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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海面上，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南日镇鲍鱼养殖户

骆金顺拉起一笼南日鲍，喜悦挂在脸上。

鲍鱼的生长对水质要求很高。在南日岛东岱湾，骆金

顺养了 20 多年鲍鱼。20 多年里，他见证了这片海域生态

环境的变化，也经历过鲍鱼品质随环境变化的起落。“早年

间，只顾规模，不计后果，眼看着养殖区一年年扩大，最后

超负荷养殖，不仅水质下降，鲍鱼品质也跟着遭殃。”骆金

顺回忆。

2018 年起，莆田市启动海洋环境生态整治。通过建设

南日岛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施海上养殖设施转型升

级，推广生态养殖技术，引进生态友好型养殖品种，推动渔

业发展绿色转型。

科学规划空间布局，升级养殖设施
海域面积 2800 平方公里，秀屿区海洋资源丰富，全区

近 1/10 的人口从事渔业相关工作。

在南日海洋集团副总经理陈亚威的印象里，南日岛过

去也曾出现养殖无序、无度的情况。“航道堵塞，渔船难行，

海区腥臭味明显，偶尔还会出现水质富营养化导致的赤潮

等现象。”陈亚威说，“环境一差，海产

品难免遭殃，一旦发生赤潮，对海产品

的影响不堪设想。”

2020 年，莆田市进一步启动海上

养殖转型升级整治，引导海上养殖向

生态、绿色方向发展。

整治的第一步，就是科学规划空

间布局。秀屿区根据海域实际情况，将

海域划分为养殖区、限养区和禁养区。

在养殖区和限养区，养殖户按一定密

度，依规进行渔业养殖；在禁养区内，

禁止开展养殖活动。与此同时，实施渔

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海上养殖空

间，调整网箱渔排布局，降低养殖密

度；推广生态养殖模式，布局深远海养

殖，在外海区增加藻类养殖面积，深化

养殖尾水治理。

藻类养殖区、鱼类养殖区、鲍养殖

区和深水网箱区……南日岛东岱湾海

域的养殖区被进一步细分，各养殖品

类一目了然。站在养殖渔排上放眼望

去，航道畅通、海水洁净、海面规整。再

细看渔排，原先的传统泡沫浮球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环保型塑胶浮球。

与养殖区域规划一同进行的，还

有养殖设施的升级改造。“我们引导养

殖户改造升级养殖设施，将传统老旧

渔排改为环保型塑胶渔排，将传统泡

沫浮球改造为环保型塑胶浮球。”秀屿

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严志洪介绍，

目前，秀屿区已升级改造完成渔排 2.5
万口、浮球 4.5 万亩。

环境好了，海产品品质也在提升。

“我们家的鲍鱼鲜爽可口，销路很好。”

骆金顺说。

立足长远，推广环境友好型养殖物种
据统计，以生蚝、海带、龙须菜为主的藻类和双壳贝

类，占秀屿区养殖品种的 90%。这背后是当地发展生态养

殖的长远考量。

“藻类和双壳贝类的生长过程中，不需要采取投饵等

方式。”严志洪解释，不仅如此，一些藻类和贝类还能调节

水质，改善海洋环境。

在兴化湾海域，一根根浮筏上，吊养的生蚝已有手掌

大小，一排排龙须菜正进入收割期，这里是林蚝（福建）水

产有限公司的生态养殖基地。

“共同守护，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好生态又进一步赋

能了我们的发展。”该公司总经理林新华介绍，生态养殖基

地采用环保型筏式浮球吊养模式，长出来的生蚝个头更

大、颜色更白、肉质更紧实，单价比网箱养殖的生蚝高出近

30%。

2022 年 5 月，一笔 20 多万元的碳汇交易额成了林蚝

公司的额外收益。原来，经专业测算，林蚝公司近 3 年养殖

生蚝所产生的海洋渔业碳汇达 10840 吨。这笔海洋渔业碳

汇被一家企业购买，成为我国较早开展双壳贝类碳汇交易

的项目。

提升品质，发展生态立体养殖
南日岛上的几方海水池塘，紧挨海岸。池塘边，工人们

正在清洗刚从池塘里捞出的梭子蟹。

“虽然海水池塘养殖不直接在海上进行操作，但由于

养殖进水、排水与大海直连，如果不保证水质，仍然会对海

水带来不小影响。”严志洪介绍。

池塘现场负责人刘建成走近池塘，说：“别看池塘普

通，里面可大有文章。”他介绍，池塘采用生态立体养殖模

式，对“鱼—贝—虾—蟹”进行混养，贝类在沙子底层，梭子

蟹在沙子表层，虾在池水中下层，鱼类在池水中上层。“一

口池塘就是一个小小的生态圈，池塘内，鱼虾产生的废料

供给其他生物，贝类则能净化水质。”刘建成道出其中秘

诀。

“养殖密度不到以前的一半，效益却更好了。”刘建成

干了一辈子养殖，从前养殖对虾，追求的是高密度养殖，如

今不追求产量，更注重品质了。“原先，养殖密度过高，虾容

易得白斑病。如今，病虾被梭子蟹吃掉，遏制了传染。生物

防治，效果更好！”刘建成说。

“保护海洋生态，就是守护蓝色粮仓。发展生态养殖，

不仅保护了海洋生态，也为渔民带来收益。”秀屿区委书记

张伯松说。

除推广生态立体养殖模式之外，针对目前秀屿区内陆

地上仍存在少量高密度养殖的情况，秀屿区采取了三格式

尾水处理加生物净化的方式。严志洪介绍，尾水经过一级

级沉淀后，通过吊养双壳贝类和藻类进行进一步生物净

化，确保排进海洋的水能够达标。

2023 年，秀屿区水产品总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5.08%。2023 年，秀屿区近岸海域国省控监测点位一、二类

水质比例为 98%，在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全省春夏季

近岸海域水质排名中位列第一。2023 年，莆田市近岸海域

一、二类优良水质比例为 96.2%。

王崟欣

绿水青山点“绿”成金
浙江湖州深化“两山”理念———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位于山东省济宁

市微山县的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鸟鸣啾

啾，不绝于耳。当地摄影爱好者华宏立栖身

在湿地观鸟长廊中，不时按动快门，将一幅

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定格下

来。

“和其他观鸟地相比，微山湖的鸟数量

与种类较多，这得益于政府持续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以前，我们这些拍鸟爱好者都喜欢

去洪泽湖、盐城、东营等地，没想到，如今在

自家门口，就能拍摄到水雉、白枕鹤、东方白

鹳等珍稀鸟类。”华宏立边说边向湖水指去：

“你看，现在水质清了，垂钓的人越来越多，

单用肉眼就能看到湖里 2 米多深的水草。”

很难想象，让华宏立引以为豪的微山

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污浊不堪。当时，53
条入湖河流接纳的污水不经处理直排湖中，

大量鱼虾绝迹，鸟儿不见踪影。“微山湖三大

宝，臭鱼臭虾烂杂草。”这句话曾在湖区广为

流传，是当时微山湖最真实的写照。

为了一泓清水，微山县先后关停 4 家煤

矿、2 家焦化、2 家发电等规模以上企业。坚

持铁腕治污，倒逼沿线企业调整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启动

后，微山县科学实施“治用保”流域治污体

系，实现南四湖从“纳污湖”向“生态湖”转

变。

如今，微山湖水质连续 20 年稳定达到

地表水芋类标准，鸟儿种类达到 294 种。每

年初冬到来年春天，微山湖进入最佳观鸟

季。全国各地前来的观鸟客“拍”来的“生态

流量”让微山点“湖”成金。

为推动观鸟经济健康发展，微山县湖区

周边的乡镇、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纷纷发展起了乡村游，一方面加强对观鸟游

客的细节服务，另一方面注重对野生鸟类保

护的宣传教育，积极担任起湿地、湖水和鸟

类的守护者。

微山县高楼乡渭河村坐落于微山湖腹

地，渔民以船为家，200 多条住家船沿水道

两岸排列，形成独具特色的渔家水街。渭河

村 10 平方公里的湖面烟波浩渺，鸥鹭翔集，

是迁徙水禽重要的越冬栖息地，共有鸟类

200 余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26
种。观鸟客既可流连湖上美景，也可到渔家

船头品尝湖鲜。

村民张贵永经营一家渔家乐。他介绍：

“今年春节刚过，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就

纷至沓来，带着设备到渭河村附近水域‘潜

伏’拍鸟，有的一待就是一个多月。来客多

了，生意也红火了，饭馆每天都能摆上十几

桌。”

跟张贵永一样，全村 500 多户人家，有

的开游艇，有的建民宿，有的开餐馆，有的卖

特产……几乎家家都吃上了“生态饭”。

渭河村党支部书记化明伟说，他们利用

观鸟经济引导村民发展特色乡村游、提升民

宿和餐饮标准、丰富旅游业态。2023 年，渭

河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突破 3 万多元，加上生

态养殖业和航运业，村集体年收入突破了

1000 万元。观鸟经济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

起来，还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务工。目前，微

山湖已建成 40 多个观鸟点，春节至今，已吸

引两万人（次）来微山湖观鸟，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近 2000 多万元。

董若义 李卫东

建成观鸟点 40 多个，今春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 2000 万元

观鸟客带来流量 微山点“湖”成金

春深四月，太湖南岸的浙江湖州生机

盎然，风景如画。黄昏时分，南太湖畔，数十

公里的滨湖大道亮起来，如长龙蜿蜒，贯通

整条湖岸线。龙之梦乐园、月亮酒店、渔人

码头……一路驶过，流光溢彩，碧波荡漾。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拉长近 20 年的

时间轴来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

湖州诞生并不断拓展深化。如今，这一理念成

为响彻中国的嘹亮声音，引领湖州乃至全国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让良好生

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支

撑点，带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守护幸福底色
穿越山洞，登上露台，自然落差形成的

瀑布呈现眼前，在半山腰悬崖处品尝手冲咖

啡……湖州市安吉县报福镇彭湖村竹林深

处，一家网红咖啡馆“瀑布咖啡”吸引着大量

游客。

“清明小长假，一天卖出 500 多杯咖

啡。”店内咖啡师说，天气晴好时，游客在山

川瀑布间饮咖啡，在有天鹅水杉作伴的湖中

戏水，在山顶草地露营，很是惬意。

这份惬意来自于湖州一系列制度举措

有力护航，让天蓝地绿水清成为城市的幸福

底色。

4月 13日，在德清县下渚湖朱鹮繁育研究

基地，今年人工孵化的首只朱鹮宝宝出壳诞

生。目前，德清朱鹮种群数量已达 761 只。

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高级工程师、朱

鹮保护项目负责人邱国强讲述了朱鹮保护的

故事。10 多年前，5 对朱鹮从陕西来到德清

安家落户，通过攻克饲养、繁育、野化等难关，

形成成熟先进的朱鹮人工驯养繁殖技术体系

和野外重建种群培育操作体系。如今，德清

朱鹮种群已成为全国第三大朱鹮种群。

“朱鹮奇迹”是湖州守护生物多样性的

一个典型缩影。湖州已调查记录野生高等植

物 2200 多种、野生脊椎动物近 600 种、昆虫

近 2500 种。此外，湖州还发现大量珍稀生物

的分布新记录，已开展 12 个不同类别的生

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建立健全了野生动植物

及其栖息地档案。

生态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湖州，系

统治理思维落实到了生态环境保护方方面

面的改革中。

2023 年，德清建立水源地上下游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让跨区域河流从各自为政

变成统一管理。修建河湖缓冲带、开展岸坡生

态改造、提升水体透明度……一系列太湖流域

重要的支流汊港实现生态修复，湖州入太湖水

质实现连续 15年稳定在芋类水以上。

此外，作为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湖州在立法、制度、标准等方面从

未停止探索的脚步。2023 年，创设全国首个

地市级“生态鼎”机制，发布全国首个“生态

警务”地方标准。

4 月 18 日，《湖州市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建设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北京发

布，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是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高标准示范，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高水平呈现，具有创新性、包

容性、引领性的现代化城市形态，回答了生

态文明典范城市‘是什么’的问题。”浙江大

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钭晓东表示，该《条例》是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地方立法的一次创

新探索，标志着湖州法治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

生地，湖州开启了打造高水平生态文明典范

城市的生动实践。

实现生态价值
绿水青山宝贵，但价值究竟几何？如何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湖州因地制宜开辟了多条转化通道。

靠好山好水就能致富，发展民宿是一条

路径。“这里距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很近，加

上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做民宿生意肯定不会

差。”湖州市吴兴区妙山村的简隐民宿主理

人赵丽敏边招待顾客参观、品茶边说。几年

前，曾在旅行社工作多年的赵丽敏，果断放

弃大城市工作，返乡创业。她说，周末时民宿

基本都会住满，节假日需提前 1 个月预订。

这些年，“民宿+露营”“民宿+旅拍”“民

宿+体育”“民宿+艺术”等“民宿+”新业态在

湖州乡间兴起，激活了当地乡村“造血”功能。

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安吉拥有百万亩竹

林，围绕竹子做文章，安吉找到另一条路径。

先把一根竹子“吃干榨尽”。“竹子长在

山上是‘景’，埋在土里是‘金’，一年四季可

售卖的笋，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位于安

吉县孝丰镇的浙江永裕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永兴说，依托现有技术，企业将竹

子变为能喝的竹饮料、能穿的竹纤维成衣、

能出口的竹制品。

毛竹林里的新鲜空气，还能卖出现钱。今

年 1月，安吉 167个村拿到了竹林碳汇共富项

目的第一笔分红，共计 3亿元。在安吉，竹林碳

汇实现可度量、可抵押、可交易、可变现。

据专家计算，作为速生、再生植物，同面

积的竹林比树林多释放 35%的氧气，一棵竹

子可固定 6 平方米土壤，每公顷竹林可蓄水

1000 吨。2021 年，全国首个县级竹林碳汇收

储交易平台在安吉上线，县里的村级专业合

作社与平台签订期限为 30 年的林业碳汇收

储合同。

2000吨碳，交易 14.7万元。这是国网湖州

供电公司与安吉签署的《林业碳汇交易合同》，

用于抵减部分重大电力项目在建设中产生的

温室气体，收益则反哺碳汇收储的村集体。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湖州率先打造

了一把丈量生态价值的“绿色标尺”，实施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将各类生态

资源归集整合统一开发，并赋予其经济价

值。人们形象地说，在湖州，存入绿水青山，

取出来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

就要坚持走下去。放眼全局谋一域。湖州示

范实践“两山”理念，形成“护美绿水青山、做

大金山银山、培育生态文化、构建制度体系”

为标志的实践模式，成为展示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

做强绿色智造
打开地图，湖州位于长三角中间地带，

当地人自豪地将湖州誉为“长三角之心”。然

而，同在长三角、同处太湖流域，与北岸的苏

州、无锡等苏南城市相比，湖州的经济体量

只能算是“小个子”。

湖州如何重塑自身区域价值和产业格

局？“‘小个子’蕴含着‘大潜力’，正在爆发出

‘大能量’。”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洪湖鹏认

为，在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

湖州从长三角地理中心跃变为发展中心的

愿景正加快实现。

绿色智造，是湖州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

路。投资 250 余万元安装的光伏发电系统，

每年减少电费支出 135 万元；自动化升级改

造 37 条生产线，人均生产效率提升 55%，产

品综合制造成本降低 14%……湖州市南浔

区南洋电机有限公司负责人沈恩明没想到，

新投入使用的绿色智能化设施第二年就产

生了可观效益。

与南洋电机一样，南浔制造企业越来越

高效节能。目前，南浔多家企业入围工信部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

家居产业是安吉县传统支柱产业之一。

近年来，安吉加快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建立绿色家居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公

共服务平台，为绿色家居企业提供产品碳足

迹评价和碳标签认证服务。

“迄今，全县生成 21 个绿色家居产品碳

标签证书。”安吉县经信局副局长李丰说，目

前安吉绿色家居企业达 1200 多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超 300 家，占全县规模以上企业

比重达 50%以上。

绿色赋能，创新驱动。德清县联合浙江

工业大学成立莫干山研究院，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紧密对接国家发展需要，以绿色创新

为特色，采用市场化方式运行战略性、开放

式、高能级创新平台。

“这段时间，我们专注于一款电解水制

氢催化剂的性能测试。”在德清康乾街道浙

工大莫干山研究院科创空间，海归博士贾毅

发起成立的浙江海卓氢科技有限公司，正应

用纳米材料研发制氢催化剂，这项成果成功

转化后可降低电解水制氢成本 50%以上。

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作为全

国首个以“绿色智造”为特色的试点示范城

市，湖州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关键环节，完善

顶层设计、推动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政府、

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各主体的协同效

应，不断提高绿色低碳产业比重，构建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路子认准了，就要坚定走下去。”湖州

市委书记陈浩表示，湖州将坚持以“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柳文 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