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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
数字底座

﹄

申峥峥

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实践抓手。发挥数字经济

作用、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

得到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重视。

掌 握 区 域 内 生 态 产 品 的 数

量、质量、权属等基本信息，是生

态产品进入市场实现产业化经营

的基础。依托数字技术，可以实

现对生态产品信息的精准摸排。

首先，搭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数

字平台，在健全自然资源确权制

度规范的前提下，实现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

化，为生态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条

件。其次，基于现有自然资源和

生态环境调查监测体系，利用卫

星遥感、网格化等监测手段，开展

生态产品基础信息调查，具备条

件的地区可探索建立生态产品目

录清单。再次，对各类生态产品

的数量分布、质量等级、功能特

点、权益归属、保护开发利用情况

等信息进行动态监测，逐步建立

整体联动、开放共享的生态产品

信息云平台，夯实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数字底座”。

数字技术有助于推动生态产

品价值的智能核算。生态产品总

值（GEP）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

重要方法。近年来，相关部门和

不同地区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领

域开展了大量实践和探索。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 2022 年年底，我

国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相关的各

级试点已覆盖 17 个省份、50 个地

级市，超过 160 个县区。近日发

布的“数字两山”辽宁 GEP 核算

管理平台，实现了 GEP 数据多维

度、多层次、综合的展示。从实践

中可以看到，数字技术极大提高

了 GEP 核算的规范化、精准化、

可视化，为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奠定了基础。

数 字 经 济 大 大 拓 展 了 生 态

产品经营开发渠道。在摸清家

底、建立台账的基础上，数字经

济推动生态产品进一步实现了

从“有价”到“有市”。对于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可

以充分发挥数字电商平台的资源和渠道优势，促进

生态产品与消费市场的直接对接；运用区块链等数

字技术，实现生态产品的信息可查询、质量可追溯、

责任可追查，贴实产品的“生态”标签，同时创新互联

网传播手段，加强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培育和

保护。对于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可以搭建数字交

易市场和平台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不断推动水权、排

污权、碳排放权等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对于文化服

务类生态产品，可以通过加大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

源的数字化开发，提升文化服务价值，实现更大经济

效益。比如利用数字技术盘活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

的文化资源，丰富文化服务的供给；通过反映地方传

统文化、自然风景、地域风貌的优秀短视频创作，催

生文化服务新内容；利用 VR/AR、全息互动投影灯等

技术，立足特色小镇、景区，开发文化旅游新场景，带

来文化服务新体验。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助

推作用，使生态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才

能最终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双赢。

拉萨 不负春光添新绿
本报记者 贺建明

春风拂绿，西藏拉萨市南山公园内，柳

树、松树、杨树、侧柏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一条条步道镶嵌在潺潺流水、片片绿意间。

优质的环境让南山公园成为市民假日休闲的

好 去 处 ，也 是 游 客 登 高 远 眺 布 达 拉 宫 的 绝

佳地。

10 多年前，对于生活在拉萨周边的市

民群众来说，山上绿树成荫还是遥不可

及的梦想。如今，拉萨南山公园周边

已是荒山染绿、美景无限。

“ 假 植 沟 开 沟 深 度 要 达 到

1 米，然后把苗木成捆排列在沟

内，根系和苗茎下半部分都要

用湿土覆盖好，这样才能防

止透风失水。”近日，在拉

萨 南 北 山 绿 化 工 程 曲

水县茶巴朗 2 号造林

片 区 ，拉 萨 南 北 山

绿化工程造林技

术顾问、西藏自

治 区 林 草 局

原 副 局 长

索 朗 旺

堆正弓着身子为造林单位示范讲解苗木假植

的要点。

不负春光添新绿。为抢抓春季造林黄金

季节，最近一段时间，索朗旺堆一直辗转于各

个造林片区进行技术指导。“在西藏种树可不

是件容易事，整地、挖坑、选苗、栽植、浇灌、抚

育管理每个环节都有着严格的规范要求，任

何一个步骤不达标，都会影响到后期的成活

率。”索朗旺堆说。

听说来了造林专家，现场工人闻讯围拢

过来。从苗木直径、冠幅到灌木、乔木埋土

深度和浇灌时间、水量，事关植树造林的各

个环节步骤，索朗旺堆都讲得仔细，大家也

听得认真。“实话说，在高原种树我们经验不

算丰富，多亏有像索朗旺堆这样的专家一次

次实地指导。我们也会按照技术要求做好

每个环节，确保苗木的成活率。”茶巴朗 2 号

造林片区造林企业现场负责人徐毅表示，为

了提高造林效率，他们还购置了 3 台履带机

用于苗木的运输。

“从山下苗木储备点到山上植树点的路

途长、山势陡，之前是靠手提肩扛、使用骡马

运输苗木，耗时长、效率低。现在有了履带

机，苗木运输效率是之前的几十倍，能节省更

多的人力投入栽植、抚育管护中。”徐毅说。

拉萨市林草局副局长王尚德介绍说，拉

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段正在施工的造林

片区有 88 个，各片区立地条件不同，不仅要

适地适树，更要因地施策。“自 2012 年启动拉

萨南山造林绿化工程以来，10 多年间，我们

已筛选出油松、山杏、红柳等 30 多个适宜高

原栽植的树种。同时，我们也鼓励各造林单

位根据实际，创新采用新机械、新技术开展

造林工作，提高植树效率和苗木成活率。”王

尚德说。

同时，拉萨市民群众参与植树造林的热

情也不低。家住曲水县茶巴朗村的旦增，近

两年来一直活跃在家门口的植树造林一线，

用侍弄庄稼的劲头种植管护着山坡上的新

绿。“我参加过专业培训来种树，植树造林不

仅能改善居住环境，我每天还能拿到 250 元的

工资，把树种好管好，将来出门抬头就能看到

绿。”旦增乐滋滋地说。

据介绍，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是西藏首

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的代表

性 工 程 ，也 是 增 进 各 族 群 众 生 态 环 境 福 祉

的 重 要 民 生 工 程 。 2021 年 ，拉 萨 南 北 山 绿

化 工 程 着 手 启 动 。 2022 年 ，西 藏 正 式 印 发

《拉 萨 南 北 山 绿 化 工 程 总 体 规 划（2021—

2030 年）》。根据《规划》，预计到 2030 年，拉

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将完成营造林 206.72 万

亩；其中，人工造林 120.58 万亩，封山育林育

草（含飞播造林）83.88 万亩，森林提质增效

2.26 万亩。

为鼓励支持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

参与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西藏陆续制定出

台《关于鼓励和支持参与拉萨南北山绿化的

政策措施》《拉萨市南北山绿化管理条例》《拉

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承包造林作业设计规则》

等 13 项政策文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

管理体系。

此外，还开展“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

动，动员引导全社会力量参与拉萨南北山绿

化，取得了良好成效。

拉萨市林草局局长尹培凤介绍，2022 年，

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共完成投资 13.4 亿元，

完成人工造林 9.17 万亩、点播造林 3.6 万亩，

栽植各类苗木 1713 万株，穴播种子 1.8 万千

克。2023 年，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还将重点

推进补植补造，实施拉萨市周边交通沿线项

目提质增效工程和年度造林绿化工程，计划

完成营造林 19 万亩以上。

“当前正是植树造林的黄金季节，我们将

抢抓有利时机，加强造林和水电路配套工程

监理，严格把好苗木选种、栽植、灌溉和后期

管护等关键环节，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造林

任务，努力实现 5 年增绿山川、10 年绿满拉萨

的目标。”尹培凤说。

这个季节，湖北十堰市春和景明、蔬果飘

香。在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沙洲村，草莓种

植户郝元明看着大棚里红彤彤的草莓，笑得

很开心，“以前 10 元一斤销路还不好，现在 50

元一斤客人抢着买。”近年来，郧阳区大力推

行有机种植，不仅提升了农产品品质，改善了

土壤质量，提高了农民收入，也减少了农村面

源污染，保护了汉江水质，助力丹江口库区守

好一库碧水。

十堰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被 誉 为 北 方 的“ 大 水 井 ”，同 时 也 是 湖 北 水

土 流 失 最 严 重 的 地 市 之 一 。 多 年 来 ，十 堰

市把确保“一库碧水永续北送”作为最大的

政治责任，推进库区监测网络建设，全面开

展 水 土 流 失 监 督 性 监 测 ，全 市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和 强 度 实 现 了 双 下 降 ，生 态 环 境 得 到 明

显改善。

今年年初，湖北省委省政府印发《湖北省

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积

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综合整治等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加强秦巴山等重点

生态脆弱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将进一步助力

十堰守牢生态安全底线。

守护“大水井”

近日，水利部公布 2022 年国家水土保持

示范名单，十堰市竹山县入选国家水土保持

示范县，是湖北省唯一入选县（区）。

2018 年以来，竹山县按照“治理一条小流

域，打造一处亮点，保护一地水土，造福一方

百姓”的治理思路，实施太河生态清洁小流域

治理工程。通过封禁保护、生态绿化、河道整

治、排污治污、村庄美化等措施，河流水系生

态系统得到有效治理，建成生态河道、生物净

化塘、水保林等基础设施。

在竹山县，小流域综合治理产生了生态

大效益。

竹山县文峰乡太和村就受益匪浅。太河

村位于深山峡谷，极易发生山洪灾害，水土流

失严重，种粮食得不偿失。竹山县通过引进

民间投资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在文峰乡太和

村建设了太和梅花谷景区。太和梅花谷自然

条件优越，田园与村落相间，山水与花鸟相

依，空气清新、景色宜人。景区充分挖掘当地

生态资源，因遍布溪谷的野生腊梅群而得名，

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水土保持型）

水利风景区、国家 4A 级风景区。

生态游带动了太和村农户发展设施蔬

菜、特色养殖，村民还办起 20 余家农家乐，转

型吃上旅游饭。如今，文峰乡太和村已成为

集自然观光、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健康养生

为一体的“城市后花园”。

“小流域生态治理不仅实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还形成了‘山上茶园、山下果园、

林中游园、村头乐园’的格局，是我们开发景

区和带动周边村民转岗就业的基础。”十堰太

和梅花谷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何

琦说，梅花谷景区实现直接就业 326 人，带动

间接就业 500 余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

民年均增收 7000 元以上。

小流域综合治理取得成效，得益于十堰

市推进的“四大工程”。十堰市水利和湖泊局

党组书记、局长余荣江说，“十三五”时期以

来，十堰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以维护南

水北调核心水源区水质良好为目标，以控制

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为抓手，着力打造了粮

仓工程、钱袋工程、着装工程、平安工程“四大

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大工程’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342

平方公里，完成投资 23.84 亿元。”余荣江说，

仅“着装”工程就实施封禁治理 1405.53 平方

公里，项目区植被覆盖率提高 2%以上，年平

均侵蚀模数由每平方公里 4454 吨下降到每平

方公里 3368 吨，年拦蓄泥沙量、径流量分别达

2266 万吨和 1.9 亿立方米。

保障水安全

在十堰丹江口市蒿坪镇卢嘴村丹江口辰

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40 个“鱼桶”依次排列，

里面鱼儿欢快游动。

“这些‘鱼桶’学名叫‘陆基循环鱼桶’。

一个桶能盛水 100 立方米，占地 50 平方米，但

抵得上传统养殖 5 亩水塘的产量。”该公司负

责人张军锋告诉记者，他曾在丹江口水库有

40 多口网箱，如今发展陆地养鱼更省地省水

省力，效益也更高。

“‘陆基循环鱼桶’智能化高，实现了零排

放，非常适合在丹江口推广。”丹江口市水产

服务中心副主任熊罡说，全市目前陆基养殖

经营主体已达 28 家，建成 1048 个陆基循环鱼

桶，饲养翘嘴鲌、鳜鱼、鲈鱼等名优特产鱼，年

产鱼 1000 万斤。

多年前，“百里万箱下汉江”是丹江口的

一 大 盛 景 ，万 余 名 渔 民 在 此 靠 养 鱼 捕 鱼 为

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根据水污染

防 治 法

及《南 水 北 调 工 程

供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丹

江口水库最高水位线 172 米以下库岸

区域内禁止养殖，库区 12 万余只网箱被

全面取缔。

随着长江大保护和长江 10 年禁渔战略

的推进，丹江口也禁止了生产性捕鱼行为。

在此期间，“洗脚上岸”的渔民中有不少人和

张军锋一样办起了陆地养鱼场。

今年 56 岁的许文化就是其中一位。在丹

江口市均县镇寨河村二组的奔富智慧渔业基

地，基地负责人许文化抓起一把鱼饲料，撒入

一个池中，成群鱼儿抢食翻腾出水面，激起片

片水花。“这一桶有鲈鱼 8000 尾，长到一两斤

后捕捞出售，能卖 20 多万元。”

“以前大水面网箱养鱼，高峰时有 300 多

亩库汊、27 个网箱，仅一年投放饵料就要花 30

万元。”许文化告诉记者，高密度的养殖环境

容易引起鱼类疾病的暴发，大量使用药物更

会对水库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十堰市水产局副局长张现利说，现在所

有“鱼桶”实现了全自动，自动温控、增氧、投

喂、鱼粪过滤，尾水通过微滤机处理后集中排

入三级净化池，最后实现循环利用。“‘陆基循

环鱼桶’保护了丹江口一库碧水，给十堰渔业

带来了希望。”

统计显示，2022 年，十堰市 23 个国控考

核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断面 22 个，占比

95.7%；27 个省控考核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
类断面 26 个，占比 96.3%；丹江口水库水质长

期稳定在Ⅱ类及以上标准，109 项水质监测指

标中，106 项达国家Ⅰ类水质标准。

打造示范区

眼下，在十堰市茅箭区胡家工业园东实

大洋电区系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每 3 分钟

就有一台电驱动集成系统下线。

“我们赶上了十堰商用车的低碳风口！”

该公司总经理郭巍说，企业目前有 7 条新能源

生产线，具备年产 5 万台（套）电商用车驱动系

统、10 万台（套）乘用车电驱动系统、10 万台

（套）新能源汽车核心电器系统、8000 台（套）

氢燃料发动机系统的能力。

十堰市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金强说，

2022 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强劲增长，易捷

特、东风小康等企业竞相发力，全市生产新能

源汽车 10.7 万辆，增长 77%。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十堰汽车产业加

速驶入“下半场”，以绿色低碳为核心的产业

转型扑面而来。

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了十堰“绿

色低碳发展示范区”新定位，赋予十堰市新的

使命担当。

为此，十堰市一手抓传统优势产业转型

升级，一手抓绿色低碳产业培育，“绿色低碳”

成为十堰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绿色决定发展的成色。2022 年，十堰市

锚定湖北省委赋予的“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

新定位，围绕打造“山水车城、宜居十堰”，加

快推进城市转型、产业转型、经济转型，突破

性发展“一主四优多支撑”现代产业体系，汇

聚合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经过多年的奋斗，十堰的生态优势更加

明显，十堰的生态价值更加彰显。据初步测

算，目前十堰的生态价值大约为 11.11 万亿

元。”十堰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澍表示，十堰将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流域综合治理

统筹“四化”同步发展。

据了解，在全省划定十堰域内 1 个一级流

域和 2 个二级流域片区的基础上，十堰还将科

学划定三级流域片区和四级管控单元，强化

生态环境容量和减污降碳硬约束，从流域系

统性和生态整体性出发，聚焦汉江干流和 12

条入库支流流域。

数据显示，通过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全市

水土流失面积由 2006 年的 8935.73 平方千米

降至 4098.11 平方千米，降幅达 54.14%。张澍

说，未来，十堰将实施水质稳定达标、库区总

磷控制、库周和岸线整治等生态环境治理“十

大行动”，不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确保十堰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环境更优美，确保“一库碧水永续北送”。

湖北十堰当好“守井人”——

一库碧水向北流

春光明媚的拉萨南山公园春光明媚的拉萨南山公园，，河水潺潺河水潺潺，，绿色点缀其间绿色点缀其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建明贺建明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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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水北调水源十堰市郧阳段水在南水北调水源十堰市郧阳段水

域域，，两岸油菜花与清澈的江水交相辉映两岸油菜花与清澈的江水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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