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州自古就有令人赞叹不已的自然禀
赋：元初文学家戴表元曾作诗“山从天目成群
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
只合住湖州”点赞湖州的清雅宜居；“苏湖熟，
天下足”兼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茶禅之
源”“书画之都”的美誉，更为“湖州山水甲天
下”留下醒目注脚。

如今，世人对湖州的关注，是因为其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开创性实
践。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安吉县余村考察，在得知
余村关停矿山、靠发展生态旅游让农民借景
致富的情况后，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湖州安
吉因此被称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

此后，湖州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道路。一路走来，既有痛定
思痛的悲壮，也有壮士断腕的决绝，更有始终不
渝的坚韧，以及转型发展的喜悦和收获。

两块古碑一种基因

历史为何选择湖州，选择安吉？
中国安吉生态博物馆里竖着两块石碑。

一块是清光绪年间的《阖村公禁碑》，碑文系
禁止砍伐森林的村规民约，由中国近代杰出
的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发起。据记载，吴昌
硕出生的安吉县鄣吴村，青峦叠翠，竹林葱
郁，清泉泻流，村前屋后，桑茶飘香。家乡良
好的生态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在

《鄣南》诗中写道：“……盈盈烟水阔，鸥鹭笑
忘归”。1885 年，当时在苏州的吴昌硕得知
乡人拟制定禁止砍伐森林树木的村规民约，
便联合他人共同出资，立碑以告村人：严禁砍
伐树木，如有贪图小利，则绝不徇私。

另一块则是《奉宪禁碑》，立于清嘉庆十
三年（1808年），是一块明确记载护笋养竹的
碑刻，此碑现立于安吉县递铺镇关上村村口
山坡上。

这些碑刻是安吉历史上关于生态保护的
重要实物资料。可见，安吉人民为保护好这
方青山绿水，多以“竖碑刻石”这种庄重的方
式，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

“这些行为说明当地人崇尚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血脉中流淌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基
因。”湖州市社科联主席张西廷说。

安吉境内“七山一水两分田”，全县森林
覆盖率 75%以上，植被覆盖率保持在 76%以
上，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 90%以上，地表
水、饮用水、出境水达标率均为 100%。优良
的生态环境总会让人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安
吉的“父亲山”与“母亲河”：天目山重峦叠翠，
西苕溪墨彩淋漓。

古人立碑，今人建馆。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他的《关于浙江

安吉生态博物馆聚落的思考》一文中，从更厚
重深远的经济历史文化背景阐述了其必要性
——我国 5000 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文明
史，至今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50%以上，
农业文化遗产和乡村文化景观是我国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村社区文化是最
有泥土芬芳的文化，是最富民间亲情的文化。

“安吉生态博物馆不只是将文物搬到博
物馆里,而是以分散的馆群形式将其保留在
文化的原生地。”安吉文广新局党委书记、局
长彭忠心介绍。如今，建馆的初衷已达到了
预期效果：群众对大自然的天然感情在文化
层面得到提升；生态理念转化成生态文化；对
青年学生普及了生态知识，让人们对大自然
的生态尊严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安吉曾经是浙江省的20个贫困县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安吉走上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的“工业立县”之路，造纸、化工、
建材、印染等企业，成就了全县经济指标的快
速增长。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安吉
人却发现美丽家园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
机，环境破坏，生态恶化，黑烟滚滚，污水横
流。以致 1998 年，国务院专门发出黄牌警
告，将安吉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

随着国家环境保护政策不断出台，过去
污染严重的小化工、小造纸被相继叫停。安

吉人在困难的处境中思索变革之路，终于认
识到安吉的优势是山水文化景观，潜力也是
山水文化景观，安吉应该依靠生态优势，走

“生态立县”之路。1999年，时任安吉县委书
记的戚才祥提出了“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
但这项提议却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重压之下，安吉上下对人与自然相依相
存和谐关系的理性认识还是占了上风，“生态
立县”得以艰难推行。特别是2005年8月15
日，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后，安吉绿色发展
步伐明显加快。如今，安吉已拥有众多生态
美誉：全国首个生态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首批中国生态文明奖获得县、联合国人居
奖首个获得县……

“睁开眼睛看见绿水青山，就是一种获得
感，我们是把安吉当作一个大景区来打造
的。”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说。

余村关矿之后

1962年，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
静的春天》发表，这是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
作。书中描述了这样可怕的场景：大量的化
肥、除草剂、杀虫剂使用，对土壤、水源与生态
造成了极大破坏，鸡鸭鱼鸟甚至孩子都得了
一种神秘莫测的怪病而失去了生命，蓬勃的

春天因此变得寂静。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
由此引发的广泛讨论与关注，促使联合国于
1972年专门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

余村，也一度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的平衡关系。余村天合旅行社总经理
潘春林说起那段历史仍是心有余悸：“1989
年，我 16 岁，主要工作就是把石头从石灰窑
运到水泥厂，一车拉 8 吨左右，能挣 20 元到
30 元。我个头不到一米七，背石头没多久，
腰就损伤了，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根治。当时，
为了多挣点钱，每天早出晚归，吃饭都是站着
吃。最可怕的是，每天都不知道能否平安回
家，我姐夫就是炸石头时重伤致死的。”

时任余村村党支部书记的鲍新民回忆
说，1986 年前后，余村成了供应石灰石的主
要矿区，由于经济效益可观，余村冷水洞、罗
子坞、卫山3个矿山同时开采，最多时年开采
量达到24万吨，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最高时
达到了300多万元。

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导致了惨痛后
果。3个石灰岩矿几乎每天炸山都要放 100
多炮，尘雾遮天蔽日，村里的小溪全部被灰
土覆盖，山体也被炸得丑陋不堪。许多余村
人都记得，村里企业最红火的时候，余村的
河里没有活鱼了，石灰浆把鱼都呛死了。村
里人出趟门，回来眉毛、头发都是白的，全
是粉尘！

难以为继的发展方式，伴随着安吉县
1999 年生态立县战略的实施，开始终结。
2004 年底，余村石矿全面停产，随后该矿山
进行了复垦复绿。

2005 年，就在余村关矿后，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急剧下降，而村里的其他产业还没
有发展起来，余村陷入了迷茫。就在这个关
键的节点，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县余村考察
调研。

余村会议室里，鲍新民操着浓郁的安吉
余村口音，开始了工作汇报。天荒坪镇原镇
党委书记韩树根在一旁为鲍新民当翻译。当
听到鲍新民说到“从2003年到2004年，余村
将 3 个矿全部关停，村集体收入也从 1994
年、1995年的 300多万元下降到 20多万元”
时，习近平同志问：“你们有这么好的效益，为
什么不继续下去？”

鲍新民回答说，原因有三个：一是安吉县
实施了生态立县战略，下令关矿；二是炸山不
安全，导致不少人伤残；三是环境污染太
严重。

习近平同志赞许道：关停矿山是高明之
举，你们村下一步要走什么路？

鲍新民答：走绿色发展之路。村里已有
了8家农家乐，住一晚2顿饭只要30元；另外
荷花山、隆庆园的生态旅游游客也越来越多
了……

听完汇报，习近平同志作了20多分钟的
讲话，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明确提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习近平
同志还鼓励安吉干部群众，在安吉能感受到
一种和谐的氛围，人与自然的和谐。安吉今
后要扎扎实实走一条生态之路，要有所为有
所不为。

习近平同志的肯定和鼓励，让余村更坚
定了“生态兴村”的发展之路。此后，余村的
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余村的经验已走
出安吉，走出湖州，走出浙江，走向全国。

如今的余村，群山环抱，秀竹连绵，植被
覆盖率高达96%。那些因为炸山不能恢复原
貌的裸露山体，已建成矿山遗址，让人们铭记
一味牺牲环境换经济效益的沉重代价。村中
间矗立的镌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巨石，路边鲜红的“两山会址公园”6 个大字
十分醒目。

2005 年以来，余村从卖石头转型“卖风
景”，通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余村先后获得
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全国文明村镇等10多项荣誉。2016年，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 380 万元，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35895元，分别较2011年提升了
192%和 101%，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的双赢。

2017 年 11 月 17 日，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潘文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代表余村领取了

“全国文明村镇”的奖牌，并成为上台发言的
7位代表之一。

一片叶子与一竿翠竹

浮玉有嘉禾，香飘十万里。安吉白茶生

长于原始植被丰茂的浙西天目山北麓，氨基
酸含量是一般绿茶的 2倍到 4倍。从高山深
处的一株白茶发轫，安吉白茶如今已颇具
规模。

2003 年 4 月 9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同志来到白茶的发源地——安吉
溪龙乡调研，站在万亩茶园里，他对安吉白
茶富民产业发展高度评价，并称赞道：“一
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那还是在 1997 年 10 月，溪龙乡黄杜
村的盛阿伟开始种白茶。当时的黄杜村是
个贫困村，尽管村民在丘陵上种满了红
竹、板栗、杨梅和辣椒，但收入还是十分
微薄。一开始，盛阿伟只在向阳的丘陵坡
地 种 了 一 亩 白 茶 ， 到 了 1999 年 清 明 时
节，他赚到纯利润近 5000 元。于是，他
在当年秋天又增种了八亩白茶，到 2001
年春，又获利 3 万元。

如今，已是村党支部书记的盛阿伟回忆
起全村人的种茶历程，满是自豪：“我们村
420 户人家，1518 人，一共有 1.2 万亩白
茶，可谓是家家有茶园，人人从事茶产
业。”不仅如此，黄杜村村民还在安吉县各
个乡镇承包茶山近两万亩，有的黄杜村村民
甚至还到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种植
白茶，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增收。

身兼安吉白茶协会会长、浙江安吉宋茗
白茶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许万富，也是受“一
片 叶 子 富 了 一 方 百 姓 ” 这 句 话 的 启 发 ，
2007年从做酒店改行做白茶行业。

“这句话让我感到白茶行业隐藏着巨大
的商机。”许万富是安吉最早做白茶订单农
业的，带动近 300 农户共同致富。10 多年
来，宋茗白茶公司已拥有 10000 亩茶叶基
地，流转了2600亩荒地，并于2012年开始
做茶博园，推动一三产融合，将种植、销
售、休闲、旅游度假、酒店及白茶博览园等
联动发展。

安吉白茶产业从无到有，最终发展成安
吉农业的特色主导产业，走出了一条“规范
化茶园管理、品质化生产加工、一体化品牌
推广和多元化市场营销”的发展道路。如今
安吉白茶的种植规模超 17 万亩，2017 年，
白茶总产量达到 1860 吨，总产值 24.74 亿
元。同时，安吉农民白茶产业链上的从业人
员达19.8万人 （全县46万人口），有茶园证
的 1.68 万人。2017 年，仅白茶一项，就为
安吉农民人均增收6000多元。

安吉人不仅卖白茶，还在白茶园内建起
了帐篷客度假酒店，在茶园里拍摄了电视剧

《如意》，将茶园变成了景区。安吉白茶这片
“叶子”，就是安吉农民的绿色银行，白茶业
的发展完美地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

未出土前便有节，待到凌云总虚心。
竹子的材质和品格一直被人称道。素有

“中国第一竹乡”之称的湖州市安吉县森林
覆盖率达 71.1%，该县拥有林地面积 207.5
万亩，其中竹林面积 108 万亩。安吉充分
利用竹林资源丰富的优势，竹子产业链越
拉越长。

因为爱竹而从事竹产业的陈永兴，是一
位远近闻名的“竹痴”。2000年至今，陈永
兴的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限公司逐步布局全
竹产业链。其竹产品因绿色品质和独具创新
创意的设计元素，成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指定使用地板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场外露
天景观专用地板。

在安吉县竹产业局局长王凌峰看来，竹
产业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条“吃干
榨尽”的循环经济绿色产业链。

长在山上竹成景，藏在土里笋变金，砍
下山来成为宝，竹叶做饮料，竹竿做地板，
竹根做根雕。竹子变成了能吃 （竹笋）、能
喝 （竹饮料、竹酒）、能居 （竹房屋、竹家
具）、能穿 （竹纤维衣被毛巾袜子）、能玩

（竹工艺品）、能游 （竹子景区） 的时尚用
品，形成了 8 大系列 3000 多个品种的产品
格局。

现在安吉已建成毛竹现代园区 21 个，
总面积20余万亩。2017年，安吉县竹产业
相关企业总数达 1200 多家，从业人员近 5
万人，全行业实现总产值210亿元，全县竹
产业产品自营出口量达到 24.3 亿元，占全
县出口总额的11.0%。

“世界竹子看中国，中国竹子看安吉”。
安吉的立竹量、商品竹年产量、竹业年产
值、竹制品年出口额、竹业经济综合实力等
5 个指标在全国均名列前茅，无论竹林培
育、竹产品加工还是竹旅游资源的开发,都
走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

从绿色资源、绿色产业到绿色经济，绿
色发展充分展示了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的内涵，可以说，茶产业和竹产业已成为湖
州践行“两山”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典
型的例证。

（下转第十版）

“两山”探源
——浙江湖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编者按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与自然、环境、生态密不可分。纵览中国的生态文明史，浙江湖州在其中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的发祥地和坚定践行者，经过十几年的奋斗，余村、安吉

乃至湖州守住了“绿水青山”，也得到了“金山银山”。他们在创造自己美好新生活的同时，也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

具有当代意义的鲜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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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总会让人用这样的话语来形态环境总会让人用这样的话语来形

容安吉的容安吉的““父亲山父亲山””与与““母亲河母亲河””：：天天

目山重峦叠翠目山重峦叠翠，，西苕溪墨彩淋漓西苕溪墨彩淋漓

安吉余村村

口竖立的“两山”

理念纪念碑。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余村从卖石头转型余村从卖石头转型““卖风景卖风景””，，

通过通过1010多年不懈努力多年不懈努力，，先后获得国先后获得国

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等荣誉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等荣誉。。20162016

年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380380万元万元，，

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从绿色资源从绿色资源、、绿色产业到绿色绿色产业到绿色

经济经济，，绿色发展充分展示了生态经绿色发展充分展示了生态经

济化济化，，经济生态化的内涵经济生态化的内涵，，茶产业和茶产业和

竹产业是湖州践行竹产业是湖州践行““两山两山””理念理念，，实实

现可持续发展最典型的例证现可持续发展最典型的例证

余村水泥厂所在地今昔对比。

（资料图片）
小梅港旧貌换新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