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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北端溯源而上 20 公里，一度濒危的海

菜花，在云南大理洱源县簇簇盛开。

“海菜花怕脏，只有清澈见底的湖水才能留

住它。”8 月 21 日，洱源县右所镇松曲村村民早

育茂蹚入水塘，举起手机开始直播。

这些年，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海菜花在

洱海重建了群落，洱源县人工种植的海菜花也

端上了各地的餐桌。早育茂回到家乡，直播售卖

村民种植的海菜花。

“小时候，河沟里才能见到零星几朵。现在，

海菜花回来了，我也回来了。”早育茂说。

海菜花重开，见证了洱海流域生态环境的

修复。

有“水质试金石”之称的海菜花，对水体清

澈度要求很高。2023 年，洱海水质总体优良。然

而，回望世纪之交，开发无序，污染入湖，水质恶

化，蓝藻暴发，海菜花难觅踪迹。

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狭长的洱海流

域，周边居民近百万，世代“靠水吃水”；每年大

量外来游客，也增加了治污压力。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是洱海水质恶化的

重要原因。”长期研究洱海水质的上海交通大

学教授王欣泽说，“施在农田的氮磷化肥，留在

土壤的生活垃圾，都可能随降水和地表径流冲

刷进洱海，加剧水体富营养化，造成蓝藻暴

发。”

截污控污，势在必行。“采取断然措施、开启

抢救模式”，还一泓清水于洱海，云南举措频

出———“七大行动”“八大攻坚战”“六个两年行

动”和“九个三年精准提升行动”接续保护洱海，

每年 6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洱海治理，129

公里洱海环湖生态廊道建立起生态屏障，3.75
亿吨生活污水经截污治污体系收集处理……入

湖污染负荷减少、再减少。

曾经大规模种植大蒜的右所镇，是洱海流

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难点区域。“大蒜喜水喜

肥，种植过程中会产生富含氮磷的农田尾水，对

洱海造成面源污染。”王欣泽说。

2018 年起，大理白族自治州调减大蒜种植

面积，逐步在洱海流域实现大蒜“零种植”。此

外，一张长达 5743 公里的地下污水收集管网在

洱海流域铺开。民居、客栈、餐厅和企业的污水，

都接入这张网。

洱海水复清、海菜花又开，村民们也打心底

里高兴。可放弃了亩产值超万元的大蒜，“钱袋

子”一直鼓不起来———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如

何兼顾？

直到海菜花出现。“不仅不用施加氮磷肥，

海菜花还能吸附泥沙，吸收氮磷，净化水质。”洱

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总工程师钟岚说。

洱海水清，游客自来，特色美食海菜花也跟

着“水清花价高”。海菜花越种越多，现实的难题

随之而来———“娇气”的海菜花，保鲜期较短，难

以远销。2023 年，洱源县人民政府与上海交通

大学陆伯勋食品安全研究中心携手，开展技术

攻坚，将海菜花的保鲜稳定期限提升至 12 天，

大大拓宽了销售市场。截至目前，全县共种植海

菜花 3000 亩，年产量 5400 吨，带动 158 户种植

户增收 1080 万元。

“海菜花既是‘生态菜’，又是我们的‘致富

菜’！”早育茂是松曲村三江源水产品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一名主播，“带货”海菜花每年为她带

来 15 万元的收入。松曲村党总支书记芮龙佳谈

起海菜花来也赞不绝口：“这么好的菜，为什么

不种？村里种植海菜花，年收入 200 万元。”

海菜花生根、发芽、绽放，老百姓种植、销

售、增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道理，

正蕴于其中。

“不赚带污染的钱、不要带污染的项目，不

断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云南省生态

环境厅副厅长兰骏表示，云南将坚持以高品质

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栾心怡 杨文明

福建谱写绿色低碳发展新篇章

洱海源头海菜花又开

2014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调研时指出：“要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

跨越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

有序推进生态移民，适度发展生态旅游，

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

一。”

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立足“山多海阔”的地域特征，坚持走生态

优先、陆海统筹的绿色发展道路，深入实

施生态省战略，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

行走八闽大地，满目郁郁葱葱，抬头

仰望是清新的蓝，环顾四周是怡人的绿。

如今的福建，作为首个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坚持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

展“高素质”协同共进，拓宽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取

得新进展，以约占全国 3%的人口、1.3%
的土地、3%的能耗，创造了全国 4.3%的

经济总量。

生态优先，

“绿水青山”底色愈发鲜亮
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辖区内，徐自坤

几乎每天都要上山，察看有无火灾隐患、

盗砍乱伐，以及有无新的动物出现。

徐自坤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

星村执法大队桐木中队的中队长。每次和

巡护人员一起巡护前，他们都要点开手机上

的“巡护助手”应用程序，记录巡护路线。

“过去，巡护全靠人。现在，不光人员

增加了，还有了科技的帮忙。”徐自坤说，

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上有巡护

人员，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更全面。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状况，正

是福建全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

福建森林覆盖率连续多年居全国首

位。这既是福建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

保护治理大格局的实践成果，又与坚持

“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努力分不开。

一艘游船，能做怎样的生态文章？

三明市泰宁县大金湖上，一艘艘纯电

动游船正载着游客徜徉于山水之间。一艘

游船每日往返 2 趟、每趟可满载 120 名游

客，与同等级燃油船舶相比，每年可以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8.25 万吨。

生态旅游是泰宁的主导产业之一。泰

宁县旅游管委会副主任陈宁璋介绍，近年

来，泰宁实施“零碳”旅游建设，“零排放、

零污染”电气化产品大量应用。

一条小溪的污染治理，带来怎样的生

态效应？

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斜溪村，一条清

溪穿村而过。20 世纪 90 年代，这里曾因

无序养殖，生态污染严重。痛定思痛，开展

污染治理，引进环保治理技术，试点“循环

经济”“净水工程”……一系列严格的环保

措施和修复治理下，斜溪村发生美丽蝶

变，成为远近有名的生态旅游打卡地。

延平区委书记黄桂诚介绍，延平建立

生态智慧巡查中心，创新“跨区域协作”机

制，开展闽江上下游“巡河交水”，守护一

江碧水。2023 年，延平全区 10 个省控重

点小流域断面水质达标比例 100%。

今年 7 月，福建省颁布闽江、九龙江

流域保护管理条例，明确在法治层面增强

流域保护管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

治水努力，治山同样要下功夫。

位于龙岩市上杭县的紫金山铜金矿

床，是世界级高硫化浅成低温热液金属矿

床。近年来，这里持续开展金铜矿渣废弃

地和边坡治理及生态恢复技术研究，总结

出“分层治水、截短边坡、土壤改良、植物

选择”恢复“十六字诀”。金铜矿渣堆成的

人工山经过治理后，植被密集，长势蓬勃。

与上杭一县之隔的长汀，曾是我国南

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份之一。山

地植被恢复、茶果园生态治理、崩岗综合

整治、生态清洁小流域系统治理……长汀

县持续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当地实际的

水土流失防治之路。2023 年，长汀全县水

土保持率已提升至 93.56%
“绿水青山”底色愈发鲜亮，福建水土

保持率从 2011 年的 90.05%提升至 2023
年的 92.95%，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成为南

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福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推进流域

性、区域性、行业性污染整治，为高质量发

展腾出环境容量，努力在更高起点建设生

态强省。

创新变革，

在加强生态保护中改善民生
“不砍树也致富，哪能想到，如今‘空

气’也能卖钱了！”回忆代表常口村领取到

编号为“0000001”的全国首张林业碳票时

的情景，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常口联村党

委书记张林顺仍然难掩兴奋。

2021 年 5 月，三明市举行林业碳票

首发仪式，签发、转让首批林业碳票 5 张，

共计碳汇 29715 吨，涉及常口村的 3197
亩生态公益林。这批林业碳票为常口村村

集体带来了 14 万元收入。2022 年 9 月，

常口村村民收到了首批林业碳票分红。

多年来，福建持续将林改向纵深推

进，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林业碳

汇等，青山逐渐点绿成金；通过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鼓励适度规模经营，林业经营

质量不断提高，绿水青山的守护者有了越

来越多的获得感。

与此同时，福建不断创新生态保护机

制，推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互赋能。

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一

畦畦茶树间，大豆茎叶已长到小半米高。

“通过在林间套种大豆和油菜，茶园不施

化肥、不打农药，种出来的茶品质更好，单

价更高。”基地负责人杨文春笑着介绍，

“茶叶收益少说提升 30%。”

不远处，名为“茶香径”的小道就设于

绿水青山之间。品茶、玩水、登山……小小

茶香径，人气不低。为了更好保护武夷山

国家公园，南平市在 1001.41 平方公里的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划定 4252
平方公里的环武夷山公园保护发展带，并

按照重点保护区、保护协调区、发展融合

区，分层分区保护和发展。

“对于国家公园范畴的重点保护区，

我们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在

国家公园红线外约 1 公里区域的保护协

调区，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统筹保护与发

展；在保护协调区外围约 4 公里的发展融

合区，引导发展绿色产业。”南平市自然资

源局总规划师魏金俤介绍。国家公园周边

分散的自然风光、山水田园、传统文化、人

文景观等资源串珠成线，成为发展生态旅

游、带富一方百姓的最好资源。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今的福建，天更

蓝了，2023 年全省设区城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达 98.5%；水更清了，全省主要流

域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达 99%；海更净

了，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 88.7%。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让群众在生活中

有了更多的幸福感。

在福州，乘一艘游船行驶白马河上，

两岸绿意连绵、美景不断。在福州，内河游

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和游客的新选择。拥

有 139 条内河的福州，多年来持续推进城

市水系综合治理，大力开发水上交通和内

河旅游，目前已开发晋安河、东西河、流花

溪等 18 条河湖水系，累计通航 59 公里。

“生活在这里，就像生活在画中。”福州市

民黄学鼎说。

无价之宝愈显珍贵。数据显示，2023
年，福建省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分别达

到 5.72 亿人次、6981.08 亿元，文旅经济

成为全省 GDP 占比达 10%的支柱产业。

转型升级，

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海上的风，如何“吹”亮陆上千家万

户？福清兴化湾给出了答案。

这里是我国海上风电资源最丰富的

地区之一，蔚蓝海面上 59 座“大风车”挺

立。福清海峡发电有限公司电力运行部副

经理王家彬指着一台 10 兆瓦的海上风电

机组介绍：“它转一圈所发电能，就够普通

三口之家用一天。”

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与海上风电场建

设齐头并进。兴化湾海上风电场几公里之

外，就是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

这里也是我国首个全产业链海上风电产

业园。截至 2024 年 6 月底，福建海上风电

并网装机规模达到 372 万千瓦，预计每年

可替代标准煤 400 多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超过 1100 万吨。

新征程上，福建以创新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着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福建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介绍，福建正加快

实施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有序推

进能源结构不断优化，系统构建沿海产业

节约集约布局、山区生态重点保护、山海

协同联动的绿色发展格局。

逐“新”而行，节能降碳提质增效。在

厦门象屿综合保税区，通过园区光伏设备

全覆盖、用能绿色化、装卸设备电动化、照

明设备低能耗化等手段，实现了园区绿电

能源的“自给自足”，多措并举实现产业园

区深度减排，成为国内领先的“能源自平

衡零碳园区”。

迎“蓝”而上，激发海洋经济潜力。福

州连江县的“闽投 1 号”是全国首台半潜

式渔旅融合深海养殖装备，可年产大黄鱼

约 600 吨，依托智慧化平台，养殖只需要

1 至 2 名操作人员。船下养鱼，船上还可

发展生态旅游，实现多重收益。目前，福建

正在加快推进惠安、秀屿等地的深远海养

殖装备的建造工作，预计年内可实现 4 台

套的交付运营，不断推动水产养殖向深

海、绿色、智能化转型升级。

点“绿”成金，做强做大生态产业。泉

州晋江市以河长制为依托，将湖库塘长制

纳入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体系，水岸同

治，九十九溪再焕新颜，溪畔 3485 亩高标

准农田生机再现，农业种植效益提高 30%
以上。南平市延平区发挥山水生态资源优

势，大力培育乳业、百合花、竹产业、茶产

业和闽江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等特色产业。

从全省数据看，茶叶、蔬菜、水果、畜禽、水

产、林竹、花卉苗木、食用菌、乡村旅游、乡

村物流等福建十大乡村特色产业，总产值

已超 2.3 万亿元。

化废为宝，披绿生金蹄疾步稳。龙岩

市永定区龙潭镇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工程，引入园林企业，发展蝴蝶

兰“美丽经济”，一座座温室大棚陆续矗立

在山头，过去的“黑煤山”华丽转身为“花

果山”，成为省内知名的蝴蝶兰生产基地，

带动近 2000 人就业，年人均收入可达 5
万元以上。2023 年起，福建组织开展历史

遗留矿山生态修复三年行动，划定 8 个生

态修复集中区，分解下达 10 万亩废弃矿

山修复任务，现已完成 3.4 万亩。

生态要素的“含绿量”，激发高质量发

展“含金量”。近年来，福建创新生态文明激

励机制，大力推行排污权、碳排放权等资源

环境权益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市场活跃，

企业节能降碳减排内生动力有效激发。

2021 年，兴业银行厦门分行设立“蓝

碳基金”，专项用于委托厦门产权交易中

心采购碳汇以抵消指定的碳排放，引导客

户践行碳减排，通过“蓝色碳汇”助力碳中

和。当年 9 月，兴业银行厦门分行通过“蓝

碳基金”购入首笔海洋碳汇，完成泉州市

洛阳江红树林修复项目海洋碳汇交易。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咬定

青山不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接续推进生

态省建设，坚持以改革破解难题、求解新题，

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福

建篇章，努力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

骄傲。”福建省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蒋升阳 张意轩 余荣华 刘晓宇 王

崟欣 林渊

“2023 年，安义县优良天数比例为 96.4%，创历史最好成绩。今

年前 7 月生态环境质量继续改善，轻度污染天数同比减少 30.8%；

国考、省考出境断面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为域类，达标率

100%……”近日，江西南昌市安义生态环境局局长谢和秦介绍道。

据了解，安义全县工业几乎都集中在县工业园区，乡里没有工

业，没有存在污染的企业。所辖 10 个乡镇全部获评“省级生态乡

镇”，其中 3 个乡镇获评“国家级生态乡镇”，2022 年 11 月，安义县

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生态靓丽的颜值给群众带来富裕的生活，2023 年全年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3895 元，增长 7.7%，增速列南昌市第一。

荒山成药园，美观又和谐
“这里原来就是一片荒山，没有路，人都走不进来。”江西谦草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磊指着面前的柏油路说到。

江西是中药材山香圆的重要产地，以前这一药材零星分散于山

区野生，产量低、繁殖慢、货源缺。新民乡位于安义县西北部，环境优

美，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 74.6%。

“在掌握人工种植山香圆的技术后，经过多方寻找，2022 年 10
月，我们选中了新民乡新民村的这片荒山和树林。”刘磊表示，“这里

山林多，自然环境好，通过检测，土壤、光照、水分等条

件都特别适合种植山香圆。”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村民的支持。这家企业以

125 元/亩的价格租赁村里的这片山地，并且每 5 年递

增 5%的租赁费，目前流转了 500 多亩。

“最初，村民担心企业只是套取农业补贴，干不

久。当地 60 户住户中有 40%不同意流转，而政策要求

要达到 70%的住户同意才可以流转。”新民乡政府林

业办干事何致忠回忆说，通过相互沟通做工作，最终

村民的支持率上升到 90%以上，企业得以提前半个月

开工建设。

2023 年 11 月，江西谦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获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山香圆种植示范基地”。此

外，公司还在开发唇膏、茶叶等延伸产业链专利产品，

与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我们又另外流转了 200 亩林地，并且鼓励当地

村民自己种植，我们负责全部收购。”刘磊说到。

林地变鸡场，好山水生钱
“我原先在上海从事铝合金行业相关工作，如今，

不仅回到家乡在家门口打工，一天还能赚 100 元，特

别开心。”安义利邦绿色农业有限公司蛋房内，熊金香

边分拣鸡蛋边说。

站在蛋房门口，能看到不远处的稻田和成片树
木，那里就是熊金香的家———新民乡乌溪村卢家组。

村民在家门口能赚到钱，多亏了家门口的好山水。

安义利邦绿色农业有限公司创始人利蒙，2013 年

大学毕业后致力于食品安全事业，决心在林下放养土

鸡，生产绿色土鸡蛋。

为了找到理想的创业基地，利蒙骑着二手摩托车
转了南昌的很多县区，最终在安义寻到了理想的松林

和山泉水。
安义利邦绿色农业有限公司流转了当地 500 亩

松林，用于林下养殖土鸡，土鸡以松针、虫子为食，产

生的鸡粪也为树林提供了天然的有机肥。

“我们还将鸡粪统一收集发酵，还田种植南瓜、红

薯、萝卜等有机蔬菜，既实现了废物有效利用，也保护

了生态环境，达到了循环农业的效果。自己用不完的
鸡粪也成了抢手货，供不应求。”公司副总经理张涛。

如今，安义利邦绿色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规模已

从创业初期的 1500 只增长到 12 万只，鸡蛋获得有机

认证，并被评选为“赣鄱正品”“江西省百强品牌”。

好生态成就好品质，因安义利邦绿色农业有限公司不断成长壮

大，来公司务工的周边村民越来越多。

“死地”被盘活，绿色有前景
“这些年，通过发展农业产业，村集体经济得到了增长。2023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30 余万元，我们利用这笔资金帮助脱贫户、大

病户，并修缮村里的水渠设施等。”安义县万埠镇前岸村党支部书记

张千华说到。

前岸村的村集体收入来源于山羊养殖、稻蛙养殖、稻鱼养殖等，

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死地”盘活种植阳光玫瑰葡萄，为村集

体经济带来了丰厚收益。

以前村里有 400 多亩地以 30 年租期流转给了一个老板经营生

态农庄，进行生态种植和餐馆经营，但因经营不善关闭了。这块地闲

置了 5 年左右，成了村里人的一块心病。本村人胡纪禄在 2022 年返

乡创业，成立南昌包山生态农场有限公司，承租了这块地。

“这里土质好、水质好、水分合适，很适宜种植阳光玫瑰葡萄。”

胡纪禄说，他选择 70 余亩土地种植阳光玫瑰葡萄，其余土地用来种

植水稻等作物。

目前，安义县绿色有机农业从业企业已达 39 家，拥有优质农产

品“三品一标”87 个，包含绿色食品 48 个、有机农产品 38 个、地理

标志农产品 1 个，全县绿色水果面积达 37130 余亩，绿色农产品成

为江西超市的抢手货。

今后，安义县将进一步拓宽“两山”转化途径，把藏在深山里的

好生态转化为绿色产业，给群众带来更好“钱”景，让高质量环境保

护助力群众生态致富。

张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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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生态优先、陆海统筹

云南大理探索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