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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

梁

睿

有好的生态产品，却“养在深

闺人未识”；有好的自然环境，经济

账本上却反映不出来。这是生态资源

优势地区发展中普遍面临的难题。破解

这一难题，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的辩证统一，就需要丰富生态产品的

价值实现渠道，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目前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途径有围绕

山的林业碳汇、围绕水的流域补偿等。比

如近期黄山市举办第三届发展大会，就在

江南林交所绿色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上竞得

歙西林场开发的 242 吨林业碳汇，用于冲

抵举办发展大会产生的碳排放总量，实现

会议零排放、碳中和。比如新安江流域水

质补偿，只要每年水质达标，下游每年都

会给 2 亿元生态补偿等。

但从当前的实践看，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方式存在购买主体较为单一，变现途径

狭 窄 的 问 题 。 大 多 是 政 府 买 单 、财 政 掏

钱。虽然社会上对生态产品的需求很旺

盛，但高品质生态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着利

益主体多元、缺少地域品牌、缺少统一规划

和权威交易渠道等难题，导致产品难以满

足市场需求。同时，生态产品的价值往往

是隐含在产品和服务中，难以通过一般的

市场交易体现出来。

具有生态优势的地区要破解这一难

题，首先需要完善规划体系，摸清生态家

底，找准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和服

务。然后，多途径调动生态产品生产者的

积极性，着力扩大优质生态产品供应。

一是积极打造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对于公用品牌，可完善准入标准，将达

标产品纳入品牌范围，并加强品牌培育和

保护，提升区域生态产品品牌溢价。同时，

积极建立和规范生态产品认证评价标准，

逐步推进生态产品省际互认。

二是探索建立生态产品质量追溯

机制。通过健全生态产品交易流通全过程监督体系，努力实现

生态产品信息可查询、质量可追溯、责任可追查，增强消费信

心，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三是大力推进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通过定期举办

生态产品线上线下推介，多样化促进生态产品供给方与

需求方、资源方与投资方高效对接，拓宽生态产品交易

途径，以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让生态消费、品质

消费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生态要素价值在产品和

服务中得到体现，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疆综合整治头屯河——

“ 头 疼 河 ”变 幸 福 河
本报记者 耿丹丹

午 后 ，位 于

新疆昌吉市头屯

河沿岸的庭州生态绿

谷内，市民们悠闲地散

着步，飘带桥上，不时有

人拍照打卡。隔桥相望，

2021 年刚刚完工的头屯河大

桥上车辆川流不息。几年前，

这里还是满目疮痍的干河滩，

如今，庭州生态绿谷成为头屯河

生态治理体现的成果之一。

长达 190 公里的头屯河，发源于

天山山脉中部的喀拉乌成山北坡，途

经新疆乌鲁木齐市、昌吉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与第六师。由于历史

原因，两岸污染企业聚集，河道边滥采滥

挖、垃圾遍布，河岸杂草丛生，河床破坏严

重，成为周边群众口中的“头疼河”。

陈年顽疾“头疼河”

“这里的变化太大了！”55 岁的王丽带

着自己的外孙在头屯河边的公园玩耍。住

在附近的王丽还记得曾经这条河的情景，

“几年前河岸两边荒芜一片，尘土飞扬，我

们都不来。”王丽说道。

头屯河的主要功能是灌溉和泄洪，上

世纪 90 年代初期，头屯河河床较浅，除了汛

期，几乎处于干涸状态。

“过去就是三个字——脏乱差。”昌吉

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昌吉市分局分党组

书记冯卫告诉记者，10 多年前，头屯河沿岸

化工、建材等大小企业非常多，生态环境受

到了很大影响。

长期以来，水泥厂、砂石料厂等企业遍

布头屯河两岸，以致沿岸存在大量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问题。头屯河流域管理局河

长制办公室负责人刘强介绍，以前采砂厂

就有 20 余家，砂坑大坑连小坑，最大的砂坑

深达几十米。除了砂厂开采破坏河道，污

染企业违规排放也严重影响头屯河水质。

“处理问题周期长，涉及部门多，老百

姓也都迫切希望解决‘头疼河’问题。”兵团

十二师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玉红说，由

于头屯河涉及地方和兵团不同部门，过去

河岸边非法采挖、非法排污、垃圾倾倒等问

题不断，尤其是农民、企业、周边居民的纠

纷问题。

201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启动实施头屯河生态整治工程，并作为“环

保优先、生态立区”的重点工程重点推进。

2016 年 5 月，《头屯河生态整治区域协调发

展总体规划》获自治区批复，整治范围为南

起乌奎高速公路、北至北绕城，南北全长

13.3 公里，整治区域面积 9.1 平方公里。

多方治理头屯河

头屯河流域总面积 2885 平方千米，流

域内人口密集，流域治理涉及部门较多，如

何协调各地共同治理？

2015 年，昌吉市率先开启治理工作，累

计投入征收资金超 16 亿元，完成河西岸企

业 93 家、砂场 13 家、居民 599 户等搬迁工

作。2016 年，头屯河流域内的昌吉回族自

治州和十二师加快建设防洪河道、景观湖、

桥梁、绿化景观、道路等，推进生态治理和

绿化工程进度。同时，昌吉市当年全面启

动头屯河沿岸综合整治项目，规划设计 1 个

文化公园人工湖，水面形成蓝带、生态景观

形成绿带，由南至北依次建设 5 个公园。

负责项目建设的昌吉市住建局项目办

主任沙磊介绍，项目整体设计标准高，施工

工艺复杂，施工周期长，就是为了把河道治

理、环境保护、城市绿化有机结合起来，极

大改善头屯河两岸的自然生态。2021 年 9

月，该项目被正式命名为“庭州生态绿谷”，

成为昌吉市一张崭新的生态名片。

沙磊说，依托头屯河综合整治，兵团与

地方充分展开团结协作。“兵地共同调整土

地 5500 亩，通过重点实施的石河子路大

桥、头屯河大桥、健康路大桥南中北三个

联接两地的重要交通项目，推动东、西两岸

产业缝合、交通缝合、市政设施缝合、生态

缝合。”

2019 年，十二师的头屯河兵地融合生

态 产 业

示范区项目也开

始建设，包括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

目，南北长度约 26 公里。十二师住建局副

局长张晴天说：“整个工程最大的特色是实

现了 5 个贯通：通过生态绿化实现绿脉贯

通，通过水系治理实现蓝脉贯通，通过道路

建设实现了观光车道贯通、慢行系统贯通

与栈道贯通。”

除了工程建设，头屯河的变化，离不开

机制改变。2017 年，头屯河流域全面推行

河长制，新疆头屯河流域河长制办公室成

立，建立了四级河长制，以责任清单的形式

向二级河长制办公室下发，并明确责任人

及责任部门。

张玉红说，河长制建立后，乌鲁木齐

市、昌吉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与

第六师通过联席会议共同商讨，解决河道

“四乱”问题。“同时，通过河长制对河流进

行管理范围线和保护范围线划定，管理岸

线法制化，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管理范

围线内开展工作，对河道和水资源实现了

更有效的管理。”

生态修复“幸福河”

昌吉市民朱嘉周末一空闲，就会带着

父母来到庭州生态绿谷游玩。“这里可以散

步、骑行，还有体育场地可以运动。”朱嘉告

诉记者，不仅如此，湖边还可以垂钓，晚上

还能观赏灯光秀。每到周末，公园里就会

有很多人专程过来“打卡”。

如今的头屯河，水清岸绿，景色宜人，

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场所。头屯河沿岸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指挥部现场专工赵

振羽告诉记者，以前，昌吉市民都不愿意来

这里，如今经过改造，园区的配套设施在不

断完善，这里的人气也越来越旺。“最重要

的是改善了这里的生态环境，2021 年 7 月，

经过测定，这里整体的空气质量是昌吉市

最好的。”

“过去巡河，26.5 公里

要 从 上 午 十 点

一 直

忙 到 晚 上 七 点 ，现

在感觉就像走景区。”作为

十 二 师 河 长 制 领 导 小 组 成 员 之

一，巡河是张玉红的日常工作之一。“现

在巡河不用解决纠纷，轻松多了，主要就是

对防洪堤坝的查看，河岸防护措施是否到

位，有没有违法盗采等。”张玉红说。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头屯河谷新增绿

化面积 1 万余亩，栽种 300 万株树木、150 余

种植物，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

市绿肺”景观，成为乌昌两地各族群众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同时，头屯河 26 公里河岸

实现南北贯通，打通了 6 条断头路，与兵团

乌昌新区道路连接，形成了近 100 平方公里

的环状路网，与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八钢

交通路网全部连接。

兵团十二师还投资 5000 万元，分别在

沿岸 3 个农场建成 3 个千亩观光采摘园，设

立 1500 万元财政奖补资金，扶持田园综合

体建设，将沿岸 4 万亩大田调整为都市观光

采摘农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行走在头屯河沿岸，工业遗址公园场

地内的两座彩绘冷却塔，仿佛还留存着曾

经 的 印 记 ，也 向 人 们 展 示 着 绿 色 发 展 进

程。“这里曾经是热电厂标志性建筑，我们

保留场地，将打造以工业休闲为主题的公

共开放空间。”沙磊说，庭州绿谷建设完工，

后续工作还要继续，比如每年河道维护和

清淤，日常维护和检查，以及配套设施的进

一步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头屯河生

态修复治理，头屯河流域不仅生态环境得

到明显的改变，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效补

齐，并且形成了区域经济开发优势。“这块

区域开发的价值彰显，土地价值由每亩 30

万元提高到近 300 万元，为兵团新区的发展

打下了基础。”张晴天说道。

根据规划，未来将重点围绕头屯河流

域空间、交通、水系，统筹考虑植入新产业、

新业态，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建设

文化旅游产业园，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

展活力，力争将头屯河沿岸综合整治工程

打造成生态修复示范区、城市形象示范区、

产业聚集发展示范区。

稻田有了保洁员
本报记者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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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水稻产量高，稻田的土质很重

要。农闲时节，我都会到田里来把垃圾清

理干净。”冬日一大早，江西省抚州市临川

区河埠乡油顿村村民章国强便来到村里的

田间地头“搞卫生”。

稻田里，章国强熟练地用铁钳将田里

的垃圾夹到蛇皮袋里，仔细确认田里干净

了，又走向稻田旁边的一条水沟。“农忙的

时候，很多村民都要到水沟里取水、加农

药。因此，水沟里的农药包装袋和瓶子比

较多，得把它们捡干净。”章国强说。

在临川区农村，像章国强这样专门清

理农田垃圾农田垃圾的人，被村民们形象地称为“保

洁员”。

章国强是较早清理农田垃圾的村民。

说起自己的初衷，他讲道：“城市里有环卫

工人搞卫生，农村也聘用了清洁工，唯有农

田里没有人负责清理垃圾。”章国强发现，

农田里有不少村民随意丢弃的农药包装袋

和瓶子，这些基本上都是塑料，在田里根本

就腐化不了。为此，他专门到乡农技站请

教 农 技 人 员 ，分 析 塑 料 对 稻 田 有 多 大 影

响。结果正如所料，废弃塑料滞留在稻田

里，会破坏土壤的透气性能，降低土壤的蓄

水能力，影响水稻对水分、养分的吸收，从

而导致减产。

得知这个结论，章国强决定开始为稻

田当“保洁员”，专门清理田间里的塑料垃

圾 。 刚 开 始 ，老 章 只 是 为 自 己 的 稻 田 清

理。后来，他还当起村里的稻田环保志愿

者，号召更多的村民加入到稻田清洁的队

伍。在老章的倡议下，河埠乡 100 多位热心

环保的党员干部和村民加入到稻田环保的

志愿工作中来。

“这些农田垃圾并不是都没有用，有的

还可以卖钱呢。”章国强在每天清理工作结

束后，都会将垃圾分成两类。把有回收价

值的分一类，等到有一定数量就卖给收购

废品的人。对于其余的垃圾，他每天都会

及时送到村里的垃圾中转站处理。

临川是赣抚粮仓，全国粮食种植大区

之一，全年水稻种植面积有 130 多万亩。为

了保护好稻田，该区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

激发农民的环保意识，一方面激励广大农

民主动参与稻田环保，引导各乡镇广泛组

建“稻田环保协会”。截至目前，该区成立

了 200 多个“稻田环保协会”，有 3600 多名

稻田“保洁员”。

稻田环保了，土壤更好了，促进了稻田

增产增收。临川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邱福文

表示，自从有了稻田“保洁员”，水稻平均亩

产增产 50 公斤，农民户均增收 2000 余元。

下一步，临川区准备继续加大力度，出台奖

励措施励措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稻田清洁工作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稻田清洁工作。。

图① 俯瞰新疆昌吉市头屯河西岸

城市文化公园。 佘未来摄

图② 头屯河生态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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