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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深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绿水青山带笑颜
Clean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for ecological progress
■文 / 朱智翔

“老板，还有房间吗？”虽然是工作

日，但悠悠碧水绕村流、郁郁葱翠遍地铺

的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仍凭它

诗画般的“美丽”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

“美丽”源于坚定不移地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之以恒地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下姜村的“美丽”可谓

是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

路越走越精彩”的生动写照。党的十八大

以来，浙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深入实施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

动，率先探索出了一条经济转型升级、资

源高效利用、环境持续改善、城乡均衡和

谐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十年来，浙江大力推进全域美丽大

花园建设的省域示范，美丽浙江成色更

亮。浙江相继取得首个开展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省建设、成功承办世界环境日全

球主场活动、“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地

球卫士奖”、首个发布省域美丽建设中长

期规划纲要等标志性成果，创成的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数量居全国

第一。

十年来，浙江持续推进绿色共富，在

山水间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浙江省政府

与生态环境部签署共同推进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合作协议，浙

江省生态环境厅出台支持山区26县跨

越式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专项政策，并

与国开行浙江分行、农行浙江省分行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31市、县（市）生态

环境局（分局）签署13对生态环境系统

山海协作协议，开展互助帮扶。

十年来，美丽浙江建设深化系统重

塑，走出绿色发展的浙江路径。设立省生

态环境保护、省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整

治、绿化与自然保护地、美丽河湖、城乡

风貌整治提升等五大工作专班，健全完

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

实机制，基本形成部门协同、齐抓共管、

系统推进的格局。

砥砺奋进写华章，奋楫笃行再出发。

2022年6月20日，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

会隆重开幕，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向

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我们

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浙江，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越走越精彩。今

后五年，高水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生态环境更优美
初秋的黄昏，漫步在义乌苏溪镇的

大陈江畔，绿树成荫溪水潺潺，新老义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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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河边休闲纳凉，散步赏景，犹如一幅温婉静谧的

江南水乡美丽画卷。

然而从前，这般美景还难以寻觅。“小镇人口稠

密企业集聚，过去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缺乏有效收集，

或直排或混入雨水管网，使大陈江成了藏污纳垢的

‘下水道’。”苏溪镇治水办工作人员介绍，苏溪镇也因

此成为了整个义乌水质最差的区块，在水环境考核中

长期名列末位。

为了摆脱水质“吊车尾”的状况，苏溪镇全面推进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精细化实施截污纳管，常态化

开展设施运维。目前苏溪镇已新建污水管网200多公

里，雨水管网100多公里，如静脉血管连起千家万户。

“经过深度雨污分流，让污水、雨水各行其道，曾

经污水汇聚的大陈江也恢复了清澈。”义乌市治水办

相关负责人说。在义乌，和苏溪镇一样全面推进“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的镇、街道、社区已覆盖全境，实现了

全域完成“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内河水质也从劣Ⅴ类

跃升至基本Ⅲ类。

不仅水更清，浙江的天也更蓝了，地也更绿了。

2021年，浙江空气质量、地表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

创历史新高——国家地表水考核进位5名，设区城市

PM2.5平均浓度24微克/立方米，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对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浙

江将之作为过去五年的重大成就，写进了省党代会报

告，报告指出：浙江空气质量在全国重点区域率先达

标，地表水和近岸海域水质显著改善，生活垃圾实现

零增长、零填埋，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虽然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但如何推进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一直是浙江思考的问题。“生态

是统一的自然系统，这要求我们要从系统和全局的角

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

2021年，浙江发布《浙江省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

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八大水系生物本底调查在全国率先开展；全省

推进29个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目前已经发

现5个全球新物种，磐安还率全国之先开展生物多样

性友好城市试点建设。浙江的环境治理已经从污染防

治向生态保护和修复升级，浙江的生态也随之越来越

好。

生态趋好，浙江大地上的生物“朋友圈”热闹了起

来，在“世界动物活化石”金斑喙凤蝶、中华斑羚、中华

穿山甲等的身姿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感油然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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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没有止境。浙江省第十五次

党代会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浙江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全面加强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无废城市”基本全覆盖，生物多

样性保护水平明显提升。

绿色发展更深入
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修复都只是生态环境问题

的治“标”之法，而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

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浙江率先探索出一条经

济转型升级、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持续改善、城乡均衡

和谐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

沿着绿色高质量的发展脉络，浙江不断推出新政

策、新举措、新技术，督促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产

业绿色低碳发展。

如今，仿佛一阵春风吹过，浙江大地上，一个个绿

色转型项目、产业正拔节生长。

杭州富春江南岸，曾经烟囱林立，是造纸产业集

聚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产城融合、绿色生态、宜居

宜业的富春湾新城。“最宜居的地方会有人来，有人

来的地方就会有产业，产业起来了人就发展了。”杭州

富春湾新城规划参与者、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副

理事长魏李鹏说。

富春湾新城的发展逻辑，搭准了浙江绿色发展的

脉搏。在浙江，绿色不光是生态底色，更是发展底色。

夜幕降临，“大莲花”在钱塘江畔点亮，熠熠生辉。

眼下，杭州亚运场馆已全部建成，并在亚运史上首次

实现100%绿色电力供应。

这透露出浙江的绿色雄心：正在建设新型电力系

统省级示范区的浙江，积极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

向绿色低碳转型。2021年，浙江省新能源新增装机容

量555万千瓦，装机容量占比提高28.6%。

一度电、一单位碳排放如何发挥更大的效益？浙

江思考的是，如何以精细化管理，实现发展的“碳均论

英雄”。

“碳均论英雄”，这不光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更需

要摸着石头过河——衢州“碳账户”、湖州“碳效码”、

杭州“双碳大脑”……这些用大数据工具为用能单位

碳排放护航的基层实践，试图成为推动区域低碳转型

的引力场；10个省级绿色低碳工业园区、100家省级

绿色低碳工厂推进改造，首批24个省级低（零）碳乡

镇（街道）、200个村（社区）试点投入建设，为浙江

区域低碳绿色发展摸索探路。

数据显示，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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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能耗下降5.8%。其中，千吨以上和重点监测用能企

业能源消费量分别增长3.7%和3.1%，而单位增加值

能耗则分别下降6.7%和6.9%。对此，浙江省第十五次

党代会报告指出，过去五年，碳达峰、碳中和体系构架

基本形成，能耗、碳排放强度稳步下降。

向未来，绿色低碳之路如何走好走稳？2022年2

月，浙江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以数字化改

革撬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从顶层擘画出减

污降碳全景图。

2022年6月，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再次明

确，“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施碳达峰方案，高

水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

服务体系，加快建筑、交通、农业、居民生活领域低碳

转型，抢占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先机，开发利用林业碳

汇和海洋‘蓝碳’，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进一

步为浙江的绿色低碳发展找准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百姓生活更美好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本

身就是一种经济，在经济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发展

模式下，生态文明建设正成为共同富裕新的增长点。

在浙江，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推

动经济与生态环境互促共进、助力共同富裕的故事比

比皆是。

台州市天台县“点绿成金”的故事便是其中一则。

走进天台县后岸村，整洁的村道和葱郁的庭院交相辉

映，勾勒出一幅“村中有景、景中有村”的美丽乡村新

画面。

然而曾经的后岸村却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

90年代，我们家和其他村民一样从事石矿开采，虽然

收入高了，但环境和健康付出的代价也大。”回想起从

前，天台县后岸村村民陈大妈感慨万千，当时的后岸

村，虽然村集体收入高，但环境却脏乱差。污水横流、

空气污浊，让村民健康受扰，路人掩鼻而过，游客更是

少之又少。

要经济发展，还是环境和健康？站在十字路口的

后岸人，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和

“千万工程”的推进下，毅然选择了后者，关闭石矿，依

托当地山水资源，按照“布局美、环境美、生活美、身心

美”和“宜居、宜业、宜游”的要求，盘活资源，经营村

庄，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后岸不仅让秃山污水变

回了青山绿水，还创新推出“村+公司+农户”“统分

结合、公私共赢”“四统一”经营模式，使农家乐如雨

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形成了集漂流、登山、垂钓、观光、

采摘、餐饮、住宿及商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村，

跻身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国家4A级旅游景区行

列。

眼下，全村已有80%以上的村民吃上了“旅游

饭”，人均年收入增长了近7倍。后岸实现了从生态差、

产业“污”、百姓怨到生态美、产业“绿”、百姓乐的美丽

蝶变。

除了天台，在丽水，“丽水山泉”商标申请注册成

功，为丽水“山”字系区域品牌填补了水产业的空白，

打开了水资源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路；在安吉，余

村人按照当下每吨五六十元的碳汇市场价，对村里

6000亩竹林碳汇进行了交易，拓展了竹林资源的生

态产品价值……

如今，一个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探

索实践，都成为了当地富民增收的强大引擎。

富民增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功不

可没，体制机制创新不可或缺。2020年10月，浙江发

布全国首部省级GEP核算标准，散落在山间的自然资

源，成了可以“明码标价”的新宝贝。

基于此，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获得当地首笔6亿

元GEP贷综合授信，景区提升、茶园建设等项目有了源

头活水；景宁县大均乡、遂昌县大田村等地，以GEP核

算报告为依据，森林、空气等“入股”研学、农旅项目，绿

水青山利用方式迎来新变革。

2022年年初，浙江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提供了制度保

障。

下一步，浙江将根据《实施意见》，按照浙江省第

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的“全面拓宽生态富民路径。

全面推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大力发展特色生态

产业”的目标要求，着力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生态富民惠民机制，

推动绿色共富，助力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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