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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治污
宜居环境人气旺

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口立有一块
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10个大字。这块石碑，见证
了余村乃至整个湖州生态文明建设历
程。

位于余岭脚下的余村，曾因自办水
泥厂、开采石灰岩繁盛一时，但村民也
因此承受着环境污染带来的恶果。
2003 年起，余村人痛定思痛，关停了矿
山和水泥厂。

得知这一情况后，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给予高度评价：下
决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正是这句
话，在关键时刻坚定了余村人治理环
境污染、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的决心和
信心。

矿山被关停，溪水变清了，天空明
朗了，村里旅游业慢慢兴盛起来。当年
村民潘春林举债办起的第一家农家乐
“春林山庄”，如今已成为当地知名的连
锁品牌，日接待游客逾百人。
“卖风景不但环保还能赚钱，绿水

青山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回顾这几
年的致富之路，潘春林颇为感慨。
“有问题，找河长！”在当地水利部

门，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
2008年，浙江省在长兴县开展河长

制试点，后来又推行到太湖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中。2013 年，当地出台了“河
长制”实施方案，在全省率先实现整市
推进。目前，湖州已建立市、县（区）、乡

（镇）、村四级管理网络，建成了“河长
制”管理信息化系统，实现了巡河轨迹
实时化、巡河日志电子化。

得益于这一做法，去年湖州打赢了
首场剿灭劣V类水战役，1752个挂号问
题小微水体全面完成整治，成为浙江第
一批通过验收的城市。

保护绿水青山，打造宜居乡村。
2014年，湖州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化、资源化处理试点，摸索出“户集、
村收、乡镇运、县区处理”的农村垃圾收
集处理模式。截至去年 8月，全市 492
个行政村完成了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
备建设，占比达 58％。记者在长兴县泗
安镇的垃圾分类处理中心看到，2台微
生物处理设备将收集的厨余垃圾加工
成了有机肥料。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
有机肥料将免费供给农户，以实现生活
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宜居的环境，满足了人们的美好生
活向往。仅 2017年，湖州旅游业就接待
游客 49.8万人次，同比增加 34.7%，直接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27.9%，成为经济与
生态互融共生的标杆。

�产业升级
绿色发展聚财富

“晴天一片灰，雨天一路泥，远观像
大雾，近看满身土。”这是石料开采加工
企业给外界的普遍印象。而记者走进
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看到的却是郁郁
葱葱的绿树，以及点缀其间的瀑布、喷
泉、凉亭，仿若置身公园之中。

走进公司矿区，记者远远望见一个

外形像蒙古包的“庞然大物”，五六条输
送带从不同方向汇集于此。工作人员
介绍，在这里，一块石头从粉碎、加工、
筛分、冲洗再到输送、装船，全部都要通
过这些密闭的输送带运输，而且输送带
里安装有喷淋和吸尘系统，大大降低了
粉尘和噪音污染。

这种产业模式仅是湖州产业升级
转型的一个缩影。

当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产生冲突
时，如何取舍？面对这道时代考题，这
几年，湖州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和工业
转型相结合的新模式。去年，出台全国
首个《绿色工厂评价办法》《绿色园区评
价办法》，实现对企业、园区绿色发展成
熟度星级评价和分级管理。目前，全市
6家企业成功列入工信部绿色工厂示范
单位。

此外，为加快高耗能重污染和“低
小散”企业淘汰力度，还专门出台企业
分类综合评价办法，对企业用能、用水、
用地、排污和财政支持等实行差别化配
置改革。去年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
降8.5%，淘汰“低小散”企业3058家。

浙江天能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循环
经济产业园，有国内铅蓄电池行业唯一
一条集回收、冶炼、再生产于一体的闭
环式绿色智能产业链。记者走进该产
业园的车间看到，借助智能化的生产模
式，这里被打造成一个“无人工厂”。该
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介
绍，这里年处理废旧铅蓄电池达 40 万
吨，相当于“消化”掉浙江省 70%的废旧
电池。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作
为“中国制造 2025”试点城市，湖州着力
打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限制高能

耗重污染企业发展，经济非但没有陷入
低迷，反而因一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焕
发了新生机。仅去年，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就达 902.8亿元，同比增长 8.7%，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

尝到了甜头的湖州，发展的方向更
加明确了。下一步，他们将按照《湖州
市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行动三年计
划》，着眼打造“绿色制造名城”，把“互
联网+”“机器人+”“标准化+”“大数
据+”的融合应用作为传统制造业转型
的重点方向，进一步健全绿水青山转换
金山银山的路径机制。

�制度保障
生态环保蓄底气

2014 年 5 月，湖州市成为全国首
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3 年
多来，为变“一时美”为“长久美”，湖
州市在建章立制上做了积极的探索与
尝试。

他们将“绿色 GDP”纳入地市综合
考核体系，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指标之一
成为考核内容。2014年，生态文明建设
内容占县、区党政实绩考核比重达 30%
以上，2017 年达到 35%以上。此外，还
结合生态环境考核结果，做好生态补偿
工作，建立实施了水源地保护生态补
偿、矿产资源开发补偿及排污权有偿使
用和交易等制度。

与此同时，湖州还加强了生态立
法。2015 年 7 月，获得地方立法权后，
湖州就探索用法治手段保护生态环境，
颁布了《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条例》，从规划建设、制度保障、监督
检查、公众参与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保护
作出具体规定，并将每年的 8月 15日确
立为全市生态文明日。

2015 年，湖州市就承担了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国家试点
任务。试点以来，“生态审计”效果显
著：安吉县充分考虑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结果后，对 9名乡镇主要领导干
部进行提拔或转任岗位；德清县 2017
年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对 1名镇领导
干部进行了约谈、1名村干部予以诫勉
谈话；安吉县孝丰镇一位领导离任前，
收到了审计报告……截至目前，这项
制度已覆盖全市三县两区所有乡镇，
并对 36 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开展了
“生态审计”。这给领导干部树立了鲜
明的导向：既要促进经济发展，也要保
护绿水青山。

习主席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
该受到惩罚。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明确提出
从 2018年 1月 1日起，对领导干部离任
算“生态账”成为经常性的审计项目。
这意味着，各级领导干部在任职前后，
其辖区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等实物量变
动情况，以及生态有没有遭到破坏、环
境有没有被严重污染等，都将接受审
计。这标志着我国全新的“生态审计”
制度正式建立。

人们相信，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制
度之笼越扎越牢，美丽中国建设的蓝图
必将早日变成现实！

压题照片:湖州市安吉县余村“两山

会址”公园一角。 俞一平摄

经济与生态互促共进的时代交响
—探析生态文明建设的湖州实践

■■中国国防报记者 石宁宁

对同一件事物，人们的主观感知因

其所处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不同而

不同。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对再

美的景色也会无动于衷”。

美，是一种主观感受，是相对的。

对于“忧心忡忡的穷人”来说, 富人闲

人眼里“最美的风景”，对他来说是没有

意义的, 对他最有意义的是解决温饱。

绿水青山，是一种自然之美，同时

也是一种主观审美。人在连饭都吃不

饱的时候，青山绿水可能会被看成“穷

山恶水”。只有在解决温饱之后、在摆

脱了生存压力之后，人们才会在心理和

精神上感受、欣赏绿水青山之美，进而

有意识地去保护这种美。

当然，在没有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

情况下，政府也可以通过外部的强制力

让人们去保护绿水青山。但这一过程，

往往要付出较高的社会成本和行政成

本。而且，这种保护终究是被动的，也

是不可靠的，不能长久。

从全国来说，当前生态环境好的地

方，往往都位于生态红线保护区、重点

生态功能区和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

贫困地区，即“老、少、边、穷”地区。从

国家的全局利益来说，这些地区保护好

生态环境，维护好生态安全，就是对全

国最好的贡献。

然而，绿水青山虽然好，但不能

当饭吃，人不能守着绿水青山过苦日

子、穷日子。“美丽而贫困”的日子，是

不能让人甘心的。实践证明，保护生

态环境，必须考虑当地的民生问题。

只讲保护而不计民生，保护工作肯定

搞不好。为了永续保护绿水青山，必

须把这些地区作为扶贫攻坚、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主战场，必须夯实当地群

众的经济基础，从而赋予当地保护绿

水青山的永久性的、内在的动力。

因此，要坚持“要美丽也要富裕，要

生态也要小康”的理念，充分发挥生态

优势，加快推进生态扶贫、脱贫。要把

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有机结合，积极探

索让生态效益变成经济效益、让生态优

势变成发展优势的发展路径，促进美丽

与富裕高度统一，增加当地群众的收

入，让绿水青山成为老百姓可用可享的

金山银山，借力绿水青山助推老百姓

“拔穷根”“摘穷帽”，实现从“绿色的贫

困”到“美丽的富饶”的新跨越，让生态

红利惠及贫困地区群众，让生态成果全

民共享。

以往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 仅仅靠

山吃山, 只利用不保护, 坐吃山空不行；

反过来, 如果单单守着绿水青山, 不会

科学利用, 不善永续利用, 也换不来金

山银山。二者之间, 不能顾此失彼, 不

能“两张皮”, 而应相互促进、彼此融

合。让贫困地区群众积极保护自然生

态，关键要依托生态优势，打生态牌，走

绿色发展之路。最为关键的是，要积极

探索个性化绿色发展路子，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为子孙

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前提下，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发

展，为了使大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可以适度开发、改造自然。对自然进

行有限度的、科学的改造，对环境实施

有利的改变，不但不会破坏生态环境，

还可以在让自然为人类服务的同时，

减缓生态退化，使生态增值，实现更好

的保护。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不

乏这样的例子。古代的如大禹治水疏

通水道、郑国渠、都江堰、京杭大运

河。当代的如红旗渠、三北防护林工

程、南水北调工程等。而在浙江湖州

的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则是距离最

近的成功案例。

当然，这种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

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经过严格而充分的

科学论证，必须依法有序进行，必须确

保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双赢，严防开发

活动失控，严防由此导致的生态破坏。

让绿水青山成为可用可享的金山银山
■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 贺 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
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到浙江湖州考察，首次提出这一
发展理念，强调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去推动经济增长。

10 余年来，湖州坚持“生态立
市”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现实路径，较好地平衡了生态和经济
的关系，走出了一条经济与环境协调发
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为全国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提供了有益经验。

近日，记者跟随“湖州生态文明建
设典型经验采访组”深入当地采访，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湖州实践一探究竟。

纵 横 谈

★借力绿水青山助推老百姓“拔穷根”“摘穷帽”，实现从“绿色的贫困”到“美
丽的富饶”的新跨越，让生态红利惠及贫困地区群众，让生态成果全民共享

★最为关键的是，探索个性化绿色发展路子，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双赢, 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江苏南京“乡伴理想村·苏家文创小镇”，由江宁区秣陵街道引入社会资

本打造。建设方借助苏家村原有60多栋农房和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进行整

体开发，经过统一设计、建设和运营，以精品民宿体验为核心，布局餐饮、茶

室、市集、工坊、亲子乐园、俱乐部等，创造了新乡村生活的示范社区。这是家

长带着孩子在“乡伴理想村·苏家文创小镇”玩耍。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