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及《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福建成为全国首

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5 年来，福建省坚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着力在机

制创新、制度供给、模式探索上大胆改、深入

试，扎实抓好各项改革试验任务，走出了一

条具有福建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

让好资源成为真金白银

让“生态美”与“百姓富”同频共振，是福

建省推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要把好资源变成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

银。”福建南平市委书记袁毅说，当地探索出

了一套以绿色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为导向的

绿色发展体系。

地处闽江之源，南平市人均拥有水资源

是全国人均水平的 5.56倍。为发挥水资源价

值，南平市将水流域治理与资源开发利用、

产业发展、城市经营、全域旅游、生态保护、

乡村振兴等结合起来，着力构建促进绿色发

展的体制机制，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南平市在全国首创的“生态银行”，打通

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南平各地因地制

宜，形成了顺昌县“森林生态银行”、光泽县

“水生态银行”、建阳区“建盏生态银行”、延

平区巨口“古厝生态银行”等一批务实管用

的运作模式，来实现存入“绿水青山”、取出

“金山银山”。

通过开展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福建省探索建立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权委托代理机制，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一张图”，构建沿海产业节约高效集聚、山

区生态重点保护、山海协同联动的协调发展

格局；率先建成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生态云平

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可靠溯源、有效预

测、精准治污、智慧监管；推进按流域设置环

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建立市县镇村四级

网格化生态环境监管机制，环境执法成效居

全国前列……

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素

质”协同并进，福建也成为全国唯一的保持

水、大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一系列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体现

了福建这块“试验田”把生态

文明建设落实和贯穿在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

突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特色

“这片林子才刚刚种下去7年，我们一家

5口，每人分到 400元面值的林票。”日前，在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夏茂镇梨树村，村民乐学

建给记者算了一笔“林票”经济账。

2019年底，梨树村成为三明市“林票制”

首批试点，经评估确定梨树村现有林木价值

为130万元，以林票形式发放到村民手中，其

中村民占比70%，村集体占30%。

“我们村 643 亩杉木幼林与官庄林场达

成合作，由林场托管经营，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林子效益好了不少。”福建三明市沙县

梨树村党支部书记曹声链说，原来林子在自

己手中，树木只能长到 5 米至 6 米，643 亩山

林的收入平摊到每人只有 200 元，现在交给

林场，这片新杉木才种植7年，每人就已经有

400元收入。

这些印有“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字

样的林票，面值 100 元、200 元不等，背面备

注着山场亩数、林木等基本情况，每张均采

取实名登记。

林票制度是福建省三明市为进一步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提高林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所采取的重要

举措。2019 年 11 月，三明市在全国率先开展

林票制度改革试点，赋予林票交易、质押、兑

现等权能，持有林票的村民，可随时在农村

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价格以市场为准。

中央批复福建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后，厦门市推出了《关于推行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的意见》。

“我们邀请有流域管理经验的第三方机

构介入，实现流域基础排查、精准治理、日常

管控的有机结合，保障了流域管理的常态

化、长效化。”厦门市同安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潘飞舟说，这套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环

保管家”机制，为流域水质稳定达标、持续向

好提供了保障。

除了三明林票制、厦门“环保管家”以

外，福建还在重点生态区位推进商品林赎买

改革试点，开展了

海洋资源价值实

现等生态产品市

场化改革试点。

“福建省把建成具有福建特色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作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的重要任务，并牢牢抓住这个牛鼻子，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聚焦重点、难点问

题，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

制度创新，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治理的有效

模式，加快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

态文明建设制度成果。”福建省发展改革委

主任张灿民说。

生态优势迸发绿色动能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

地之一，福建省近年来以系统化思维推进生

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实施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和治

理，在闽江流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保

护、宏观管控、综合治理试点，有效维护生态

稳定性；龙岩市长汀县持续创新水土流失治

理模式，水土流失率从 1985 年的 31.5%下降

到 6.78%，森林覆盖率由 58.4%提高到 80.3%；

莆田市系统开展木兰溪水安全、水生态、水

环境、水文化、水治理，成为“变害为利、造福

人民”的生动实践。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持续深入，福

建省生态优势所迸发的绿色动能愈发强劲。

绿水青山，不仅是展示生态福建的“金名

片”，还成为福建可持续发展的“聚宝盆”，孕

育出新的发展优势，培育出新的发展动能。

“福建经济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综

合实力不断提级进位。‘十三五’期间，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接连突破 3万亿元、4万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11万元，资源节约集

约高效利用水平大幅提升，清洁能源装机比

重 56%，4 项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约为全国

平均水平一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

相促进。”张灿民说。

张灿民表示，下一步，福建省将坚定不

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领生态省建设，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

务并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更高水平、更

高层次上推进试验区建设往广度深度拓展，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探索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努力建设成为

美丽中国示范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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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 4年时间，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形成了多点突破、纵深推进

的良好格局，彰显了“用制度保护生

态环境”的强大力量，体现了“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创新智

慧。未来，试验区的“苗圃效应”将

持续释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启动以

来，福建、江西、贵州、海南等省份

基于各自的生态优势和发展实际，在

机制创新、制度供给、发展模式上大

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了 90 项可

复制可推广的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福建各类资源“一张图”管理、江西

跨部门生态环境综合执法、贵州赤水

河流域跨省生态补偿……试验区率先

构建起生态文明制度框架，建立起一

批基础性制度，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

体 制 改 革 起 到 了 重 要 的 示 范 引 领

作用。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

到，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仍处

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系

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尚未完全

建成，各地在探索实践中既面临着多

年未解的老问题，也要正视不断出现

的新挑战，“不愿为”“不敢为”“不

会为”的情况在一些地方并不鲜见。

当然，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仍需要通

过发展来解决。事实上，生态文明建

设从来不会一蹴而就，现阶段要在巩

固提高当前改革成果的同时，进一步

加强改革的系统集成与协同高效，着

力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实

现机制，在更高起点上深化试验区

建设。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新征程的启航之年。

生态文明建设将在过去突出解决重点问题的基础上，更多转

向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轨道上来，要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协调，处理好综合改革

与单项改革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制度建设与改革落实中可能

存在的相互掣肘、单兵突进、时序颠倒等问题，构建起制

度、改革、工程“三张清单”的高效推进机制。唯有如此，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才能不断丰富、动力才能更加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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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建：：种好生态文明种好生态文明““试验田试验田””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本报北京讯（记者黄俊毅）日前，国家林

草局和中国气象局在北京联合发布了 2021

年春季沙尘天气趋势预测结果，认为今年春

季，我国北方地区沙尘天气过程次数和日数

均较常年同期（1981—2010年）明显偏少，总

体接近2020年同期。

据悉，国家林草局和中国气象局此前

在北京联合召开了 2021 年春季 （3 月至 5

月） 我国沙尘天气趋势预测会商会。来自

气象、林业、草原、荒漠化监测等领域的

专家对今年春季我国北方地区沙尘天气趋

势进行了分析会商，得出上述结论。

会商认为，今春北方地区沙尘过程次数

为 6次至 9次，较常年同期（17次）明显偏少，

接近 2020 年同期（7 次）。其中，今春北方沙

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 1 次至 3 次，沙尘强度

总体偏弱。今春北方地区平均沙尘天气日

数为 3天至 5天，较常年同期（8.2天）明显偏

少，较2020年同期（5.3天）也偏少。

为何今春我国北方沙尘天气将明显偏

少？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袁媛

分析，春季大气环流的气候背景有利于

2021 年春季沙尘天气偏少。欧亚中高纬地

区大气环流活动是形成我国北方沙尘天气

最 为 重 要 的 气 象 条 件 。 气 候 模 式 预 测 ，

2021 年春季欧亚中高纬地区经向环流偏

弱。在欧亚纬向环流气候背景下，我国北

方地区春季沙尘天气处于偏少阶段，沙尘

天气日数和过程次数一般少于常年同期。

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副司长张德

平说，2020 年主要沙尘源区水热条件、土壤

墒情、植被状况有利于抑制2021年春季沙尘

天气发生。近20年来，国家不断加大生态保

护修复力度，加之北方地区降水量呈增多的

趋势，主要沙尘源区植被状况持续向好，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10.59%

提高到 18.67%，综合植被盖度由 39.8%提高

到 45.5%，地表状况有利于抑制 2021 年春季

沙尘天气发生。

鉴于春季沙尘天气趋势有一定不确定性，

国家林草局与中国气象局将实时监测海洋、大

气、植被状况演变和天气气候异常特征，加强

分析研判，及时做好验证、修正工作。

有关部门发布预测

今春我国北方沙尘天气将明显偏少

本报北京讯（记者袁勇）中国人民大学

和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2月 3日主办了“‘碳中

和 2060’与中国绿色金融论坛（2021）”，碳交

易市场建设成为现场讨论的焦点。与会人士

认为，积极有序建设碳交易市场，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有力推

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据悉，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自 2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由此正式开放，

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正式启动。与会人士认

为，加快碳交易市场建设，可以有效地推动

碳资源配置优化，推动科学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碳达

峰、碳中和的实现要建立在科学路径上，一

个重要的科学路径就是围绕绿色产权归置、

交易体系建设等基础内容，构建比较完善的

碳交易市场，可以使国家战略部署能够得到

产业和市场的充分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

认为，对碳排放权进行产权界定，通过市场

机制进行有效交易和定价，可以实现供给和

需求的匹配，让相关市场主体通过价格机制

获取利益，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

他表示，金融市场的发展、监管和创新

可以给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很好的参考，

碳排放权是一种权利凭证，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具有很强的金融市场属性，可以按照金融

市场的规律、逻辑、方法来推动这一市场的

发展、监管和创新。此外，市场中还要有足够

多的市场主体，具备足够多的不同风险偏

好，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除了碳排放

企业以外，还可以让更多投资者进入市场，

充分发挥碳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价值。

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正式开放

将有力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2月 1日，在甘肃省静宁县城川镇暖棚里，桃花、杏花竞相

绽放，果农们忙着为果花授粉。近年来，静宁县不断加强果园

建设和生态保护，打造绿色生态静宁。王 毅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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