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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沃土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沃土
——来自陕西、江西、福建、云南的报道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重要

生态屏障秦岭主体部分所在地陕西，坐拥

两江水系的江西，全国最“绿”省份福建，

“动植物王国”云南⋯⋯经济日报记者随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组展开深入调研

发现，这些地方通过持续开展污染防治攻

坚战，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全力以赴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减污、降碳、扩绿、增

长新路径，不断取得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

质量发展的新进展，铺展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生动图景。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污染防治攻坚战

正向纵深推进。

云南是长江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九

大高原湖泊如同镶嵌在云岭大地上的 9 颗

明珠。但高原湖泊抗干扰和自我修复能力

弱，生态系统一旦被破坏，治理修复难度很

大。以滇池为例，其水质在上世纪 90 年代

迅速恶化为劣 V 类，蓝藻暴发，严重破坏了

流域生态系统。

近年来，昆明市启动了“退塘、退田、退

人、退房，还湖、还湿地、还林”生态建设工

程，修复湖滨湿地。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

度假区滇管水务局副局长熊华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环滇池共建成 58 块湿地，占地

4.57 万亩。这些湿地利用深水植物吸附水

中的污染物，达到净化水质的效果，有效降

低了入湖污染负荷。

漫步在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的草

海湖滨生态湿地，一只只白鹭在湖上悠闲

飞翔，成群的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倒映在

水中的白云与水草相映成趣，游客在滇池

草海畔畅快游玩。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总经济师杨鹏说：“现在全湖水质达到了

Ⅳ类。每年都有几万只红嘴鸥从西伯利亚

飞越千里来滇池过冬。”

滇池的治理折射出云南生态治污的探

索。多年来，云南坚持源头治理，治污水、

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

态。2023 年九大高原湖泊水质总体稳

定向好，长江、珠江等六大水系出境、

跨界主要断面水质 100%达标；云南

全省优良水体比例达 94.1%，创历

史最好水平。

运用科学技术充实生态保

护手段、提升污染防治效能、赋

能生态环境治理，是深入打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的 重 要

途径。

走 进 江 西 省 南 昌 市

新 建 城 生 态 水 厂 ，看 不

到污水处理池，也闻不

到 刺 鼻 的 味 道 ，只 见

亭 廊 萦 回 、喷 泉 淙

淙、绿树环绕，宛若

公园一般。

水 厂 变 公

园的秘诀是绿

色 科 技 。 传

统污水处理厂多以地上敞开式为主，占地

多、异味重，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江西金

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曾凯

说：“我们这种绿色、低碳、高效的新型污水

处理厂与其截然不同。”作为新建城母公

司，金达莱公司自主研发推出的水环境治

理技术，通过引入自主培养、筛选的特性菌

群，在不外排有机剩余污泥的条件下同步

降解碳、氮、磷等有机物，减少有机剩余污

泥外排量和处置量，既节省土地资源，又节

约综合运行成本。经过处理后的污水用途

很广，不仅能用于水厂喷泉布景，还可用于

市政绿化灌溉、道路洒扫、公厕冲洗等。目

前，该公司技术已广泛应用于 30 个省份的

1000 余个污水处理项目，日处理万吨级以

上项目近 20 个。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渭河南岸的西安

湖，湖水由再生水补给而来。渭河生态管

理中心综合科干部王宜军告诉记者，西安

湖综合治理工程利用原有废弃砂坑，聚沙

成岛、聚水成湖，湖水主要来自草滩污水处

理厂的再生水，以及河滩地下渗水。

“西安湖的建成，大大改善了渭河城市

段滩区生态环境。”王宜军说，“如今上百种

鸟类栖息在渭河滩区，其中不乏青头潜鸭、

中华秋沙鸭等保护物种。”

传统的垃圾填埋场不但浪费土地资

源，还有污染土壤、水源与空气的风险。这

个老大难问题在江西省南昌市麦园生活垃

圾填埋场得到解决。

2021 年，当地对垃圾堆体全面覆土覆

膜，投资打造固废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并

建设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南昌固废处理

循环经济产业园年焚烧发电量达到 4.5 亿

千瓦时，实现 36.8 万吨的碳减排量。

建筑建材废渣、工矿尾料等固废也变

废为宝。江西省景德镇金绿能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陶瓷尾料、粉煤灰等工业固废

为主要原料，采用精控发泡技术，经 1200

摄氏度高温焙烧后制成新型材料。景德镇

市浮梁县工信局副局长胡跃华说：“建陶行

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瓷、废渣等

工业固废。合理消纳这些固废，为发展循

环经济树立了标杆。”

筑牢美丽家园生态根基

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如今，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在筑牢美丽家园的生

态根基中不断提升“绿色产值”，在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刷新“幸福指数”。

万里长江流经九江段又称浔阳江，微

风鼓浪、江水拍岸，满目葱茏的生态廊道依

江而建，将分散在江畔的琵琶亭、锁江楼、

浔阳楼等名胜古迹“连珠串起”。这条水

美、岸美、产业美的长江“最美岸线”，是近

年来江西省九江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厚植生态优势的缩影。

江 西 97.7% 的 国 土 面 积 属 于 长 江 流

域，“千河归一湖，一湖入长江”。通过精心

保护和持续建设，岸边的乱、脏、臭不见了

踪 影 ，长 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屏 障 进 一 步 筑

牢。浔阳江畔步步见景，自然风光和优秀

传 统 文 化 相 互 交 融 ，吸 引 市 民 游 客 前 来

打卡。

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发源于陕西省

汉中市宁强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

要水源。为守护好一江清水，当地采取禁

伐、禁牧、禁污染企业落户，改造饮水设施、

农村厕所，禁止污水直排以及栽种水生植

物等措施，先后实施了汉江源头生态保护、

汉江干流综合治理等项目。

保护优先、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推动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迈出新步伐。

汉江边上，汉中市天汉湿地公园水清

岸绿、野趣浓郁，滩地星罗棋布，溪流岛屿

点缀其间。这里是“两闸蓄水、三桥连贯”

的水利风景区，节假日期间到公园休闲观

光，是当地民众生活的日常。

天汉湿地公园的前身是城市采砂河段，

为保护汉江，建设过程中最大程度保留了河

道原生态岸线，依势造景，将砂石弃料变成

岛屿，将滩地设计为生态溪流。曾经沙尘漫

天的荒滩，变为宜居宜游的“幸福园”。

汉中市一江两岸开发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闫晓明介绍，汉中利用“海绵城

市”的透水建设理念，大量培育种植本土植

物，恢复水生态多样性，给汉江生态保护利

用和环境综合整治提供了示范。近 10 年

来，汉江汉中段水质持续保持优良，出境水

质稳定达到Ⅱ类。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

要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各方积极

性，实现久久为功。

南方红壤土质疏松，含沙量大，极易导

致水土流失。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曾是我

国南方红土地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

一，“山光、水浊、田瘦、人穷”是以前长汀的

真实写照。

龙岩市水利局副局长卢晓香介绍，长

汀县大规模植树种草覆盖荒山，实施水利

工程建设涵养水源。长汀水土保持率从

2011 年的 89.74%提升至 2023 年的 93.56%。

“生态环境好转，与汀江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关系密切。”长汀县三洲镇党委书记汤

钦 洪 告 诉 记 者 ，2016 年 闽 粤 两 省 建 立 汀

江—韩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以来，长

汀县累计获得汀江流域补偿资金约 5.37 亿

元，利用下游给予的反哺资金提高生态治

理能力。

生态质量就是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就

是发展环境。只有生态持续向好，发展才

有 后 劲 ，幸 福 生 活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才 更 有

支撑。

将生态潜能转化为经济势能

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陕西、江

西、福建、云南四省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

展特色绿色产业，推动工业企业绿色化数

字化转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协同共进。

陕西省富平县通过生态治水发展特色

产业，1 亩柿子林效益可达 2 万元。站在富

平县庄里镇杨家村远眺，大片柿子林长势

喜人。“富平柿饼个大、霜白、软糯香甜，很

受消费者喜爱。”富平县杨家村党总支书记

乔彬彬说，当地大力发展柿子种植、加工、

电商零售、文创观光，远近闻名。从过去吃

水难、河断流到如今生态美、产业兴，富平

通过生态治水实现了富民增收。

绿水含金，青山有价。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正在不断拓展。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港背村毗邻九岭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岭山阔叶林繁盛，

每到花季盛产花蜜，适合蜜蜂养殖。当地

政府通过开展技术培训、资金扶持等方式

引导村民参与蜜蜂养殖。村民刘煌平告诉

记者，因为环境好，当地产的蜂蜜品质高，

根本不愁销路。“靠山吃山”，群众对生态环

境保护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治理滇池过程中，昆明着眼于发展文旅，调

整产业布局。2023 年年初全面启动滇池

沿岸重点乡村改造提升工作，将 46 个村落

“串珠成链”，推动滇池保护与乡村振兴协

同发展。

滇池南岸，晋宁区牛恋村的小渔村，民

居设计美观，螺影广场、渔市街、水上娱乐

中 心、渔 乐 圈 营 地 等 众 多 功 能 区 井 然 有

序。“没想到自己的家乡会变得如此漂亮，

很多游客来这里打卡。”返乡创业的甜咪西

拾趣小馆老板李甜甜告诉记者，自家小馆

自开业以来生意就不错。去年，村子接待

游客 120 万人次，村民收入也随之提高。

滇池东岸，呈贡区的卧龙古渔村静待

客来。呈贡区与华侨城打造的美丽乡村项

目集生态治理、古村保护、古建修复、农创

文创、文旅融合等业态于一体，已吸引 45

万人次，实现营收 218 万元。

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

人 心 ，生 产 方 式 的 绿 色 转 型 也 在 全 面 提

速。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成为引领制造业

绿色转型的排头兵。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经济开发区

安东园的凤竹纺织绿色厂房，智能印染示

范生产线有序运转。工厂以数字化、绿色

化理念规划建设，颠覆了大众对传统纺织

印染行业的固有印象。他们采用蒸汽梯

级利用系统、废水废气余热回收及净化系

统，实现年节约标煤 1.6 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4 万吨，先进工艺污水处理系统及

反 渗 透 中 水 处 理 系 统 中 水 回 用 率 高 于

50%。一套组合技术下来，综合能耗降低

了 20%以上，传统能耗大户变身绿色印染

践行者。

华润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湾

里制造基地，草木铺满矮丘浅坡，湿地随

处可见。生产健胃消食片剩下的药渣用于

禽畜饲养，既有效解决了中药渣的处置难

题，又降低了养殖成本；中水回用系统将处

理后的中水回用于厂区景观补水和绿化灌

溉用水⋯⋯通过设计理念创新，基地实现

了现代工业与自然生态的融合，绿色发展

理念渗透进一个个生产细节。

通过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陕西、江

西、福建、云南四省将生态潜能转化为经

济势能、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的愿景变为现实，推动绿色成果持

续涌现、绿色产业蓬勃兴起，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的进程不断加速。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聚宝盆”
欧阳慧

生态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一

环。生态环境好，土地上就会长出“金元

宝”，生态产业就会变成“摇钱树”，田园

风光、湖光山色、秀美乡村就可以成为

“聚宝盆”。近年来，陕西富平坚持系统

观念，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

全、水价值，以“治水”牵引生态振兴，进

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对干旱少

绿的西北大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颇有启

示意义。

善抓“水”这一关键要素。水是我国

严重短缺的资源，也是影响环境质量的

主要因素。水作为生态环境的控制性因

素，在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水循

环及其伴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串

联了山、林、田、湖、草、沙等要素，形成流

域生命共同体。富平抓住“水”这一关键

性因素，牵住“治水”这个牛鼻子，围绕富

平母亲河石川河、温泉河治理，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为当地走上

以水润县、以水兴产、以产富民之路奠定

了坚实基础。

以“治水”为主线推动“五水”协同共

治。乡村生态振兴投资大、任务重、周期

长，要善于抓住重点领域关键问题，以一

条主线带动生态系统治理。在丰沛水资

源方面，强化区域节水，加大中水补水，

变季节之河为长流之河；在治理水环境

方面，推进源头治理与长效监管机制两

手抓，清污减排筑牢清澈之水安全网；在

修复水生态方面，开展理田、保塬、净水、

绿城，推进田塬河城一体化规划建设，将

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在保障水安

全方面，在河流综合治理的同时协同提

升河道行洪能力，打造堤固岸绿的安澜

之河；在转化水价值方面，以流域生态环

境改善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旅业态做

活水经济。当地将生态建设对城乡品质

的改善、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对周边区

域价值的提升统筹考虑，以多样化利益

分配机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生态振

兴，将生态环境治理与后续的生态产品

经营开发权益相链接，使治理成果最广

泛地惠及广大群众。

推进生态振兴离不开创新基层治

理。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

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生态振兴要注重

构建激发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的长效机

制，让每个人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

设者、受益者。长期以来，乡村生态环境

治理的主要难点是“熟人效应”，村民自

我约束性不强，“易整治难保持”问题突

出。富平一方面发挥好村“两委”干部、

党员、乡贤等作用，推动村级自治组织与

政府、村民、企业开展合作治理，构建多

元共治格局；另一方面创新推出“红黄

旗”制度，通过观摩对比、晾晒打分、“奖

优罚劣”，构建起有力有效的激励约束和

监督管理机制，有力推进了生态治理规

范化、透明化、常态化。

持之以恒将“蓝图”变为“实景”。生

态振兴必须拿出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达目

的不罢休的韧劲，持之以恒、慎终如始推

动各项工作。富平自“十二五”时期就将

“两河”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10多

年来持之以恒推动实施石川河、温泉河综

合治理工程，针对不同时期工作重点细化

政策措施，压实各方责任，积小胜为大胜，

不断推动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远

景”转化为各地生动实践的“风景”。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所长）

□ 本报记者 仇莉娜 王 霖 王明昊

生态兴则文明兴。建设美丽中国，要把绿色发

展理念贯穿生态保护、环境建设、生产制造、城市发

展、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经济日报记者深入陕

西、江西、福建、云南四地调研采访发现，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一系列举措推动当地生态环

境不断改善，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处

处展现蓬勃生机，涌动绿色发展新动能。一幅幅向

绿而生、逐绿发展的画卷在神州大地上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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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同江万亩稻渔产业园内，工人在分拣

打包刚捕捞上岸的小龙虾。 本报记者 史书一摄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杨家村柿子产业基地内，村民在直

播销售柿子。 本报记者 原 洋摄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汀江国家湿地公园。 （资料图片）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象爸爸”带领亚洲象“小强”前去进食。

本报记者 苏瑞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