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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半

年粮。”一首民谚，道尽了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盐碱地

的荒芜与贫瘠。如今，曾是白茫茫一片的盐碱滩涂

上，沾化经济开发区不断延伸绿色生态产业链条，向

“绿色”要动能，从“绿色”中出效益，走出一条让“生态

颜值”转换为“发展增值”的绿色富民之路。

“种一葫芦收不了半瓢”的盐碱地，却为冬枣提

供了适宜的生长条件。当地在贫瘠的盐碱地上种

出了营养丰富、脆甜可口的沾化冬枣，30 万亩冬枣

树成为富民的“金疙瘩”。

“从‘单一卖枣’到‘全身变宝’，实现了从种植

向食品加工、生态旅游等领域的延伸拓展。”位于沾

化经济开发区的尚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

利芯告诉记者，他们陆续推出冬枣馅料、水果冬枣

糕、原味冬枣酱、冬枣粒等系列产品，远销海内外。

除了冬枣，沾化盐田虾成为当地第二张名片。

依托土地海域资源优势，当地发展蓝色海洋经济，

在盐碱地上建起 5000 余亩养虾棚，蹚出了一条高

效集约的特色养殖路。

对虾收购商王金利告诉记者，“上光下渔”模式

养出的盐田虾，肉质弹韧、味美鲜甜、个头还大，十

分受市场欢迎。“这个基地的虾是养殖业牵手新能

源产业后，组团奏出的‘渔光曲’。现如今这里已形

成‘上可发电、下可养虾’的渔光互补发电新模式，

展现出新能源与工业旅游、盐田风光等特色产业深

度融合的独特魅力。”沾化经济开发区宏烨新能源

公司党支部书记兼副总经理靳旭东说。

从“一业兴”到“百业旺”，盐碱地上“长”出绿色

工厂。前不久，沾化区总投资 30亿元、装机总容量

55 万千瓦的 3 个新能源光伏项目在盐碱滩上集中

开工，全部建成后年均发电量约为 7.7亿千瓦时，预

计每年可节约标煤 2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67万吨，

减排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4000余吨。

聚焦“一区三园”管理模式，沾化经济开发区大

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引导企业以

绿色转型为主线，持续探索节能减排技术；畅通产

业循环，为企业发展寻找“好邻居”，实现产业链多

链联动，打造共赢产业生态。

“隔壁企业供应的中海精细化工环氧丙烷是我

们公司高级胺系列产品的上游原材料，通过管道直

接输送到公司，可节约成本 2000 万元，形成一条集

约、安全、绿色、循环的油盐化工产业链。”山东达民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建说。

今年以来，沾化经济开发区推动完成 15 家企

业项目技术改造，产品不断更新换代，节能降耗成

效明显，规上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率达 17.52%，实

现了工业经济从“绿色制造”向“绿色智造”的蝶

变。成功创建省级绿色工业园区，还被列入山东省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产业园区试点

名单。

沾化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韩

炳辉表示，下一步，开发区将以“绿”为基、以“智”

为核，争创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继续加强节

能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动化工新材料

产业、精细氧化铝产业、新能源产业

集群绿色发展，力争 2024 年规

上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

下降10%左右。

“这座小城像雨像雾又像风，像山像

水像画中。”虽已入冬，仍有不少游客前往

位于武陵深处的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感

受当地的生态之美。

江口县位于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

山脚，森林覆盖率达 77%。近年来，该

县 积 极 推 动 生 态 化 、绿 色 化 、低 碳

化 发 展 ，走 出 了 一 条 城 市 化 与 生 态 宜

居相融共生的路子。

夯实绿色基础

近年来，江口县全面推行林长制工

作，牢牢守住生态底线。去年，因全面推

行林长制工作成效明显，受到国务院激励

表彰。

高位推动，构建林长制工作体系。

江 口 县 始 终 秉 承“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理念，从责任主体、制度运行、考核

管理等方面入手，系统构建以“林”为

重点、“长”为核心、“制”为关键的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工作体系，由县委书记、

县 长 担 任 县 级 总 林 长 ，明 确 县 乡 村 三

级 林 长 职 能 职 责 ，形 成 县 级 林 长 包 乡

镇 和 梵 净 山 等 重 点 生 态 区 域 ，乡 镇 级

林长包村，村级林长包组的“三级”包

保责任体系。

夯实基础，构建生态保护管理体系。

江口县以全域绿化“六绿”攻坚行动为抓

手，从基层建设、护林管理、自然保护地等

方面发力，努力构建生态保护管理体系；

按照一级消防站标准建设了集森林防灭

火、山岳救助、索道救援于一体的江口县

梵净山消防救援站，组建了铜仁市唯一一

支山岳专业救援队伍，配备 25 名专业救

援队员。

同时，江口县还对全县 1817 名护林

员开展培训并签订管护协议，抓实“全国

生态护林员联动管理系统”网格区划管

理，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违规行为第一

时间发现并处置，为森林资源保护提供强

大保障。

为做优自然保护地，江口县积极申

报 梵 净 山 黔 金 丝 猴 拯 救 保 护 工 程 ，完

成“ 贵 州 梵 净 山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国 家 定

位观测研究站建设项目”“贵州梵净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本建设项目”“黔

金丝猴野外种群监测调查与梵净山野

生 动 物 收 容 救 护 项 目 ”建 设 。 2022 年

收 容 救 护 野 生 动 物 37 批 次 21 种 43 只

（个），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黔 金 丝 猴 、云

豹、梵净山冷杉、花榈木等均得到有效

保护。

培育生态产业

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

牌，绘出绿色经济新蓝图。

江口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将中药材

发展作为主导产业，成立林下经济（中药

材）专班重点推进该项工作。通过对全县

林下资源实地普查，筛选出 24.86 万亩林

地，规划作为中药材发展区域。

“江口县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

渡地带，属中亚热带季风山地湿润气候，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7℃，特别适宜种

植中药材。”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

有限公司江口基地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江口县按照因地制宜、产

业共生、相对集中原则，结合县域资源分

布，提出了“三带两区一库一中心”的中药

材产业发展布局。

按照单品突破要求，江口县着力培育

市场经营主体，全县种植规模日趋扩大。

截至目前，该县从事中药材生产的经营主

体共 207 家（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30 家；

全县现有中药材种植面积 5万余亩，涉及

20余个品种。

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江口县分别与贵

州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多次邀请专家到江口对淫羊藿、黄精、

茯苓、天冬、缬草 5 个重点品种进行种植

分析，并采取校政企联动方式，推进海南

澄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江口，对天冬

种植与利用进行开发，为产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2022 年，贵州梵精苓大健康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贵州苗药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江口县梵净山珍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江口县闵孝现代高效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 4 家本土企业申报贵州省“定制药

园”。贵州苗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贵

州梵天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家企

业申请广东消费帮扶联盟会员。

“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在家门

口找到了工作，除了务工收入外，

还有土地流转收入，日子越来越好

过。”何坝村村民田芳算了一笔账，

家里流转了 7 亩土地给公司发展

中药材，每年土地流转收入 4200

元；公司聘请她到淫羊藿基地当管

理员，负责组织人员务工，每月工

资可以拿到3000元。

江口县生态环境良好，冷水资

源丰富，水质优良，十分适宜冷水

鱼生长。近年来，该县成功引进青

岛红星集团、贵州绿源水产公司、北京汉

业集团等企业，在当地养殖冷水鱼。目

前，该县特色水产养殖总面积突破 6000

亩，大鲵存池突破 6 万尾，实现产值产量

翻番。

同时，江口县还建成了鱼子酱生产基

地（深加工厂），预计年产深加工产品 300

吨、鱼子酱 100吨。鲟鱼产品主要销往东

南亚地区，实现鲟鱼年出口量50吨。

当地群众不断从鱼产业中实现增

收。何友华就是第一批尝到养殖冷水鱼

甜头的人。2011 年，何友华辞去跑运输

的工作后，筹集资金来到江口县民和镇坪

槐村从事冷水鱼养殖，次年 12 亩冷水鱼

的产量就达到了 5万公斤。2013年，他还

注册成立了贵州江口腾龙渔业养殖有限

公司。

茶叶则是江口县推出的第三张生态

产业名片。该县补齐茶产业链，促进茶产

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梵净茶香四海，

抹茶产业独占鳌头。截至目前，该县茶园

总面积 15.97 万亩，投产面积 11.92 万亩；

拥有茶叶加工厂 41 家，名优茶生产线 65

条，碾茶生产线 14 条，抹茶生产线 4 条，

红、绿宝石精加工生产线各1条。

文旅带富农户

走进江口县坝盘镇挂扣村九龙山国

储林示范点，工人们正对现有林木进行改

培。按照工种不同，工人们每天都有 80

元到 150元不等的工资，其中大多数人已

年逾半百，能在家门口有一份收入，心里

还是乐滋滋的。

这得益于江口县国有储备林项目的

实施，让农户通过合作社以撂荒地、闲置

坡地和闲置林地入股，不仅有土地入股分

红、合作社固定分红，还能就近务工，有一

份不错的收入。

江口县飞龙公司总经理黄建国说，

该县抢抓国家实施《国家储备林建

设规划（2018—2035 年）》机

遇，大力推进国储林

项目建设，目前

已 建 成 15.7

万 余 亩 。

“ 经 测

算，该项目在 8 年的建设期内，每年可为

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2 万余个、务工增收

2400 余万元，入股农户经营期内可获得

净利润分红7.6亿元。”黄建国表示。

江口县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逐步打通“两山”转换通道。

10 年前，梵净山脚下的太平镇寨沙

侗寨还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基础设施不完

善，村民们有的外出务工，有的在梵净山

抬滑竿，有的靠低保维持生计，生活比较

艰苦。如今，寨沙侗寨侗族精美的少数民

族服饰、动听的声乐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参观。“按照每名游客 50元的门票收入计

算，一天 3 场表演下来，侗族歌堂就可创

收7000元左右，加上自己经营的2家民宿

收入，每月净利润达到 2万多元。”从外乡

来到当地发展的商户杨旺说。

同样，家住太平镇梵净山村的杨爱

花，也为梵净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良

好生态环境所吸引，返乡创业，从 10年前

的打工妹变身为现在的民宿老板，吃上了

旅游饭，过上了好日子，成了当地的农村

致富带头人。

10 年来，江口县围绕“梵净江口·养

心天堂”品牌定位，立足梵净山旅游资源

优势，紧扣“保护区内做减法，保护区外做

加法”“山上做吸引力，山下做生产力”的

思路，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和乡村旅

游，各类农家乐、乡村民宿、旅游商店、娱

乐项目方兴未艾。

如今，文化旅游已经成为江口县的支

柱产业。截至目前，江口县已建成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 个、4A 级旅游景区 2 个、

3A 级旅游景区 1 个，打造乡村旅游示范

点 6 个，直接从事旅游服务行业人员 1.5

万余人，间接带动就业2万人以上。

贵州江口绘出绿色经济蓝图
本报记者 王新伟

盐 碱 滩 的“ 颜 值 ”亮 了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探索完

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案》为新时期推

进林业生态价值转换指明了方向。积极探索林

业生态价值多元转化新路径，对于充分发挥森

林“四库”作用，激发林业经营主体积极性，引导

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我国集体

林业发展成果显著。据统计，我国现有集体林

地 25.68 亿亩，占林地总面积的 60%，发放林权

证 1亿多本，完成了“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改革

目标。集体林区生态日益变美，林权融资机制

逐步健全，林业经营效益明显提升。

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林业生态还存在许

多短板。诸如优质林业生态产品供给不充分，

林业生态产业化发展仍然滞后，林业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还不健全等。因此，要通过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林业生态价值有效转

化，持续供应优质林业生态产品，实现生态美、

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提高森林资源整体

质量，建立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

统，是推进林业生态价值有效转换的首要前

提。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科学划定生态

公益林和天然林范围，通过整体性保护实现森

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多样性。实施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推广森林高效经营模

式，定制精细化经营方案，精准评价森林经营成

效。推行全周期森林经营，通过采伐更新、抚育

复壮、择伐补造等措施，促进森林生长和更新，

提高森林生产力，培养高质量森林资源。

创新现代林业产业发展体系。大力发展高

质量林业产业、推动森林生态产业化发展，是推

进林业生态价值有效转换的重要举措。鼓励地

方培育林业支柱产业，扶持一批专精特新林业

企业，打造林业产业集群，推动林业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提升优质林产

品供给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和森林人家等新业态，

促进林业产业三产融合。建立健全森林生态产品标志管理和产品追溯

体系，创建区域林业特色品牌，推动森林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

强化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创新绿色金融改革方式，解决林业长期

投入不足的问题，是推进林业生态价值有效转换的关键环节。创新林

业相关抵质押资产流转模式，开发林地经营权流转证质押、林业碳汇收

益权质押等多种金融贷款模式，提高林业贷款融资规模和效率。同时，

发展森林生态产品债券、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搭建金融资本“进山入

林”桥梁，鼓励更多优质资本投资山林。建立健全林业融资信贷风险管

控机制，引入政策性担保公司和商业保险公司，形成多元主体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新局面。依托数字技术，优化生态产品风险定价和管控

模型，实现数字技术赋能绿色金融。

完善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健全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打通“两山”转化通道，是推进林业生态价值有效转换的重要举

措。完善森林生态资源调查监测和评估机制。及时跟踪森林生态资源

动态变化情况，准确掌握我国森林生态资源底数。同时，科学开发林业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规范开展林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筑牢林业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数据基础。拓展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统筹考

虑自然条件，实施差异化森林生态补偿模式。探索发展森林生态权益

交易、森林资源配额交易、森林生态载体溢价等价值实现模式。重点拓

展森林碳汇价值实现模式。构建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立全国林

业碳汇数据库，完善林业碳汇交易市场体制机制，提升林业碳汇产品价

值实现能力。

（作者系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集体林业改革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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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安徽省滁州市明湖

公园内的滁阳阁，远眺，只见

明湖波光粼粼，候鸟或在水

中嬉戏、或掠过湖面、或振翅

高飞，岸边绿植随风摆动，还

有锦绣青花“玉如意”般的滁

州奥体中心，栈道、廊桥、游

船动静相宜，风景如画。

近日，滁州市明湖通过

水 利 部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成 效

复 核 评 估 ，成 为 全 国 首 个

“幸福湖”。

幸福河湖是指能够维持

河流湖泊自身健康，支撑流域

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体现人水和谐，让流域内人民

具有高度安全感、获得感与满

意度的河流湖泊。

曾经的明湖，地处龙兴河

末端的低洼地，“十年九涝”是

百姓最深刻的印象。为了打

造让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

2015 年 9 月，滁州市委、市政

府决定依托胜天河综合治理

工程，高标准、高质量规划设

计，建设明湖湿地公园，成为

滁州绿色发展“一号工程”。

明 湖 大 坝 于 2015 年 开

工 ，2017 年 汛 期 形 成 湖 区 。

滁州市依托原有地形新建 1 号闸、2 号闸，

综合整理原有地形地貌，搬迁原湖区居

民，使水能蓄得住、泄得出。并在上游取

直龙兴河河道、连通周边水系的基础上，

进行景观设计建设，使明湖水活起来、美

起来。

明湖建管中心总工程师陆传洋告诉记

者，要实现“美丽明湖”向“幸福明湖”的升

级，仅靠环境整治远远不够。为此，明湖在

助力流域发展、流域综合治理和管护能力

提 升 3 个 方 面 进 行 了 全 面

升级。

在 明 湖 东 北 角 ，设 置 了

800 平方米的生态保育区，建

立适宜多种蛙类生存繁衍的

自 然 湿 地 空 间 。 在 湖 区 中

间，人工堆土建设了 2 个湖中

小岛，为迁徙季过境的候鸟

提供停歇地。明湖还建设了

绿色廊道，构建以分级水位

控制为主线的生物多样性栖

息生态环境。

明湖建成后的汇水面积

为 69 平方公里，整个建设区

域范围总面积 23.9平方公里，

其中核心区域水面面积约 5.5

平方公里，湿地及绿化面积约

5平方公里。湖岸总长 11.2公

里，分布着 17 个不同形式的

人景互动区。明湖的水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当前，明湖水

质稳定到Ⅲ类，鱼类优势物种

增加到 21 种，流域鸟类增加

到55种。

为提升河湖管理保护水

平，当地还建成明湖数字流域

项目，通过视频监控、无人机、

水下摄影器材等实现智慧管

护。建设水生态大厅，开发长

效管护系统，引入河湖健康评价的相关指

标，定期评估河湖幸福状态、健康状况。

曾经的“低洼地”变身滁州市滨水景观

带和城市会客厅，集生态、休闲、娱乐等功

能于一体，展现“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

穷也”的美景，成为市民和外来游客的“网

红打卡地”。经常来明湖拍摄照片的滁州

市民徐明说：“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游乐的

理想去处，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

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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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攀学胡攀学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部分晒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部分晒

盐池盐池。。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范长国摄摄

村民们在江口县民和镇何坝村淫羊藿育苗基地除草。

李 鹤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