月亮酒店、黄金湖岸景区等一批
精品项目相继建成。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2018

年，湖州发布新一轮城市总体规
划，提出打造生态样板、绿色智
造、滨湖旅游、现代智慧、枢纽门
户、美丽宜居等“六个城市”，以绿
色为底色，以全域美丽为目标，重
构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协
调的空间体系。

2019年6月2日，湖州南太
湖新区应运而生，这既是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之一，也是浙江省大湾区建设确
定的“四大新区”之一。

这片由原太湖旅游度假区、
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组成的区
域，承载着绿色发展的新期待。

“度假区生态资源丰富，经开区制
造业基础好，整合后能实现优势
互补。”湖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
姚骅说。

据了解，南太湖新区成立以
来，聚焦生态赋能，高标准践行

“新理念”，致力于在全国树立都
市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实践的示范样板。它在布局上
充分发挥生态和产业的叠加效
应，将225平方公里区域重新划
分为48个功能单元，其中生态休
闲、宜居生活单元占比近50%。

“南太湖新区高标准打造了
生态绿廊示范带，完成了西塞山
路、湖山大道、弁山大道景观绿道
建设，稳步推进长兜港岸线综合
整治、长东南片四漾景观工程。”
南太湖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俞子娴表示，为进一步彰
显美丽新城的魅力，接下来，还要
有序推进老城有机更新、产业园

区建设，大力提升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高分通过文明城市复评
迎检，并高品质建设公共服务配
套，为人们打造一个宜居的滨海
城市。

绿色发展释放新活力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的提质增速，湖州在融入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深度改变着湖州；国家战略的
导入，使得生态红利、绿色福利在
湖州不断释放。国家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全国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
范区、宁杭生态经济发展带等一
批重大战略汇聚湖州，提升了湖
州城市发展能级，增强了湖州经
济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湖州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催
生了城市发展的新动能，还点靓
了美丽宜居的南太湖。

作为太湖流域的上游，湖州
常年提供了40%的入太湖自然
径流量。俞子娴介绍，为将南太
湖建设得更好，已全部关停了太
湖沿岸5公里范围内不达标污染
企业，全面完成了13个行业转型
升级任务，整体动迁常年生活在
太湖上的渔民入岸，入太湖断面
水质连续 13年保持 3类以上。

“为长三角地区构筑了一道安全
屏障，也为全国大江大河的流域
治理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有益经
验。”俞子娴说。

不仅如此，湖州正努力把生
态环境的优势转化为绿色产业
的发展优势，一片片“好山水”变
成了一个个“聚宝盆”。绿色发
展指数了连续三年列浙江省前
3，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66∶
1，成为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
区之一。

湖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构
筑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开放
格局，未来更要围绕长三角区域
中心花园和绿色发展高地的定
位，参与上海“1+10”同城化都市
圈、宁杭生态经济带建设，推动湖
州绿色发展站上更高台阶。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
色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基
础和金融支持。值得一提的是，
湖州自2017年6月23日获批建
设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以来，构建了绿色金融体系，
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湖州特色的
创新与实践。

湖州有关部门编制了全国首
个绿色金融发展五年规划，每年
投入财政资金10亿元，将绿色信
贷业绩纳入MPA，建立绿色银
行监管政策，合力推进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比如，湖州银行推出
“园区贷”产品，为湖州市吴兴区
砂洗城园区建设和园内企业生产
经营提供贷款，不仅帮助园区实
现了统一供能和污染排放处理，
也促进了传统小微企业入园集聚
和转型发展。

据测算，小微企业入园前后
对比，每年可减少污水排放100
万吨、节电1300万千瓦时、减少
烟尘排放12.6万吨。目前，“园
区贷”模式已复制推广至全市36
个小微园区。

谈及未来发展时，该市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湖州打造
成绿色金融改革示范地、创新策
源地和推广主阵地，为建设“重要
窗口”的示范样本提供更强的金
融支撑，为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发
展创造更多的“湖州经验”。

形成“三位一体”的
生态文明制度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市在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领域先行先试、长
期探索，形成了立法、标准、体制

“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
据悉，这一体系包括生态文

明“1+N”地方法规体系、生态文
明建设标准体系、生态文明八大
领域体制改革等。

为深入践行“两山”论理念，
湖州于2016年出台了首部实体
法《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条例》。

记者了解到，湖州取得的主
要成效有：“区域环评＋环境标
准”改革顺利完成、生态文明标准

化建设成效明
显、绿色制造评
价体系不断完
善、环境保护公
益诉讼制度逐步
健全、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试
点经验得到推
广、国有森林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
积极探索。

根据相关数
据资料显示，其
制定了《湖州市
绿色智能制造区
域评价办法》，发
布绿色智能制造
区域评价报告，
全面开展绿色工
厂创建，全市认
定星级绿色工厂
1392家，新增国

家级绿色工厂 20 家（占全省
50%)、国家级绿色工厂总数达到
26家，位居全国前列；并且湖州
开发区成为浙江省唯一新增的国
家级绿色园区。

在湖州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办
公室副主任、湖州市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郑云华看来，推进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需要重视规划设计，
需要促进“两山”论转化，还需要
积极试点探索。

湖州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促进“两山”论转化的实践证明，
环境保护与财富增长并不对立，
而是可以相互转化、互促共进的。

“体制改革需要从有助于处
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入手，找到规范自然资本增值与
环境改善良性互动的新模式，让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
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的支撑点，让绿水青山源源不
断地淌金流银。”郑云华表示。

不仅如此，“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涉及方方面面，最关键的是通
过不断探索创新、固化试点成果，
加快构建起促进绿色发展和绿色
生活的约束与激励并举的制度体
系，健全完善价格、财税、金融等
经济政策。”郑云华说，湖州的环

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
罚重惩等法律法规，部门联动执
法、生态环保公益诉讼等监管机
制，领导干部任期生态建设责任
制等考核制度，都为全国提供丰
富的地方经验、地方样本。

产业结构再升级，
“两山”论转化显成效

生态是湖州最大的优势。多
年来，湖州开展多轮整治，关停并
转企业1.66万家，腾出低效用地
3.9万亩，其中蓄电池企业从225
家减至16家。为守住生态底线，
湖州还累计否决500多个不符合
环保要求和产业导向的项目，涉
及投资800多亿元。

有专家认为，之所以湖州短
短时间里能够展现新面貌、拓宽
新规模，就在于当地政府将淘汰
落后与培新育强统筹推进，以新
项目的引进倒逼旧产能的退出，
实现新旧动能精准转换。

低端的清出去，高端的“长”
出来，以环境保护倒逼产业转型
的效应显现：天能、超威这样产值
超1300亿元的“庞然大物”在长
兴县崛起；高端水泥、精细建材等
高附加值产品在绿色矿山中产
出；太湖边的水泥厂和印染厂，通
过改造变为时尚影视城……
2019年，湖州被国务院评为全国
14个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
显的城市之一。

眼下，立足生态优势，湖州正
在打造以绿色、智造为导向的高
质量现代产业体系，以重塑产业

形态、提升发展品质。
南太湖畔，投资251亿元的

大型旅游综合体“太湖龙之梦”落
地。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集聚了酒店、游乐、
演艺等产业，几乎涵盖全部旅游
业态。“去年下半年试运营以来，
累计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乐
园副总裁柳九邦告诉记者。

正在建设的万亩千亿元大平
台，成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转化的主引擎，给人们带来更
多遐想。

从城区车行10分钟，到达弁
山脚下的生物医药产业园。这片
2.14平方公里的土地过去是废弃
矿山，在生态修复基础上，被规划
为现代化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绿
水青山和集聚平台的魅力，吸引
数十家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高
端企业和研发团队入驻。

搭建一个平台，壮大一个产
业。目前，湖州正在建设新能源、
绿色家居、休闲旅游等11个万亩
千亿元新产业大平台，重点承载
百亿级、千亿级以上重大产业项
目，已引进吉利新能源汽车、合丰
泰超薄玻璃基板、天安云谷等20
多个百亿级项目，一个个现代化
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数据显示，湖州的产业结构
已从纺织、建材等传统产业为主，
向信息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兴产
业为主转变，绿色发展指数连续
多年居全省前列。湖州市经信局
负责人说：“事实证明，生态效应
可以转换成经济效应，还能放大
经济效应。”

“水下森林”建设，
鱼翔浅底美不尽收

湖州作为太湖最重要的入湖
来水地，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护美一方山与水。2016年
11月，太湖溇港成功入选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名录。湖州加强了对
片区内保留的传统文化村落大钱
村的保护整治提升，实施水系及
圩区整治工程，构建蓝绿交织的
滨水景观生态系统，形成南漾塘、
北溇港的特色景观格局。

为筑牢“生态长城”，湖州开
始在太湖里种芦苇。2019年 2
月，湖州当地决定在5.13公里太
湖湖岸线补种芦苇，补种面积
1.27万平方米。同时，积极发动
社会力量，由市民认捐其中近
2800平方米太湖芦苇带。

一叶扁舟，湖水清澈见底，湖
内的各种沉水植物蓬勃生长，水
草摇曳、鱼翔浅底的美丽画卷正
缓缓铺开，这是备受关注的湖州

“水下森林”。
据了解，“水下森林”通过水

生植物、水生动物的构建，可遏制
河道富营养化现象，可实现生态

系统良性循环，恢复自净与修复
能力。

目前，湖州市德清县在洛舍、
阜溪、新市、下渚湖、乾元等地建
成5个村级“水下森林”，种植沉
水植物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

为加快推进“环下渚湖板块”
旅游格局建设，德清县下渚湖街
道在环湖绿道旁的水域里打造多
个“水下森林”。通过种植水生植
物净化水体环境，让下渚湖变得
岸青水绿景美。

不仅如此湖州在南太湖新区
持续实施太湖岸线综合治理、污
染源整治、渔民居住上岸、生态修
复、基础设施配建等五大工程，入
太湖水质连续12年保持Ⅲ类以
上标准，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变
得优美。

此外，以治水、治气、治矿、治
城乡环境等突出问题为突破口，
坚持科学治理、全民治理和依法
治理，全域消灭了V类和劣V类
水质，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PM2.5 值成为环太湖地
区最低的城市。实现了美丽浙江
建设考核“九连优”，七次夺得“大
禹鼎”佳绩。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位于苏杭中央、太湖南岸的浙江省湖州市，是中国唯一以湖命名的城
市。这里不仅有温婉灵秀的城市建筑，也有绿色萦绕的城市风光。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州市委、市
政府把生态文明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16年前，诞生在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给予这方山水美丽颜值，更赋予精神内核。现如今，一路走在全国前
列的湖州，其主打的“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城市品牌日益完善，享誉全国。

为了了解湖州如何践行“两山”论？如何高质量发展城市经济？2021年6月18日，中国城市
报记者首站来到湖州余村。梅雨时节，记者站在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字样的石碑前，置
身于山雾间，烟雨绵绵、青灰色的山脉在绿植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秀丽，一幅充满生机、灵秀、诗情
画意的生态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已成为湖州乡村的常态。不仅如此，近些年，湖州将这份美丽向城市延
展和升级，2021年，湖州市政府开始打造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城市。

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以来，湖州就曾获得“国家森林城市”“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全国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全
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荣誉称号。多年来，在“两山”论指引下，湖州探索走
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保障制度化的绿色发展之路，形成了推进“两山”论转化的湖州
模式“十法”，取得了较好成效。站在“十四五”新起点，湖州的生态文明又会呈现出哪些新面貌？

湖州市湖州市：：先行示范先行示范““两山两山””论论 美丽中国好样板美丽中国好样板

▲湖州市西苕溪长兴县和平镇横山村段水面如镜，一列船队缓缓驶过。项项飞飞摄

▼湖州市莫干山洋家乐风景如画。谢尚国谢尚国摄

▲湖州市南太湖畔的月亮酒店。沈勇强沈勇强摄

▲建设“水下森林”净水质，筑牢南太湖“生态长城”。谢尚国谢尚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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