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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湖南省常德市津市金鱼岭
街道大旗村，路两旁每家每户存放
垃圾的三桶一筐整齐摆放，见不到
昔日垃圾乱扔或就地焚烧的场面。

“荒货可以兑日用品，乱丢垃圾，也
就是乱丢钱呢！”村里 80 多岁的黄
兆方一边笑着说，一边亮出一个绿
色本本，“荒货变的钱，都在这里
呢”。黄兆方手里拿的绿本本叫“绿
色存折”，大旗村村容村貌大变样的
秘密，也在这绿色存折里。

黄兆方和村民告诉记者，在村
里开办“绿色银行”进行规范的垃圾
分类处理之前，村民们的垃圾处理
方式多以焚烧和填埋为主。那时，
村道上、河塘里、院落中，都能见到
被村民随手扔掉的果皮、瓶罐等。
2015 年 9 月，绿色银行正式进入大
旗村，一场改变村民垃圾处理观念
的清风吹进千家万户。

绿色银行，究竟是家什么银行？
村民将记者带到了村部一家小房子
前。只见房间里有货柜，货柜上码放
着牙刷、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不
就是一家小卖部吗？村党支部书记
张传炎看出了记者的疑惑，笑着说：

“垃圾分一分，废品变黄金。这就是
既环保又生财的银行呢。”他细心地
介绍，慢慢解开了记者的疑惑。原
来，一间生活垃圾分类存放室就是

“银行”的“金库”，“金库”里，按废旧纸
品、衣鞋、金属、玻璃、塑料和有害垃圾
分类，保洁员把从村民家中收来或村
民自己送来的垃圾称重后放入其
中。村民们手持的存折，便记录着他
们交来的垃圾物品及其折算金额。
村部以废易物兑换专柜就是银行的

“柜台”。货架上生活用品物美价廉，
还会根据农时和季节进行调整。用

“存折”就可以在此“取出”等价的物
品，还可以“贷款”易物，只要按时存上
废品就行。

大旗村兑换员李丙珍说，每月
他们下户到村民家里收，再用车运
到垃圾站，村民再拿绿色银行存折
到店里兑换生活用品或是零钱。

黄兆方有两本存折。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存 52 个编织袋开始，
他家里共存 40 次，兑换了草帽、洗
洁精等生活用品，还换到了10元零

钱。他手里的“绿色存折”，也从最
初的记账便条，变成了绿色封皮的
存折。黄兆方高兴地算起了绿色银
行账：一公斤废纸可以存 0.4元，一
公斤一次性杯子可以存 0.8 元，一
公斤农药塑料瓶可以存 0.8 元，矿
泉水饮料瓶一个可以存 0.3 元，啤
酒瓶一个可以存0.1元……

绿色银行里的钱从哪里来？记
者了解到，津市主要采取“财政投、
乡村补、农户凑”的方式筹措资金，
推动农村回收垃圾处理。村里还成
立了农村环境保护协会，采取会员
制度吸纳村民入会，实行垃圾有偿
处理，在外经商的成功人士还捐钱
支持村里公益事业。

村民们舍不得扔掉的垃圾，到
了“银行金库”后，又将如何处理
呢？村民们将记者带到一户农家后
院，只见一小土坑里堆放着餐厨垃
圾。这些垃圾通过浅埋沤肥变成了
有机肥料。在乡有机垃圾处理站，
还有机器利用菌类分解技术，让整
个乡里的餐厨垃圾变成有机肥料。
对于不可回收、难以分解的垃圾，垃
圾转运站将其压缩处理后，交由乡
镇统一无害化处理。

津市在推行绿色银行的同时，
每个季度还进行一次卫生检查评
比，督促村民重视垃圾分类和处理，
提高环保意识。对于卫生先进户，
村里还会给他一定物质奖励，比如
垃圾桶、空调被等。对于落后户，村
里还将用广播提醒、教育，督促整
改。村民张传炎指着村里村民环境
卫生考核结果公示栏说：“卫生好不
好全村看得到，做好还有奖，不愁

‘绿色银行’没有‘存款’。”
“绿色银行”的组建，为“绿色存

折”制度的长期可推广创造了可能，
实现了3个方面的转变：由“政府包
揽”到“市场调节”的转变；由“临时
突击”到“长效管理”的转变；由“要
我分类”到“我要分类”的转变。当
地政府给记者算了一笔清洁账，以
财政投入为主建起“绿色银行”，由
各村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管理，增
强了村民垃圾分类的主动性，每年
可为津市财政节约环境卫生整治资
金300余万元。

辽宁大连市

守护好这片生态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苏大鹏

从“海洋资源大市”到“海洋经济强市”，将治理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作为重中之重，政府

牵头、科学规划、社会共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大连作为我国沿海地带重要

的经济、贸易、港口、旅游城市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枢纽，全力呵护海

洋这一经济发展“命脉”
被渤海、黄海环抱其中的辽宁

省大连市，是我国沿海地带重要的
经济、贸易、港口、旅游城市，更
是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向北
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枢纽。正是2000
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让大连在区域
发展中极具优势。随着一系列国家
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大连在我国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支点作用越发
明显。如何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
中保护，合理使用海洋资源，始终
是大连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

海水越来越蓝

4 月份，随着天气转暖，位于
大连市甘井子区的夏家河子海滨又
开始热闹起来，不少游客和市民在
洁净的沙滩上悠闲漫步。一位附近
居民对记者说：“海边的环境越来
越好，海水越来越蓝，看着舒心，
捡点海鲜吃着也放心。”

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让
市民感到放心和舒心，更为大连市
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着美好前景。

大连三面环海，拥有全国 1/10
的海岸线，海岛 541 个，海域广
阔，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海
洋生物种类繁多，海洋资源开发潜
力巨大。

面对优势资源，大连明确提出
要把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和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
力开展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建设、陆
海联动防治海洋污染、海洋保护区
保护、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推进海
岛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不断提高
海洋开发能力，使海洋经济成为新
的增长点。

目前，大连市已发布 《大连市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2016—2020 年）》，推动海洋经
济、海洋生态、海洋科技、海洋文
化等全方面发展。相关部门坚持开
展近岸海域水质监测，对陆源入海
29 个一般排污口和 1 个重点排污口
进行密切监测；建立海洋工程和倾
废环保监管等分级责任制及其相应
的运行机制，明确各级职责，确保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有效落
实；对海洋工程建设，实施事前评
价、在建监督、竣工验收全过程监
管，最大限度地减轻海洋工程建设
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2016年，辽宁省在黄海海域实
施生态红线制度。按照“保住生态
底线，兼顾发展需求”宗旨，大连
的黄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区划定面积
10147.2平方公里。

护好经济发展“命脉”

日前，记者在长海县獐子岛镇
马坨子岛附近岸边看到，运沙船上
的沙石土正被一车车地卸下，对海

岸带进行回填修复。作为当地海域
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举措之一，
獐子岛保护与开发利用示范项目将
修复海岛陆域面积 2 万多平方米，
建设194米长的防波堤。

据介绍，大连市按照国家关于
海域海岸带整治与修复工作的总体
要求，持续加大投入，启动重点海
域治理工程，中央和地方财政现已
累计投入15亿元以上的生态修复资
金，修复海洋生态环境，启动重点
海湾、岸段和海岛整治修复项目，
开展植被修复、海岸加固、沙滩整
治、海岛整治等。像老虎滩湾生态
整治修复项目，清淤 12 万立方米
后，使海湾环境得到彻底改变；普
兰店湾水域拓宽至 1000 米，形成
45公里环海湾沿岸景观带。

大连还不断加大海洋保护区建
设力度，建立大连旅顺口区国家级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大连斑
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连长山
群岛等 4 个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海王九岛海洋景观等 4 个市级
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7492平
方公里。

自2013年以来，大连市累计投
入 1.85亿元实施生物恢复增殖放流
工程，放流各类苗种 121 亿尾，为
当地群众带来了经济效益，保证了
近海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

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海域整治修复等工作对于
有效保护海岸和近岸海域的资源环
境，提升海岸和近岸海域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增强对海洋经济发展的
支撑作用明显。这位负责人表示，
今后大连会继续加大海域生态整治
修复工作力度，确保海域生态整治
修复工作规范、健康和可持续开
展，努力打造“水清、沙净、滩
美、人乐”的海洋生态环境。

打造全新治理机制

2015年，大连旅顺口区国家级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获批，使
得整个大连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
升到一个新水平。作为大连传统的
海滨旅游点，旅顺口区拥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人文条件和科学规范的海
洋管理体系，当地大陆自然岸线保
有率达 58％，一二类优良水质海域
面积占全区海域面积的 90％以上，
城镇污水处理率超过90％。

为更好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旅顺口区在全市率先开展海
上漂浮物打捞机制探索工作，实现
对全区近岸海域海上垃圾的常态化
清理，积极探索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滩长制”。据介绍，“滩长制”是
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由当地海
域具有威望的渔民或船长带领居民
保护海洋，充分发挥渔业安全员在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积极作
用。比如一旦出现海上有油污或是
出现盗挖海砂、破坏海岸线的行
为，滩长就立即会组织周边的渔船
过去处理。

甘井子区的渔政执法检查、渔

业资源管护与修复、海洋污染防御
等工作在当地堪称“样板”，其打
响的海洋生态保护“五大战役”，
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切实保护着
海洋生态。

按照统一部署，甘井子区把保
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
发展作为重点工作，全面打好以禁
用渔具剿灭战、三无渔船清理战、
渔业资源修护战、伏季休渔保卫
战和海洋污染防御战为主要内容的
海 洋 生 态 保 护 “ 五 大 战 役 ”。 同
时，甘井子还进一步完善海洋环境
监测方案，对近岸海域的海洋环境
监测站位进行了合理调整，增加了
16个监测站位，保证重点海域有监
测站位、主要浴场有监测站位、全
部海域有监测站位的“三有”监测
模式，达到监测站位分布全覆盖的
效果。

坚持“生态立县”战略，实施
“生态质量提升工程”“蓝天碧海工
程”和“青山生态系统工程”，一
直是大连长海县对当地发展的根本
要求，围绕这些工作，当地正全力
打造“国际生态岛”。目前，长海
县已经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
度，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管理系统
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信
息化水平。为保护好长海的各个生
态海岛，当地采用了“5+X”模式
和生态保护“黑名单”制度，定期
对责任部门环保重点问题整改和诉
求问题办理情况进行督察督办，督
察结果纳入责任部门绩效考核。

在大力保护和治理下，大连市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图为大连夏家河子海滨，海水清澈，海岸线上绿草

如茵。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眼下，北方地区还是春花盛开的
时节，可在山东济宁任城区喻屯镇的
喻兴农业生态园里，却是一番热带雨
林的景象：柠檬、椰子、芒果、火龙果
争奇斗艳，大片的芭蕉林，数十种热
带水果、热带植物生机盎然。走出馆
外，是一大片人工湖。很难想象，3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煤矿的塌陷区，
荒草丛生。

“一天三顿饭，顿顿靠煤炭”，济
宁是全国13个重点煤炭生产基地之
一，过去产业结构单一，煤炭开采导
致大面积土地塌陷。任城区喻屯镇
东部，距离临矿集团王楼煤矿不足 5
公里。2015 年年初，这里的采矿塌
陷区多达 2000 多亩，由于靠近南阳

湖，地势低洼，塌陷区的农田几乎变
成了沼泽地，如何治理这片塌陷区成
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采取技术手段把塌陷下去
的土地‘抬起来’，抬田形成的水塘用
来养鱼，上边的塌陷地搞种植，形成了

‘上农下渔’的良性循环农业生态模
式。”王楼煤矿副矿长张俊宝说，王楼
煤矿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规划占地
2100亩，成立了喻兴农业生态园，着
手建设都市型生态农业模式的现代化
农业园区。园区遵循“循环经济、绿色
生态”的发展理念，规划农业种植、淡
水养殖、农产品初加工三大支柱产业，
同时利用井下降温制冷系统产生的余
热资源发展热带水果种植、开发有机
鳜鱼、生态水稻等六大板块。

“园区一期实验区流转土地400
亩，聘请山东农业大学专家进行总体
设计，示范古典生态农业模式‘桑葚

鱼塘、稻田养鸭’，重点发展热带水果
种植、热带鱼养殖项目。”园区总经理
兰庆武说。目前，热带水果种植的智
能连栋玻璃温室已经建成。

玻璃温室利用矿井余热资源，通
过园区的地热交换泵房提取矿井水
余热，提取的余热用于连栋温室，种
植热带水果和热带植物。“矿井水的
热能提取之后，置换的冷水再输到井
下去，作为‘空调’，为井下矿工提供
舒适的工作环境，矿井余热循环利
用，一举两得。”兰庆武说。

塌陷地变成生态园，还带动了周
围老百姓致富增收。村民魏凤革成
为挣双份工资的产业工人，“土地流
转 给 园 区 了 ，一 亩 地 一 年 流 转 费
1200元，还能在园区打工，一个月挣
2400元”。

“今后，塌陷地整治将继续流转
3000 亩至 5000 亩，计划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辐射
带动周边乡村进行有机水稻种植和
淡水养殖，这里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型
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兰庆武说。

据了解，任城区采煤塌陷土地面
积 7.3 万亩，涉及 6 个镇（街道）36 个
自然村。近年来，任城区相继制定了
采煤塌陷地治理的意见，编制完成了
治理规划，探索综合治理采煤塌陷地
模式。截至目前，累计治理面积 2.1
万亩，验收面积1.44万亩。

“任城区已与中建国际投资公司
签订了第一期采煤塌陷地治理 PPP
项目合同，计划治理采煤塌陷地面积
2.5 万亩，投资 4.321 亿元。”任城区
国土资源局采煤塌陷地治理中心主
任沈立硕说，目前，他们正在编制采
煤塌陷地治理 PPP项目可研报告和
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确保 2020 年
采煤塌陷地治理任务达到80％。

山东济宁任城区积极治理采煤塌陷区成效初显

把塌陷下去的土地“抬起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世友

湖南津市

“绿色银行”变废为宝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徐虹雨

甘肃文县碧口镇地处甘川陕三省交界处。“5·12”汶川地震后，碧口镇

遵循生态理念，城镇建设在“特”字上下功夫、“秀”字上做文章，对城区的公

共服务、供排水、垃圾填埋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改造，对中街仿古风貌、

白龙江沿岸民居风貌进行重新打造，对滨江风情线进行绿化亮化美化，让

如今的碧口风景如画。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水秀山碧镇宜居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
摩拜单车日前发布首份 《全球城
市骑行减碳榜》，公布过去一年在
节能减排方面表现最突出的 20 个
城市。上榜城市分别是：天津、
武 汉 、 北 京 、 广 州 、 成 都 、 上
海、深圳、南京、长沙和杭州。
新加坡居海外城市榜首。

过去一年间，以摩拜为代表
的共享单车服务快速发展，化解

“最后一公里”出行痛点，满足城
市 居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短 途 出 行 需

求，在节能减排、缓解拥堵等方
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摩拜单车进入的首个海外
城市新加坡，平均每位用户在过
去一年间通过绿色骑行减少了超
过 6000 克碳排放量，在所有拥
有 共 享 单 车 的 海 外 城 市 中 排 名
第一。

截至目前，摩拜单车已经进
入全球 15 个国家的 200 个城市，
投放超过 900 万辆共享单车，注
册用户超过2亿。

首份《全球城市骑行减碳榜》发布

天津、武汉、北京分别位列全国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