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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用好山水资源走上绿色发展新路

“一碧青山拥玉镜，犹如仙境入凡间。”走进浙江省舟山市定

海区小沙街道的青林玉镜，一侧山林青翠，一侧春水如蓝。绚丽

的“彩虹”道上，摊位林立，时令瓜果蔬菜、放养土鸡蛋、烤土豆玉

米应有尽有……村民们在家门口卖起了农产品，享受生态旅游

带来的“红利”。

景美业兴。小沙街道美丽繁华的景象只是舟山不断健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两山”转化的一个缩影。

从边远海岛绿色发展“花鸟”模式，到建设“两廊”驱动生态

共富的“定海”模式；从净零碳乡村“新建”模式，到产业绿色发展

的“六横”模式……舟山在进一步实现海洋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打通海岛“两山”转化通道上交上了“蓝色方案”。

望山见海，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酷暑的余威仍在，舟山市定海区东海百里文廊的“云顶仙

乡”已有清凉。8 月 17 日正式对外开放的“本岛山巅最美公路”，

用 43.9 公里云顶公路串起山海美景，完美展现了“本岛天际线”，

让百里文廊呈现出立体化感受空间。

百里文廊的仰天碗观景平台海拔 380 余米，在这里可以望
见舟山本岛的城市、农村以及周边岛屿，赏景视野极

佳。自景点开放以来，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仰

天碗观景平台在网络上迅速“出圈”。目前，“云顶仙
乡”正不断拓展功能、丰富场景，积极建设共富工坊、

乡村集市等场所，持续走深融合发展新路径，打造乡

村振兴典范标杆。

东海文廊、东海云廊是舟山市近两年的新晋“网

红”景点。围绕“两廊”建设，定海区实施以共富为抓

手、善治为目的“暖岙”文化生态旅游共富工程，以

“两廊”串联海岛山岙、美丽乡村、古寺古迹、云顶风

景等各类元素，激活了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名人文

化、佛教文化和乡土文化，挖掘文廊沿线果园、菜园

等特色农业产业，因地制宜为农户配齐“服务六件

套”，助力村民增收致富，构筑起一条以生态为基、集

农文旅于一体的共富廊道。

据了解，自“两廊”开放以来，累计助农增收 350
万元，吸引工商资本两亿元，实现经济、绿色的“双向

奔赴”。

如今，定海区新建村、普陀路下徐村、岱山双合

村、嵊泗县花鸟岛……一大批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结

合当地特色产业的美丽乡村已然崛起，带动着广大

群众走上共富之路。经统计，2023 年舟山市村级集

体经济总收入 7 亿元，同比增长 7.9%。渔民、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49379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55：
1，均居浙江省第二位。

“眼下，舟山市正大力推进实施‘小岛你好’共富

行动和‘星辰大海’计划，探索实践‘一岛一品、一岛

一策’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持续勾勒‘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生态共富画卷。”舟山市发展与改革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说。

产业融合，探索新型生态经济体系
生态大黄鱼苗种繁育基地、生态渔旅体验平台、

海洋牧场多功能平台、海洋牧场展示与体验中心以

及舟山渔场研究院……在舟山市普陀区六横岛，舟

山市首个渔旅产业融合开发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正在加紧建设中。据了解，示范区将结合海水养殖
产业和绿色能源产业，力争成为我国首个海洋工程

“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规划养殖项目样板。

如何将这个示范区打造成全国样板？今年 4 月，舟山市六横

海洋牧场有限公司与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整合各自在海洋经济和新能源领域的优势，探索“大

黄鱼生态种业+渔光互补+水热循环利用”的先进模式。通过跨界
融合，全力打造智能化、规模化、生态化海洋牧场样板工程。

“牧场通过新能源技术与生态养殖的深度融合，建设国内最
先进的种业繁育基地，繁育岱衢族生态大黄鱼，并创新采用渔光

互补模式实现降本减排，为水产养殖开辟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

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清洁能源

岛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六横岛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舟山市发挥天然优势，谋划发展油品加注、油气交

易、绿色能源、蓝碳经济、能源转化利用等低碳产业，积极探索绿
色能源替代应用，着力延长能源产业链，努力争创“清洁能源转

换枢纽”“海上氢岛”等品牌。

如今，舟山市正积极转变发展思路，探索新型生态经济体

系，不断拓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绿色”路径。

修复生态，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乘车经过蜿蜒曲折的燕黄线公路，抵达鹿栏仙踪绿道，漫步

在绿道上，近距离观察美丽的大海；踩上绵软的沙滩，眺望海天

一色；在沿线驿站小憩，享受海风吹拂，聆听大海涛声……

“鹿栏仙踪绿道是舟山市岱山县精心打造的‘闻风听涛’共

富风貌游线的景点之一，这是一条轻干预、低投资、高标准打造

的环岛滨海风景道，涵盖园林绿化、自然生态廊道、郊野绿道、公

共厕所等建筑设施，设有五处景观平台。计划通过这些道路能够

串联更多精品优质的景点，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把更好的旅
游资源展现给游客。”岱山县岱东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郊野公园内，闻风书店依海而建，书店由原牧庄乐园的老房

子改造而成，书店目前存书 4000 余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阅读、

打卡。与闻风书店共富风貌驿改造提升工程并行的还有全域旅

游、全民健身绿道工程等 8 个项目，通过街道微空间改造、传统

建筑修复，展示“生态海岸线”“山海共美”海岛新风貌。

除了“生态修复+文化赋能”繁荣生态旅游业，岱山县还大力
发展生态工业。在这里，世界最大规模的潮流能发电站源源不断

输送绿色能源；浙江省级“无废工厂”常石集团（舟山）造船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秩序井然，屋顶上一排排整齐的光伏发电板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

不只是岱山县，远在外海的嵊泗县也在不断做大生态旅游
业、生态工业的文章。近年来，嵊泗县坚持“生态立县”首位战略，

高标准走好海岛绿色发展特色之路，投资 3.16 亿元实施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泗礁岛海岸带得以整治修复，建设青沙滨海生

态滩涂约 2.7 万平方米，基湖沙滩补沙量约 20 万立方米，让“南

方北戴河”重新“铺上”金黄色沙粒。

如今，浓浓绿意已从岱山、嵊泗蔓延，让舟山“流金淌银”。目

前，舟山市正依托海洋生态资源高标准描绘具有群岛特色的“新”

蓝图，形成以临港制造、绿色石化、港贸物流、海洋旅游等为支撑的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让最美的风景释放出更多的生态红利。

“下一步，舟山市将不断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激发

起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蹄疾步
稳、走深走实，谱写‘两山’转化的蓝绿交响曲，向着高水平建设

现代海洋城市目标铿锵迈进。”舟山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说。 朱智翔 俞浙前 王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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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北京市房山区，曾以“挖煤

采石”为支柱产业。近年来，房山区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引领下，下大力

气修复矿山，深入推进区域内生态文明建

设，生态扩容成效显著。

“煤山矿山”变“金山”

采煤曾是房山区史家营乡的主要经

济支柱，长时间大面积的深层采挖，对当

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挖煤那会儿，到处飘着黑灰，路是黑

的，树是灰的。”村民曾大爷回忆说，“挖煤

挖了几十年，山上大洞小洞连成片，煤矸

石堆得到处都是，一下雨，黑水横流，经常

发生地质灾害。”

为了守护绿水青山，2005 年，北京市

开始实行城市功能分区，门头沟、怀柔、平

谷、密云、延庆，以及房山、昌平两个区的

山区被定位为“生态涵养区”，要求关闭煤

矿，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006~2010 年，史家营乡将辖区 142
座煤矿全部关闭，结束了当地的采煤史。

2011 年，史家营乡曹家坊矿区启动治

理泥石流沟工程，乱七八糟的山沟被梳理

成了由急至缓的行洪河道，设置了拦挡

坝、导流墙、截排水沟，沟内固体物也被妥

善固定。

随后，“客土回填”把沙土泥浆贴在岩

壁上，“挂网喷附”让裸露的岩石上长出绿

草，“边坡修护”让山坡重新长出植物，“鱼

鳞坑围堰”让树苗不惧暴雨。

2018 年 5 月，完成修复以后的曹家坊

矿区转型为百瑞谷旅游景区，为当地旅

游、文化、餐饮、民宿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依

托。史家营乡完成了从“煤山矿山”变为

“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教科书式

转变，走上了绿色发展新路。

2021 年，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坊废

弃矿山生态修复及价值实现案例”被自然

资源部列入全国第二批 10 个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典型案例。

污水变清引鸟来

“牛口峪湿地里的水温偏高，冬季水

面也不结冰。”燕山石化能环部经理王祁

介绍，2018 年以来，牛口峪湿地公园通过

人工调节水位高低的方式，扩大鸟类觅食

范围，打造自然生态保育区，减少人为干

扰，为鸟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栖息地。

牛口峪湿地公园原本是燕山石化用

于储存炼化装置达标排放的工业废水的

水库，虽然水质达标，但缺少水生植物，在

此栖息的野生鸟类也很少。“围着水库转

上一圈儿，很难听到鸟叫声。”王祁说。

2017 年底，牛口峪水库升级改造为湿

地公园，约 8 万平方米的氧化塘里种植了

芦苇、香蒲、狐尾藻、眼子菜等具有高净化

能力和高耐受力的水生植物，深度净化工

业废水。同时，公园里不同密度的湿草甸

和植有漂浮水生植物的自由水面错落有

致，水质显著提升。浮游生物和种类繁多

的鱼虾也大量繁殖，吸引了黑鹳、大天鹅、

翠鸟等 140 多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安家，

“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也开始在这里繁

育后代。

牛口峪湿地公园还通过举办摄影比

赛、生态环境知识科普、环保专家授课等

一系列生态环境教育活动，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党建红引领生态绿”“敢碳号助力生态

美”四个方面展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成

就，让“两山”理念深入人心。

2023 年 9 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与房山区法院共同打造“普法宣传+景

区游览”联动机制，在牛口峪湿地公园开

设“生态环境普法驿站”，既以法治力量守

护好湿地生态环境，又为景区高质量绿色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

大力培育生态文化

“成立生态文联，就是要以文化作品

为载体，以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文化形

式传播生态价值观念，展示房山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果。”房山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

记、局长，区生态文联主席米忠诚介绍。

2024 年 4 月 12 日，北京房山生态文

化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下设作家协

会、书法家协会、画家协会、摄影家协会、

曲艺家协会和朗诵家协会 6 个协会。通过

开展文化理论研究、文艺创作、文体和文

化交流等活动，发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房山区既有周口店文化遗址等历史

资源，也是地质公园概念的诞生之地。同

时，作为京西南生态屏障，房山具有显著

的生态优势，“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要素齐

全。全区林木覆盖率达 71.26%，上方山、青

龙湖、拒马河、小清河等景色宜人，十渡更

是有“中国黑鹳之乡”的美名。优越的生态

环境吸引了大批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

“我们当中有些就是房山本地人，作

品中不乏为牛口峪、十渡、上方山等创作

的美术作品。也有些成员在其他地方生

活，被房山优美的生态环境激发了创作灵

感。”画家协会主席宁波说。 夏莉

“煤山矿山”变为“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时值初秋，南粤大地仍是一片郁郁葱

葱。从粤北的广袤森林，到粤东、粤西的红

树林，再到珠三角的森林城市群……广东

省正以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为契

机，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天更蓝、

水更清、山更绿的大美画卷徐徐铺展，绿

美广东生态建设“看得见、摸得着、有欣

喜”的愿景正逐步走进现实。

多树种、多层次、多色彩的

森林植被覆盖南粤

“有喜事来种树”，在粤西的茂名高州

市，这句倡议已践行 10 年。“我们一年有 7
个植树日，植绿护绿的意识在广大群众的

心中生根发芽。”茂名高州市林业局相关

负责人说，高州每个村党支部至少开辟了

一个喜事林，每个行政村都有植树点，方

便群众参与。从“要我种”到“我要种”，10
年时间里，高州累计植树 2500 多万株，新

增绿化面积 40 多万亩，相当于 3.7 万余个

标准足球场大小。

今年 3 月 12 日，东莞市松山湖线上

认种认养公共服务平台、南方+绿美松山

湖频道上线，以“互联网+”赋能绿美生态

建设，引导当地群众承担起“爱绿、植绿、

护绿、兴绿”的社会责任。

“有喜事来种树”“我为家乡种棵树”

“结婚种棵树”……义务植树在广东各地

蔚然成风。今年以来，广东以增量添绿带

动森林质量提升，致力让多树种、多层

次、多色彩的森林植被覆盖南粤秀美山

川。

截至 8 月，广东已完成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 383.88 万亩，县镇村绿化种植苗木

2108.2 万株，超额完成原定计划任务；全

省通过全民义务植树网上报义务植树活

动 2.23 万场次，参与人数 138.5 万余人

次，植树超 375 万株。

广州黄埔区龙湖街迳下村绿美示范

点，远眺是群山茂林，近观是繁花似锦。步

入村中，一棵棵红锥、闽楠、山乌桕、枫香

等乡土阔叶树错落有致，满目青翠，呈现

一幅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画卷。

“我们就像住在景区一样。”迳下村村

民委员会监督委员陈晓君说，在刚刚过去

的夏天，不少市民来此饮茶、采摘、骑行、

垂钓、观景。

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示范点为抓手，

广东营造“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

中、人在景中”的绿美城乡人居环境。同

时，融入体育、健康、休闲、旅游等功能，方

便群众茶余饭后走进森林、体验自然、锻

炼身体。此外，广东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聚焦保护好自然生态，活化利用

古树、红色文化等资源，今年已建设森林

乡村 56 个、绿美古树乡村 19 个、绿美红

色乡村 19 个。

“我们将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为契

机，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实施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一体绿美提升等

‘六大行动’，打造更多示范点、示范带，让

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更加美丽，人民群众

享受更多生态福祉，生态产品更加丰富，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广东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增厚

生物多样性“家底”

“明明叶子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

林？”在珠海市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

护区，来参加红树林自然课堂的小朋友们

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其实，红树林的命名并非源于其树

叶或整体呈现红色，而是由于红树科植物

的树皮内大多含单宁酸，这种物质无色、

透明，与空气接触时会发生氧化反应而呈

红色。”保护区自然教育小组组长蓝玉杏

为孩子们讲解道。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

间带木本植物群落的统称，具有重要的生

态、社会、经济价值。目前，广东共有红树

林地面积 1.1 万公顷，是我国红树林分布

面积最大的省份。这些“海岸卫士”固碳释

氧、防风护堤，不仅是鱼类、甲壳类、鸟类、

底栖动物和其他水生动物的栖息地，更是

人们青睐的自然教育场所和生态旅游胜

地。

“红树林是我们认识湿地生态系统的

一扇窗。”在蓝玉杏的带领下，孩子们在红

树林自然教室中汲取知识，树立保护湿地

的意识。

“如今，自然教育已不局限于红树

林，广东各大湿地或森林公园等自然保

护地都有各自的特色活动。”广东省林

业局相关负责人说。华阳湖湿地麻涌龙

舟夏令营、海珠湿地“飞羽寻踪”邂逅鸟

类活动、翠亨湿地“小小昆虫记家”自然

观察活动……今年暑期以来，广东省各

自然保护地开展的亲水、观鸟、赏花、观

虫等自然教育活动受到市民广泛关注和

参与。

作为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

之一，广东不仅为 1.2 亿常住人口创造良

好的居住环境，更为逾 6600 种野生高等

植物、近 1100 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和超

过 1.2 万种昆虫提供家园。

岭南国家公园（拟设）是广东最大的

生物物种基因库，森林覆盖率高达 86%，

共记录分布有野生动植物 5527 种。近年

来，岭南国家公园（拟设）不断加大生态系

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和持续性，成为广东打造万物和谐共生

美丽家园的缩影。

广东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

持续强化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与迁地保

护，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组织

开展重点物种保护工程、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拯救保护工程和野外回归项目，生物多

样性“家底”持续增厚。

探索“两山”转化路径，激

发绿富双赢新动能

在河源紫金县黄塘镇车前村的油茶

林里，一颗颗日渐圆润的油茶果挂满枝

头，油茶丰收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把油茶作为镇、村主导产业，今

年持续扩种，做大油茶品牌，致力于打造

油茶产业特色村。”车前村党总支书记张

子成说。

近年来，车前村油茶种植规模不断扩

大。目前，全村已有油茶种植面积 1400
亩，2023 年年产油茶果约 50 万斤，产油

1.5 万斤，产值达 120 万元；带动 50 户农

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增收 1 万多元，为村

集体增加收入 6 万元。

油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林果，更具有

重要的生态价值，是名副其实的“铁杆庄

稼”“绿色银行”。

在广东，林业产业蓬勃发展，激发绿

富双赢新动能。云浮罗定市，漫山遍野的

岗梅、三叉苦、两面针、九里香带动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清远英德市，翠绿的麻竹

笋遍布山头，正在成为百亿产值产业；茂

名电白区，白木香与奇楠香构筑起茂名

沉香药用和非药用两大板块，产品远销

海外。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广东积极探索

“两山”转化路径，重点推动油茶、竹子、中

药材、花卉苗木、经济林果等优势特色产

业发展，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将林业与旅

游、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高附加值

的林业经济体系，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

济社会效益。

据统计，目前广东林下经济经营面积

已达 3403 万亩，产值 546.3 亿元，到 2025
年将争取实现林业产业总产值 1 万亿元

的目标，促进林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创新发

展，推进现代林业产业建设，推动绿水青

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

贺林平 李纵 洪秋婷

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深入推进

绿意足 生态美 产业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