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报道：江西
省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
意见》，要求到2018年底，在全省建
立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以林长
负责制为基础的林长制管理体系，实
现“山有人管、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2016年，江西省抚州市率先在
全国实施“山长制”，随后，武宁县在
全国率先实施“林长制”，取得了成
功经验，产生了良好影响。

据介绍，作为江西省保护森林
生态环境的创新举措和推进国家生
态文明实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江
西林长制突出了 3 个特色：一是科
学划分各级党政的事权，强化各级
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责
任。构建“统筹在省、组织在市、责
任在县、运行在乡、管理在村”的森

林资源管理新机制。明确了五级林
长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主体责任为
县级林长。在同级林长中，总林长、
副总林长为第一责任人，林长为主
要责任人；二是创新了森林资源源
头管理机制。《意见》要求构建村级
林长、监管员、护林员“一长两员”的
森林资源源头管理架构，行政村是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最小单元，也是
五级林长责任划分的最完整最小单
位，责任落实到了山头地块，确保每
块林地、每棵树木都得到有效的监
管和保护；三是突出重点，紧扣保护
发展森林目标责任制，明确工作任
务，明晰林长职责，细化考核办法，
并就林长制运行制度进行规范，使
林长制“落得下、好操作、优则奖、责
必究”。

江西全面推行“林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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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河长制十年探索显成效

“河长”治河保水清
本报记者 周 斌

7 月 28 日，记者来到昆明滇池
草海大坝，只见这里人群熙熙攘攘，
一幅热闹景象。滇池草海大坝冬春
可以看海鸥、夏秋可以观山水，已经
成为昆明的一道亮丽风景，每天都
有上万人来此游览和休闲。在大坝
的一端，立着一块巨大的液晶显示
屏，即滇池流域河长制公示电子屏，
是今年3月23日正式投入使用的，
从早到晚播放的内容主题就是滇池
治理河长制。内容包括：滇池治理
公益宣传片，市级总河长、副总河
长、总督察、副总督察名录，36条出
入滇池河道市级、区级河长名单，河
道水质目标、当月水质评价，各条河
道流经区域、断面位置、水质类别、
水质达标情况以及监督举报电话
等，每月河道水质评价不达标的还
用红色字体标注出来。

别看这块显示屏是今年才设立
的，其实滇池早在2008年就在全国
率先实施了河长制。2017年，云南
六大水系及牛栏江、九大高原湖泊
设立省级河（湖）长，全省 67928 个
河（湖）长全面到位，比全国平均早
一年全面建立河长制。

上世纪90年代末，滇池因严重
富营养化，出现了重度污染，高原明
珠失去光彩，成为昆明人心中挥之
不去的痛，云南省和昆明市由此踏
上了滇池治污的艰难历程。2008
年，在反复摸索中，昆明市为了斩断
滇池的污染源，对污染严重的36条
入湖河道进行集中治理，为了加强
责任制，率先探索实施河长制。

1996 年、2003 年、2013 年，大
理洱海蓝藻大面积暴发，与此同时，
杞麓湖、星云湖也受到严重污染，九
大高原湖泊水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下降，如果延续以往的治理方式，
云南河湖治理形势严峻。

2016 年，《关于全面推行河长
制的意见》出台，要求 2018 年 6 月
底前在全国全面推行河长制。云南
明确提出，提前在全省建立河长
制。云南省委书记陈豪、省长阮成
发、省委副书记李秀领分别担任云
南省总河长、副总河长、总督察，兼
任抚仙湖、洱海和异龙湖 3 个湖泊
的湖长。

大理州在洱海治理中，把“洱海
清、大理兴”作为根本发展理念，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开展洱海保护性
抢救工作，全面实施洱海流域“两
违”整治、村镇“两污”治理、面源污

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
污工程提速、流域综合执法监管和
全民保护洱海的“七大行动”。其
中，关停大理洱海沿线 2000 多家
餐饮店和客栈的断然措施震动全
国。6 月 30 日，《大理市洱海生态
环境保护“三线”划定方案》正式实
施，洱海治理力度再次加码。大理
市常务副市长赵永祥告诉记者，“三
线”划定后，大理市将按计划推进

“三线”范围内生态修复与湿地建
设，恢复洱海沿湖自然生态岸线，形
成完整的陆地与湖泊水体的过渡缓
冲区域，提高洱海岸线空间生态修
复自净功能，促进洱海入湖水质的
改善。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吴朝
阳认为，昆明市在总结2008年以来
河长制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河
长制，推动河长制工作实现了六个
转变，即“内涵由单纯治河治水向整
体优化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理念由
管理向治理升华，范围由河道单线
作战向区域联合作战拓展，方式由
事后末端处理向事前源头控制延
伸，监督由单一监督向多重监督改
进，河（渠）湖库保护治理由政府为
主向社会共治转化”。

作为深化河长制的具体体现，
昆明市率先在滇池流域河道实行生
态补偿机制。上游治理不达标，就
要因超标的污染为下游买单。滇池
流域 34 条河道生态补偿试点开展
一年多以来，“谁污染谁买单”的倒
逼环保责任的做法初显成效。昆明
市滇池流域河长制办公室统计数字
显示，自2017年4月启动滇池流域
河道生态补偿工作至2018年4月，
相关各区政府（管委会）共需缴纳生
态补偿金 6.5 亿多元，滇池流域通
过牛栏江向滇池生态补水近 25 亿
立方米，水质由劣Ⅴ类转为Ⅴ类，今
年一季度，滇池总体水质持续保持
企稳向好趋势，外海、草海水质均为
IV类。

云南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
省河长制办公室主任刘刚称，云南
还同时全面推进“河长清河行动”等
12 项“云南清水行动”。目前，“河
长清河行动”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各
地河湖治理力度持续加大，黑臭水
体治理取得立竿见影之效，一些河
湖长期积存的问题得到迅速解决。
下一步，云南将加快对“一河（湖）一
策”的制定，开展分类治理。

在高原生态脆弱地区，西宁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先导

“美丽夏都”生态转型探新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艾 芳

近年来，青海省西宁

市积极推进经济生态化和

生态经济化，扎实推进“高

原绿”“西宁蓝”“河湖清”

等建设行动，加快产业和

城市转型升级，以绿色政

策为先导，绿色产业优先

发展，绿色民生优先落实，

为生态脆弱地区探索出一

条实现绿色发展的创新

之路

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一只丹顶鹤在水中觅食。扎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79年，总面积21万公顷，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松嫩
平原、乌裕尔河下游湖沼苇草地带，是丹顶鹤等多种珍稀水禽繁殖栖息地，
是驰名中外的“鸟的乐园，鹤的故乡”。 （新华社发）

生态扎龙 魅力鹤乡

在西宁北川河综合治理项目一期工程中，已完成治理的河岸景观带景色。 艾 芳摄

近日，江苏泰州兴化市撤销缸顾
乡、李中镇、西郊镇3个乡镇，合并成
立千垛镇。这是兴化市为更好推进
全域旅游工作的主要举措之一。

兴化市位于苏中里下河地区腹
地，平均海拔不到2米，古时候沼泽甚
多。为了能有更多的土地种庄稼，几
百年前，兴化人就在湖荡沼泽地带挖
沟掏泥，将泥土堆积成垛，开辟出一块
块大小不一的垛田。2009年，兴化市
在原缸顾乡举办了首届千垛菜花旅游
节，经过10年的发展，如今当地面积
近万亩的千垛景区已被评为江苏省4
星级乡村旅游点。每年四五月份，这
些垛田开满了金黄色的油菜花，“船
在水上行，人在花中走”的自然美景，
会吸引上百万游人前来游玩。

作为一座有着2300年历史的古
城，兴化市有着独特的水乡美景和深厚
的文化积淀：水域面积87万亩，有20
个湖泊湖荡、1万多条河流，湿地占全市
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位于原李中镇与周
奋乡交界处的万亩荷塘景区，正在以

“荷文化”为主题打造生态旅游度假区；
市区里的郑板桥故居完整保存着郑板
桥生前的生活用品，并存有郑板桥笔墨
手迹；兴化还有“江苏省历史文化街区”
金东门老街景区、为明朝状元宰相李春
芳所立的“状元坊”、《水浒传》作者施耐

庵的陵园等一批文化景点。
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兴化市将

旅游业确立为“十三五”时期的主导
产业，建立起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
庭、旅游市场监管分局、旅游商品无
理由退还管理中心等专门机构，护航
当地全域旅游发展。此次兴化市撤
销 3 个乡镇，合并成立千垛镇，就意
在用好“千垛”的知名度，进一步推动
当地旅游业协调发展、规模发展。

走进兴化市水上森林公园，只见
水杉高大茂密，河道阡陌交通，白鹭、
灰鹭等鸣禽随处可见，这片3000余
亩的水上园林绝对是天然氧吧，让人

心旷神怡。据兴化市全域旅游创建
督导组组长汤澎介绍，这里原本是一
片人工池杉林地，过去20年，当地断
断续续投资建设了桥梁、凉亭等设
施，有了公园的雏形。不过，由于缺
乏专业规划管理，加之财力不足，景
区建设长期搁置。

2011年，当地一名从事医药销售
的企业家以租赁方式接管水上森林，
成立水上森林旅游发展公司。公司聘
请专业规划公司对景区进行规划设
计，确定以水上森林、万鸟争鸣、禽鱼
互嬉等自然景观为基础，致力于将景
区开发为集森林湿地型生态观光、水

上休闲娱乐体验、鸟类生态科普和养
生度假功能于一体的旅游景区。

截至目前，水上森林旅游发展公
司累计投资 1.8 亿元对景区进行开
发打造，景区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
景区、江苏省生态旅游示范区，2017
年门票收入达 2000 万元。水上森
林旅游发展公司董事长房春阳告诉
记者，景区正在与有关公司加强合
作，努力将其打造成华东地区知名的
康养旅游综合体。

除了水上森林公园由社会资本
运营，2016年兴化市将千垛景区也交
由一家社会资本经营，今年1月兴化
金东门老街景区也交由第三方运营。
而且，当地正在推进建设的得胜湖旅
游开发项目、平旺湖旅游开发项目、徐
马荒生态湿地、施耐庵文化园等项目
的投资运营主体也都是社会资本。

兴化市旅游局副局长徐应武表
示，兴化市如此决策，一是为了明确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不充当具体
投资经营主体，而是在行业管理和规
范上更好发挥作用；二是为了调动社
会资本建设经营景区的积极性，更好
地激发市场活力，达到发展全域旅游
兴市富民的目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兴化市共接待游客650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58 亿元，但景区门
票收入仅为5000万元。

徐应武说，兴化将继续提升生态
环境，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把兴化全
域作为一个“大公园”打造，促进“旅
游+新农村建设”“旅游+历史文化”

“旅游+工业”“旅游+体育康养”深入
融合，努力形成“景色无处不有、服务
无处不在、参与人人皆能”的全域旅
游新格局。

立足资源优势 激活社会资本

江苏兴化发力全域旅游
本报记者 马洪超

7月的青海西宁气候宜人，天空
湛蓝，绿树如茵，鲜花盛开，湖水清
澈。这是一年里“颜值”最高的季
节。在西宁市的一个街边公园，60
多岁的徐阿姨告诉记者：“现在环境
好了，雨水比以前多了，街道干净整
洁，生活越来越好了。”在百姓眼里，
被誉为“美丽夏都”的西宁，幸福指数
正节节攀升。

作为我国高原生态脆弱地区，青
海省西宁市以1%的地理空间承载着
全省 50%的人口，它是青藏高原唯
一人口超百万的中心城市。在这个
生态敏感、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保
护生态环境、坚持绿色发展更显得尤
为重要。西宁市委书记王晓介绍，近
年来，西宁市积极推进经济生态化和
生态经济化，扎实推进“高原绿”“西
宁蓝”“河湖清”等建设行动，加快产
业和城市转型升级。去年3月，西宁
市提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以
绿色政策为先导，绿色产业优先发
展，绿色民生优先落实，在生态脆弱、
欠发达地区努力探索出一条实现绿
色发展的创新之路。

生态优先为“高原绿”增色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工业
化的加快，西宁也像许多城市一样，
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空气
质量持续恶化等问题。改革开放之
初，西宁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17%左
右，过低的植被覆盖率造成严重的水
土流失，导致风沙肆虐，“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成为当时西宁市民
的真实写照。

西宁市绿发委主任刘波告诉记

者，近年来，西宁市紧紧把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围绕打造绿色发展样
板城市，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的目
标，以构建“一芯二屏三廊道”城市新
型生态格局为重点，向生态建设的更
高目标迈进，开展实施了一系列治
山、治水、治城的生态绿化工程，加快
实施“高原绿”建设行动，全面启动实
施西堡生态森林公园、西宁园博园等
重大生态工程。目前已累计完成天
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重点工程
造林任务271.52万亩。城市建成绿
化 覆 盖 率 由 过 去 的 5.9% 提 高 到
2017 年的 40%。同时，西宁市成为
西北地区唯一获得“国家园林城市”
和“国家森林城市”双项荣誉的省会
城市，城市绿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
展，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据了解，2017年3月，西宁市委
成立绿色发展样板城市领导小组，5
月就组建了由地方党委专门负责协
调推动绿色发展工作的部门——西
宁市委绿色发展委员会。“目前西宁
市绿色发展正从静态保护升级为动
态保护，绿色发展的动力体系基本建
立。在推进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
过程中，我们做了许多过去都不敢想
的大胆尝试。”刘波说：“如我们将甘
河工业园区6540亩的工业用地用于
建设‘园博园’，这相当于放弃了每年
170多亿元的工业产值。”

产业升级再现“西宁蓝”

扎实推进“西宁蓝”建设行动，让
西宁的蓝天白云更亮丽。近年来，西
宁市开展了一系列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措施，按照“标本兼治、固本强

基、治本为主”的工作思路，重点从扬
尘污染治理、工业污染防治、机动车
尾气污染治理、煤烟尘污染治理等六
大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据统计，
2017年西宁市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81.1%。截止到今年5月底，西宁
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在西北五省省会
城市中位居第一，综合指数位居第
二。西宁的大气无污染综合治理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西宁蓝”为绿色
发展样板城市增添了底色。

淘汰污染落后企业，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由于西宁锂资源极为丰富，
在产业转型升级中，重点在南川工业
园区打造千亿锂电产业基地。记者
在比亚迪动力电池工厂内看到，厂房
建设如火如荼。工厂相关负责人介
绍，公司在西宁投资 40 亿元，建设
10GWh锂电池及配套的项目。项目
一期达产后年产值可达 80 亿元以
上，可解决当地 5000 多人就业。
2019年项目全部投产后，将成为全球
规模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工厂。

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
司是青海省政府通过产业招商引入
的高科技企业。青海锂资源的储量
占国内 80%，盐湖锂资源占世界储
量的 1/3，青海是名副其实的“锂资
源大省”。“在入驻时，企业享受到了
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该公司一
位负责人介绍，泰丰先行 2017 年实
现销售收入 34 亿元，目前已成为全
国锂电池产业的排头兵。

近年来，西宁市新兴产业引领作
用正日益凸显，传统产业循环节能低
碳化改造稳步推进，经济生态化转变
逐步加快。西宁将产业发展与当地
资源环境相结合，既达到生态环境保

护的目的，又促进了产业升级。

改善水质促进“河湖清”

加快推进“河湖清”建设行动，水
生态得到根本改善。在北川河核心
段综合治理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一组
老照片，这里原是一处脏乱差的小河
流民居地。如今项目一期工程已完
成治理，景观带上有古色古香的城
墙、新建的亭台楼阁、特色的雕塑群，
不远处的野鸭正在水面上嬉戏。“项
目总投资 75 亿元，截至目前累计完
成投资50亿元。今年10月，这里部
分区域就将对市民开放。”西宁湟水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田力
介绍，北川河综合治理项目是西宁建
设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的样板工程，以

“高原水城、夏都花园、文化走廊”为
形象定位，将建设集生态防护、休闲
绿地、文化展示、旅游景观和自然生
态环境恢复功能为一体的生态宜居
城区。

走进西宁市湟源县污水处理厂，
记者看到，全县的污水汇聚到这里，
经过最新技术反复处理后，一汪清水
流向了湿地和河流。湟水河是黄河
的上游支流，被誉为“青海母亲河”。
2017 年，湟源县污水处理原位提标
新技术示范项目获批。“我们通过投
加复合高效工程菌剂等措施，将生活
污水净化到准Ⅳ类标准，先排入湿
地，而后进入河流。”湟源县污水处理
厂原位提标新技术示范项目技术负
责人之一、哈尔滨工大博实环境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李新告诉记
者。该项目工程实施后，将促进湟水
河流域水体质量整体提升。

游客正在
江苏兴化市东
罗特色田园乡
村游玩。这里
是兴化市运用
市场手段吸纳
社会资本发展
全域旅游的又
一个案例。

马洪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