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7姻责编：麻亚琼

姻2024年7月19日 星期五 案

山
水
变
现

空
气
有
价

走进位于江西宜丰县的一家矿泉水企业的大型

生产车间，过滤、杀菌、吹瓶、洗瓶、灌装、贴标……全

自动化的无人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今年上半年公

司矿泉水产量 2200 多万箱，同比增长 37%。”企业

负责人指了指厂房一侧的地下水抽水泵房，笑着

说，企业发展的关键就在这里。

这家矿泉水企业的发展，得益于一场特殊的

“交易”。去年 12 月，江西万载县以每年每立方米

0.24 元的交易价格，向宜丰县转让了每年 63 万立

方米的区域水权，这是江西省首例地下水区域水权

交易案例。

为了解决“指标性缺水”让

经济发展受限的难题，宜丰县

向同处锦江流域、拥有富余指

标的万载县申请了水权交易，

万载县因此每年可获得 15.12
万元水权转让收入。“通过有

效盘活水资源，宜丰县仅引进

的一家矿泉水企业年缴税额就

过亿元。”宜丰县生态环境局

局长冷发平说，水权交易消除

了用水需求与用水指标不匹配

的尴尬。

这起水权交易是江西一汪

“活水”变现增值的生动写照。

数据显示，2023 年江西省累计

完成水权交易 253 宗，交易水

量总计1 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近年来，江西各

地对招商引资项目设立“生态

门槛”，通过严控“两高”项目引

入，全省空气质量显著改善。

走进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大

气污染防治作战指挥部，只见

智能屏幕上实时显示全省 11
个设区市的空气质量数据和大

气主要污染物指标变化情况。通过精准分析调度，

江西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大气污染现代化治理

体系，确保常态化管控和应急应对有力有序。

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江西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连续6 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23 年全省优良天

数比率为96.8%，再创历史新高。

谋发展，更谋持续发展；要增长，更要绿色增

长。发展新动能得益于“好空气”的溢出效能。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三百山镇咀下村近日游

人如织，东江支流咀下河潺潺流过，清澈见底，白墙

青瓦的村舍与阡陌纵横的农田相映成趣。曾几何

时，这里河道杂乱，泥沙淤积，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

13.54 平方公里。

安远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叶红梅介绍，自 2019
年起，安远县实施东江源三百山水土保持生态清洁

小流域建设，秉持“治山理水兴产业”的发展思路，

对咀下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淤疏浚。通过增设垃

圾、污水收集设施，修建景观长廊，种植水生花草，

不断改善水质、美化环境。同时，建立生态果园，发

展观光农业，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民宿产业。

“每逢节假日，民宿客房都是‘一房难求’。游客

玩得舒心，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返乡创业的咀

下村村民古福林说。

咀下村水土环境改善后，全村开始发展小流域

特色经济。2023 年，村内拥有特色民宿、农家乐、采

摘园等近20 家，接待游客 6 万人次，带动就业人数

同比增长 20%，实现旅游年收入 750 万元。

从“废弃矿山”“脏乱荒地”到“绿水青山”“网红

景区”，江西越来越多的地方正不断发挥绿色优势，

打造出一座座“致富金山”。

“江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不

断筑牢绿色屏障。”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余

正琨表示，在一系列举措的强力推动下，江西发展

的“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得到同步提升，为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塑造了新优势。

胡锦武 程迪

海南：从“生态立省”到“向绿图强”

广西北海：海岛零废弃 环境更优美

从一船、一人，发展到 500 多艘渔船、

2000 多名渔民参与……试行于海南昌化渔港

的“渔船打捞垃圾”模式，鼓励渔民捕鱼的同

时将海洋垃圾带回港口、积分换物。这种“新

渔夫与海”式的新型清洁海洋制度，正被越来

越多的渔港效仿。

2019 年，《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

施方案》发布，要求海南打造“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样板区”。5 年来，海南先行先试，包括

“渔船打捞垃圾”在内，先后有 38 项改革举措

或经验成果，入选国家有关案例清单和推广

清单。

从“生态立省”到“向绿图强”，海南以制

度创新推进增绿护蓝、减污降碳，走上了保护

与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

持续创新 推出生态治理举措

2021 年，“渔船打捞垃圾”昌化渔港试点

示范行动正式开启，发动渔民“既捕鱼又捞垃

圾”，自愿将打捞到渔网中的海洋垃圾带回港

口分类处理。同时，通过建立积分奖励制度，

让渔民以垃圾换取出海作业工具和生活物

资，打造海洋垃圾去存量的“渔民—渔船—渔

港—塑料回收利用”社会自愿治理体系。

作为“渔船打捞垃圾”模式的主要设计

者，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吕淑果认

为，“渔船打捞垃圾”是应对海洋垃圾的有效

治理举措。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发布以来，海南围绕“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差”目标，不断推出可落地、好实施

的创新举措。

———封堵陆海污染源头。

颁布国内首部地方性禁塑法规和“禁塑

名录”，通过互联网技术从产销到使用各环

节严格监管，“全域全链条”治理塑料污染。

实施全国首个排污许可地方性法规，行

业“自评”，按证管理，全覆盖、清单式执法。监

管部门既当好排污单位“店小二”，又做好环

保管理“裁判员”。

———搭建智慧合作平台。

保护长臂猿，开创“国家公园全球智库和

长臂猿全球联合攻关机制”，提出保护路线

图，海南特有物种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从最

濒危时的 2 群不到 10 只增长至目前已知的 7
群 42 只。

上线“应对气候变化智慧管理平台”，实

现产业、行业碳排放统计、核算和监测，让碳

排放“有迹可循”，让“减碳”决策有据可依。

———立体改造“腾笼换鸟”。

培育装配式建筑产业，提出年度指标，像

“搭积木”一样造楼房，从源头上减少建筑行

业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根据区域环境承载

量、功能用途等提前“画好框、定好调”，投资

企业项目选址心中有底，监管部门准入研判

心里有数，及时腾退淘汰高耗低效产业，确保

企业环保高水平，发展高质量。

创新示范，多点开花。探索实践不断夯实

海南“绿色”根基。

昌化渔港“一条船”引发“连锁反应”，打捞

垃圾行动如今发展到 5 个渔港和相邻社区；

2023 年四季度，海南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替

代品占有率超过 80%；2023 年，海南全省装配

式建筑在新建建筑面积中占比超过 70%……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毛东利说，一个

个制度创新，是海南因地制宜探索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生动实践。一项项创新举

措，如细石激起波浪，发挥了引领性示范性作

用。

多方合力 促进政策落地落实

小到塑料包装袋，大到废弃钢索……41
岁的渔民钟强彬就是将出海“捕获”的垃圾带

回港口的第一人。近日，利用伏季休渔期在县

城务工的他，不忘叮嘱家人加快补修渔网，好

赶在开海时继续参加“渔船打捞垃圾”行动。

一件“顺手小事”变成“环保大事”，背后

是海南在制度设计、要素保障、社会动员等方

面下大力气，推动创新举措在各个领域落地

落实。

实施创新制度，在于打破套路。

在“渔船打捞垃圾”模式设计中，吕淑果

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找到了“贴近民生，简

单易行”的切入点，让渔民意识到保护赖以生

存的家园的重要性。“‘顺手做’有别于传统的

‘催着做’，让渔民在日常生活作业过程中就

能消除海洋垃圾存量，不给老百姓增加太多

负担，同时出台的奖补措施也更显人情味。”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最初实施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时，许多企业因要限污、搬

迁、整改而发出质疑、抵触声音。该开发区管委

会副主任吴至俊说，园区采用“先行设计，动态

调整”的方式，既有“准入线”，又有“调整地”。

严格分区管控，避免“各做各的，文件打架”；科

学动态调整，让企业落在更合适的地方。

实施创新制度，在于协同保障。

为全面实施禁塑，海南成立由生态、交

通、商务等 27 家成员单位组成的禁塑工作领

导小组。为了落实有关奖励机制，一些部门

“多挤几次牙膏”凑出经费全力保障；一个制

度出台后，多个部门坐在一起共同研究，明晰

职责、细化方案……

2018 年以来，海南共制定、修订生态文明

领域地方性法规 32 件，覆盖多个生态文明细

分领域。其中，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生态

补偿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以及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条例等多项立法实践走在全国

前列，有力保障各项创新制度从“有个点子”

到“做出样子”。

实施创新制度，在于群众参与。

禁塑政策实施后，在海口的各大商超、集

市，购物者手提菜篮子、布袋子，商户按规定

提供可降解环保袋、盒，已成为常态。

“海南生态环保事业具有良好的群众基

础和社会共识。”毛东利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海南争当美丽中国的示范样板，人们也越来

越认识到，生态环境不仅是海南必须备加珍

惜的本钱和底色，更是海南未来发展的优势

所在，更积极地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行

动中。

步履不停 绘就生态样板新画卷

如今，从昌江到三亚、海口，再到更多市

县，海南既捕鱼又“捕垃圾”的“海上新渔夫”

越来越多。他们受邀参加讲座、论坛甚至国际

性会议，爱海护海事迹广为人知。

这是海南生态文明制度创新走出海南、

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红树林蓝碳开发保护、

博鳌近零碳示范区、生态立体循环农业……

海南多项创新经验举措吸引外地考察团调

研，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成功“出圈”。

以制度创新为媒，海南生态文明“试验

田”正结出“生态果”。

数据显示，2023 年海南平均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达到监测以来历史最好水平，地

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 95.9%，近岸海域水质优

良比例达 99.66%。截至目前，海南累计新增红

树林面积约 2.4 万亩，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62%，生态环境状况等级持续为优级，“生态家

底”日益丰厚。

守住绿水青山，制度创新助推海南“山水

经”转换为“致富经”，绿色产业新机遇得到不

断释放：万宁市小海区域实施红树林生态修

复工程，完成首单蓝碳交易；昌江 6 万吨碳捕

集项目，将二氧化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聚力打造“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样板区”，

海南各地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不停步。昌江黎

族自治县王下乡生态赋能旅游，让风景变“钱

景”；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种植碳汇林，当

起“卖碳翁”；三亚、保亭联合探索“上游护水，

下游补偿”机制……

围绕“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许多

新探索、新试点也在蓬勃开展。

五指山下水满乡的茶叶公司老板周玉

景，时刻关注自家茶叶生产制作的全过程碳

排放数据，以便早日申请“碳标签”，让“生态

值”更高的产品进入欧洲高端零售市场。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应对气候变化研

究中心负责人邬乐雅介绍，五指山市正在试

点探索的茶叶“碳足迹”管理，让良好的生态

成为产品的“加分项”。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海南正不断

书写新时代生态文明的精彩故事。

柳昌林 陈凯姿

从高空俯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涠洲

岛宛如镶嵌在北部湾的一块翡翠。这里不仅有

绝美的海滨风光，还有壮观的火山熔岩。

近年来，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涠洲岛

在推动旅游发展的同时，更把生态保护作为涠

洲岛的“生命线”。

前不久，生态环境部发布 2023 年绿色低碳

典型案例获选名单，全国首个零废弃海岛———

北海市涠洲岛入选。

建设清洁岛屿

涠洲岛位于北纬 21 度，是我国地质年龄最

小、规模最大的火山岛。不仅如此，涠洲岛还是

我国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三大典型海洋生

物群落的共存区域，大型鲸类布氏鲸也经常在

涠洲岛附近海域活动。

从鳄鱼山到三婆庙，从五彩滩到石螺口，涠

洲岛上名胜风景区众多，旅游资源丰富。然而，

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也让涠洲岛面临巨量垃圾的

烦恼。

“随着涠洲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每年上岛

观光休闲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旅游旺季，岛上每

天会产生 90 吨至 100 吨垃圾，给岛内环境带来

了巨大压力。”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建设开发局

有关负责人说。

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张实说，作为海岛守护者，他们的责任就是

把自然还给自然，把海洋还给海洋，尽可能让人

类减少对自然和海洋的侵扰，留住绿水青山。事

实证明，好的生态环境“金不换”。

按照“生态至上、科学开发”的原则，北海市

先后组织编制了《涠洲岛旅游区发展规划》《涠

洲岛旅游区（镇）总体规划（2011—2025）》等一

系列重要规划，并按照“生态优先，持续发展”策

略，把涠洲岛建设成为一个集绿色、低碳、宜居

为一体的健康度假空间。

2018 年 7 月 1 日，北海市正式实施《北海

市涠洲岛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对涠洲岛开发利

用、海岛岸线、岸滩建筑、水资源保护、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等作出明确规定。按照文件要求，

涠洲岛开始探索“海岛零废弃”。2019 年 6 月，

北海民间志愿者协会在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的

支持下，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

金小额赠款项目，在海岛开展以垃圾减量、减少

污水排海为目的的环保行动。

近年来，为巩固项目成果，涠洲岛持续推进

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实现

岛内垃圾回收循环再利用，以此减少碳排放，保

护自然环境。

吸引全民参与

捡拾 2.5 公斤海洋垃圾、环岛步行 13.5 公

里……只要完成任意一项相关任务，游客就可

以到涠洲岛西角路的环岛咖啡店免费换取一

杯咖啡。如今，环岛咖啡店成了涠洲岛的网红

打卡点。《北海市涠洲岛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施

行以来，参与“海岛零废弃”行动的人越来越

多。

从开展“行动换咖啡”活动到杜绝塑料包装

制品，从设立全岛清洁日到开展共享菜篮推广

活动，北海市完善“净滩+限塑”机制，推进零废

弃海岛建设管理制度化。目前，岛上 400 余家餐

饮店普遍已做到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餐具，

村民已基本养成使用菜篮的习惯。

张实介绍，近年来，除了“净滩+限塑”机制，

北海市还打造“无害化处理”示范点、创新“志愿

队+平台矩阵”宣传形式，稳步推动海岛零废弃、

探索垃圾资源化处理利用。相关举措均取得良

好成效。

2021 年，北海市首个“零废弃食堂”———涠

洲管委会食堂正式开放。“我们对厨余垃圾进行

资源化处理，经处理后的垃圾会变为堆肥。这几

年，我们年均处理厨余垃圾超过 15 吨，为全岛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2.05 吨。”北海民间志愿

者协会常务会长许海鸥说。

在“零废弃食堂”的实践基础上，涠洲岛旅

游区管委会继续探索创新，用典型示范带动更

多企业、民宿、餐厅、村民及游客参与到各类海

岛零废弃项目建设中。

2022 年，几位演艺人员入住一家涠洲岛海

岛零废弃民宿。在看到涠洲岛的海岛零废弃工

作后，这些演艺人员深受触动，主动加入到海洋

环保志愿者的行列中，并在海岛举办了一场海

洋环保音乐会。

在涠洲岛，除了餐饮民宿，以往带来很多环

境问题的洗涤行业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随着“嘀”的一声，涠洲岛上一家清洁服务

企业员工用手机扫描酒店布草的二维码。他的

手机页面随即显示出该布草的使用轨迹、入厂

洗涤信息等。

如今，涠洲岛上的洗涤企业通过引进国内

先进洗涤设备、推行技术改造和共享布草等方

式，减少污水排放，降低了 50%的水电煤以及洗

涤液成本，为节能减排贡献力量。

零废弃理念在海岛遍地开花，涠洲岛上

的志愿队伍功不可没。截至目前，“小海鲸”志

愿队、“海岛守护侠”小志愿队等志愿团体，已

累计开展了 300 多场关于海岛环保的宣传活

动。

从一群人到所有人，涠洲岛正在实现零废

弃海岛行动的全民参与。

打造旅游胜地

雨歇初晴的夏日午后，涠洲岛湿地公园旁

的苏牛角坑村，空气中多了几分清新。

干净、整洁、环境好几乎是所有游客对苏牛

角坑村的第一印象。“这段时间，我们的客房基

本都住满了。”近日，接踵而至的游客让苏牛角

坑村民宿主冯耀辉忙个不停。

2023 年 5 月，苏牛角坑村全体民宿主在冯

耀辉的带动下，自掏保洁费聘请保洁人员上门

回收厨余垃圾，启动了“零废弃生态示范村落”

行动。

“现在村民和民宿主都很支持打造零废弃

海岛，纷纷行动起来参与其中。很多客人知道

我们在岛上开展‘零废弃生态示范村落’行动

之后，也为我们点赞。”冯耀辉说，随着生态环

境的改善，苏牛角坑村吸引到了越来越多游

客。

2023 年以来，涠洲岛加快美丽海岛改造，

成效突出。它被自然资源部评选为全国首批“和

美海岛”；作为应对中国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

和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成果，涠洲岛“海岛零废

弃行动探索———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视

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8 次缔约

方大会的展示区中播放。

好生态成就好产业。每年的 4 月至 5 月是

涠洲岛的“玻璃海”时节，那时的海水晶莹剔

透，随深浅变化，呈现不同的蓝绿色彩，如同一

块绚烂夺目的宝石。这一阶段是游客登岛旺

季，是旅游产业的黄金期。据统计，2024 年“五

一”假期，涠洲岛旅游区累计接待上岛游客

5.27 万人次，仅 5 月 2 日游客接待量就达 1.46
万人次。

如今的涠洲岛，水清滩净，人海和谐，风景

正好。

刘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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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潭门镇福田村，大群白鹭在湿地里觅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