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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早晨，当温暖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洒

在林下的菌菇园中，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长

水村的村民又迎来了忙碌的一天。

武宁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探索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森林

资源保护管理机制，构建起县、乡、村三级林长组织

体系，实现对 418 万亩林地的分级管理全覆盖，并积

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建立平台，整合资源，开展价值评估
一场春雨过后，山上云雾缭绕、山花烂漫，山下屋

舍俨然、溪水潺潺。卢咸锋经营的民宿“悦山居”就坐

落其间。如今，想要预订“悦山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卢咸锋的手机不停地有预订电话打进来。他说：“得

提前两个星期，要不没房。”

散布在长水村深山密林中的一栋栋小木屋，让

人可以望山而居、枕溪而眠，消解疲惫。

卢咸锋 2017 年返乡创业，算是村里最早吃上“生

态旅游饭”的人。他建起 20余栋民宿，可同时接纳百余

名游客。2023年暑假，他的民宿有 20多万元进账。别看

现在这么风光，可早先卢咸锋空有热情，却愁得失眠。

刚回乡创业时，他为资金的事情发愁：“没钱投

资，再好的想法也办不到。什么时候，咱守着绿水青

山也能富起来？”

2021 年 5 月，由武宁县和南昌大学联合开发创

建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正式成立，地址就选在长

水村的村口。该中心探索让每棵树、每片林、每块地、

每池水落户入库，所有自然资源都能标注到地图上并

实现数字化核算，最终推进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价值

的有效转化。

当年，卢咸锋将自家的 700 余亩山林上报至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中心测算平台，经测算评估后，顺利通过

中心拿到 75 万元贷款，用于民宿建设运营和林下经济

发展。2023年，卢咸锋已是长水村党总支书记。在他和

其他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长水村建成了生态循环产业

园，年接待游客 60余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超亿元。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生态资

源管理运营平台，通过对碎片化生态资源进行集中

收储和整治，将其转换成连片优质高效的‘资产包’，

并委托金融机构，实现生态保护前提下的资源、资

产、资本三级转化。”武宁县生

态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柯芳

芳表示。

据了解，经平台初步核算，

武宁全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达

1142.25 亿元。2022 年底，该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的网点实

现了18 个乡镇全覆盖。

组建队伍，落实责任，推

动有效保护
在长水村，一片千年红豆

杉林吸引了不少游客。密林深

处，一株高达 25 米、树围 3.3 米

的红豆杉郁郁葱葱，正是当地

人世世代代保护生态的见证。

这里的每一棵红豆杉都有

专属树牌，标明古树编号，并配

有专属二维码。“我们每棵树都

落实了责任人，真正实现‘专人

专管’。”卢咸锋说。

助推林长制走向“林长治”，

武宁县建起包括林长、专职护林

员、监管员等在内的管理队伍，把

全县古树和古树群落的相关信

息，包括树种、树龄、管护人员等，

集纳归档，形成古树“网络身份

证”。同时，对每棵古树实施挂牌

管理，扫一扫树牌上的二维码，就能了解所有相关信息。

一大清早，趁着凉意舒爽，60 岁的李方华又出发

了。身穿护林服，点开“赣林通”APP，李方华跨上摩

托车，开始了巡护。

李方华是武宁县宋溪镇伊山村村民，自伊山省级

自然保护区设立后，便开始担任公益护林员。“以前靠

经验巡林，如今借助手机。”李方华说，自己每天巡林

不少于两小时，“劝阻乱砍滥伐、关注树木病害都是我

的职责，都需要我们巡护到位。”由于工作出色，如今，

李方华由护林员升级为“生态管护员”。

利用资源，发展产业，实现价值转化
如今的武宁县，正在深度推动生态产业走出新

路子。

武宁县官莲乡东山村地处庐山西海北岸，村民

多以捕鱼、养殖为生。由于人工养殖易造成水体污

染，武宁县投入 2 亿元，全面清理庐山西海 2.5 万个

人工养殖网箱和 345 座库湾。但庐山西海水域实施

全面禁捕的同时，东山村也面临转型困难。

2016 年，从九江学院到东山村驻村扶贫的谭翊

泉开始担任第一书记。那时的他很纳闷，“为什么好

山好水没有好发展？”在谭翊泉的协调和推动下，九

江学院选派一支团队对东山村开展专项规划，充分

利用山水资源优势。7 年多过去，东山村已经发展起

传统果木业、现代果蔬业、康养文旅业。2023 年，村

集体收入达 115.6 万元。

“在数字产业园，我们通过电商线上推广当地生

态产品，解决了生态产品收储交易、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如今，东山村有不少大学生在这里创业。”谭翊泉

介绍，目前，在东山村的村集体收入中，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的比例达 75.7%。

武宁县绿色经济的产业布局也在进一步优化。

2023 年，武宁县部署绿色生态类项目投资规模共计

23.39 亿元。

近年来，武宁县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2023
年，全国首届林长制论坛在武宁县成功举办，以武宁

县作为示范基地、南昌大学作为依托单位的江西“两

山”转化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示范专家服务基

地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建设。 朱磊 王丹

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六步港附近，张

贴了一张新吴区历年蓝藻打捞量统计表：

2021 年 12.3 万吨，2022 年降至 7.2 万吨，

2023 年这个数字是 0。很难想象，2007 年太

湖发生水危机时，这里的蓝藻臭味扑鼻，岸边

堆得厚厚一层。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在参加 2023
年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

记专门询问了太湖水质，“没有蓝藻了吧”，强

调“在生态上一定要把握住”。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江苏扛起上游担当，太湖治理交出新成

绩单：湖心区水质首达芋类，指标达到 2007
年以来最好；藻情达到 2007 年以来最轻；流

域重点断面优芋比例达到 2007 年以来最高。

重塑“湖”与“人”的关系，江苏持续破解

浅水型湖泊治理这一世界级难题，在太湖流

域五市全面开展控源截污、生态扩容、绿色转

型，推动生态、生活、生产、生意“四生合一”的

系统重构，唱响新时代人水和谐共生的“太湖

美”。

明珠焕彩

春日暖阳下，太湖贡湖沙渚饮用水源地

风景壮丽，放眼望去，远处碧波万顷，水光接

天；近处水草摇曳，鱼翔浅底。时钟拨回到

2007 年 5 月 29 日，同在此处，湖中“常客”蓝

藻突袭了无锡千家万户。岁月流转，十余年

后，这里的水质让市民放心吗？

湖水优劣，水厂先知。“近两年，处理藻类

的净水剂使用量明显减少，夏季也未启动蓝

藻暴发应急预案，出厂水质明显提升。”无锡

市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防止蓝藻影

响供水安全，水厂配置了应急处理工艺，但基

本处于“备而不用”状态。

长期监控太湖蓝藻水华的科研人员亦有

同感。去年，在太湖蓝藻水华高发的盛夏时

节，在无锡太湖之滨的中国科学院太湖站，科

研人员从湖中随机取了一瓶水带回实验室，

显微镜下，仅有一小块蓝藻，吃藻的浮游生物

比蓝藻还多。他回忆，自太湖有清晰卫星影像

以来，2023 年上半年是蓝藻水华面积最小的

时段。

被誉为“江南明珠”的太湖是长三角的

“母亲湖”。因湖而生，江浙沪每年超 21 亿立

方米优质自来水来自太湖；靠湖而兴，太湖流

域以 0.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 10%的经

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全国平均水平

的 2 倍以上。

太湖的“前置库”长荡湖是围网养殖发源

地之一，湖中一度围网密布，湖滨排污企业林

立。住在附近的村民袁栋回忆，污染严重时，

湖水发黑，味道刺鼻。近年来，政府整治力度

加大，如今湖中不见围网、岸边草木葳蕤，“生

产湖”变成“生态湖”。

全长约 57 公里的太浦河既是太湖重要

的泄洪通道，也是给上海、浙江等地供水的生

态廊道。以前河道两岸聚集了很多小散企业，

经多年治理，昔日工业锈带正变成百姓茶余

饭后散步休闲的“生活秀带”。

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数据显示：2023
年，总磷、总氮浓度同比下降 17.5%和 9.9%；

蓝藻平均面积、最大面积、湖体藻密度同比分

别减少 45.7%、50.8%和 30.3%；从流域水环

境来看，流域 206 个重点断面优芋比例为

96.6%，是 2007 年以来最高。

水质好，万物生。西山岛是太湖中最大的

岛，徒步岛上，常能看到成群鸟儿在空中盘

旋。秋冬时节，树叶落下，还能看到很多鸟巢

汇聚而成的“巢流”。窥一隅可见全域，2023
年，太湖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达到“优

秀”等级，底栖动物、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多

样性等级均达到“良好”及以上水平，太湖“三

白”之一的白鱼以及重点保护物种中国淡水

蛏在全湖主要湖区均有检出。

明珠焕彩，人湖和美。环湖走访，常能偶

遇搭帐篷看夕阳的市民、游客和拍婚纱照的

情侣，一张张笑脸令人印象深刻。“以前沿湖

居民虽拥有太湖，却因围网、污染等看不见、

看不清。如今，全湖恢复美丽容颜，大家更愿

意亲湖。”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太湖水

污染防治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秦亚东说。

浅湖深治

“水下有红菱，水边芦苇青，水底鱼虾

肥”，一曲《太湖美》令人心驰神往。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

速推进，太湖这颗“江南明珠”一度蒙尘，工

业和生活排放对太湖污染很大，敲响了生态

警钟。

污染阵痛让江苏痛下治理决心，可治理

并非易事。从外源污染看，流域人口密集、产

业集中，面临开发强度大、生态容量小、资源

环境约束趋紧的现实。从自净能力看，太湖是

我国五大淡水湖中平均水深最浅的湖泊。稍

有风浪，底泥就被搅动上来，氮、磷等营养物

质也随之扩散，有研究者无奈地称其为“一盆

泥汤水，一本糊涂账”。

“太湖虽浅，治理却要下足深功夫。”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

一语道破太湖治理之难。

水滴石穿，功在不舍。面对这一世界级难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坚持把太湖治理作

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点面结

合、标本兼治、久久为功。

问题在水中，根子在岸上，控源截污需先

行。秦伯强说，水体富营养化、发生蓝藻水华，

只是反映在水环境中的最终结果，其根本矛

盾还是排污总量超过环境容量，必须首先减

少入湖污染源。

2007 年以来，江苏铁腕治污：太湖一级

保护区建成无化区；建立完善“磷账本”“磷清

单”，持续压降磷排放。位于宜兴的灵谷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是江苏最大氮肥企业，2019 年

以来，公司投资近 2 亿元用于污水处理提标

改造，总氮排放削减量超 80%。同时，江苏还

全面推进污水收集处理，实现管网应接尽接、

污水应收尽收。

三分治，七分养，生态扩容增韧性。常州、

无锡等湖西片区是治理的重中之重，当地在

整治污染之外，通过退田还湖、水生植物种

植、水生动物投放，培育出数十万平方米的

“水下森林”。

坚持把生态修复摆到太湖治理突出位

置，江苏在太湖东部、北部湖区试种沉水植物

约 2900 亩；在太湖西部恢复芦苇面积约

1000 亩；在流域建设各类生态安全缓冲区 18

个、湿地保护小区 191 处，湿地总量下降趋势

得到根本扭转。“沉水植被是大型浅水湖泊生

态系统的调节器。要做大生态‘分母’，从根本

上增加环境容量。”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蒋

巍说。

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绿色转型谋长

远。产业结构偏重偏化是太湖流域环境容量

超载的重要原因。太湖治理的出路不光是技

术性选择，更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质

量的重塑。十余年来，江苏铁腕治理太湖非但

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反而倒逼了传统产业焕

新，催生出新质生产力。

2014 年起，苏锡常地区产业比重总体实

现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

2023 年，宁苏锡常镇五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 57.1%、53%、51.8%、

56%和 5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流域经济总

量翻番、城镇化率提高 10%、人口增加 380 万

的情况下，太湖水质仍取得明显改善。

重现太湖美，永远在路上。2007 年以来，

江苏动员了 5 个市、30 个县区，组织住建、农

业农村、发改、工信、自然资源等 10 多个部

门，超万人直接从事太湖治理工作。江苏各级

财政投入的专项资金及带动的社会资金，已

累计超过 3000 亿元。在全面落实国家《太湖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的基础上，江

苏出台 《推进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行动方

案》，省委常委会每季度调度进展，省政府每

月召开现场推进会，更大力度、更加精准推动

太湖水质持续改善、生态不断向好。

江苏省水利厅厅长、省河长办主任高圣

明说，站在新起点，江苏将进一步优化河湖长

制工作机制，强化入湖河流系统治理，不断巩

固提升太湖综合治理成效，推动太湖水质持

续改善，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

水质黑臭，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

平，提高流域防洪保安与水资源配置能力。

与湖共生

地处太湖上游，金坛柚山村西傍长荡湖，

村里的心形“峭壁悬宕”遗址公园在互联网上

动辄刷屏。令游客意想不到的是，这处网红景

观的前身竟是被挖了数十年的采石宕口。

2016 年起，当地决心关停水泥厂，不断做好

生态文章，“伤山残山”变成“金山银山”。“近

3 年，村民人均收入每年递增 4000 元。”柚山

村党委书记蒋燕峰说。

造景更育境，变生产性工程思维为生态

性有机思维，“田野里的都市”和“都市里的田

野”交相辉映，照映着太湖流域高水平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相得益彰之路。

藏身太湖下游，苏州市吴中区 186 公里

的“环太湖”一号公路上游人如织，色彩斑斓

的植被在暖阳的映射下，宛如大自然无意中

打翻了调色盘。这条独具特色的太湖路，串起

了新四军太湖游击队纪念馆、西山岛、碧螺春

茶山等文旅元素。

串珠成链，扩线成面。以文化为魂、以生

态为墨、以创意为笔，随着沿太湖世界级生

态文化旅游区建设全面起势，江苏沿湖三市

春节假日文旅市场“滚烫”：无锡鼋头渚等沿

湖景区接待游客超 370 万人次；常州 45 个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实 现 营 收 同 比 增 长

123.92%；苏州累计接待游客同比翻番，正全

方位呈现“生态绿心”“文化核心”“经济重

心”的全域美境。

生态优势就是发展胜势。坐落在太湖西

部生态屏障的宜兴，古称阳羡，因苏东坡写下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闻名于

世，今年 1 月又添一新例证，境内阳羡生态旅

游度假区获评“中国天然氧吧”。2022 年，宜

兴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与当年 GDP 相

当，是唯一 GDP 与 GEP 都位列全国前十的

县级市。“宜兴市不断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入选 2022 年度生态环境系统“十佳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不止是宜兴。梳理江苏近年发布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及环境治理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不难发现，来自太湖流域的探索常居其半；流

域五市已创建 4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和 16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南京市高淳区、苏州市吴中区等地为蓝

天碧水、公园绿地、河流湖库等生态资源贴上

“价值标签”，沿湖 GDP、GEP 共荣共生的路子

越走越宽……

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场大规模试

验，太湖流域生态治理牵涉利益多、涉及方面

广、累积矛盾多，无先例可循。从开发强度看，

其他国家大型湖泊周边大多人烟稀少，而太

湖周边人口和企业密布。唯有改革方能破题、

唯有创新方能探路，只有高效统筹“市场有

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百姓受益”，才能在

别人未走的道路上收获最美风景。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要

深入开展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蒋巍表示，

太湖以其宽阔的胸怀、丰沛的水源、丰饶的物

产，哺育了江南人民，造就了繁华富庶之地，

我们要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

将环太湖地区逐步打造成为世界级生态湖

区、创新湖区。

刘亢 秦华江 陆华东 刘宇轩

浅 湖 深 治 美 成 在 久
———江苏推进太湖治理综述

“千河之省”四川：

护 一 江 清 水 东 流
春日傍晚，站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

宜宾三江口眺望，江水滔滔、远山滴翠，蜿蜒

的亲水步道上，游人如织。

在长江“零公里”处，人们可以清晰地观

赏到成群结队的鱼群在深水区畅游，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曾几何时，“化工围江、污染绕城”困扰宜

宾。近年来，当地治污、减排、生态修复三向发

力，并引进智能终端和动力电池产业，经济支

柱产业由“黑”转“绿”，母亲河重焕生机。

宜宾的绿色蝶变，是“千河之省”四川加

强生态保护、加快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地处长江黄河上游的

四川省，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打响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

屏障，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泸州市合江县地处长江与赤水河交汇

处，有“长江出川第一县”之称。家住合江县的

老渔民李庆余曾经捕了 30 年的鱼，随着长江

流域“十年禁渔”政策的实施，他从“捕鱼人”

变成了“护鱼人”，主要协助中科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的专家进行鱼类资源监测。

“水变清了，鱼变多了，特别是以前快绝

迹的长江鲟、胭脂鱼等长江珍稀鱼类也能成

群看到了。”摆起长江水质变化和生态改善的

“龙门阵”，李庆余滔滔不绝，“我是 2019 年 10
月 13 日‘上岸’的。如果当时继续捕下去，到

现在江里可能都无鱼可捕喽。”

长江重要支流沱江流经地，是四川城镇

最集中、人口最密集、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不断加快，沱江一度成为四川乃至长江上

游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四川近年来坚持“零容忍”，严厉查处环

境违法案件，设立五级河长 1 万余名，建立流

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变水污染防治“分

散治理”为“协同治理”……沱江再现水清岸

绿。

沱江穿城而过、有着“甜城”之称的四川

内江市，曾是我国重要的制糖基地，也是以沱

江为主要饮用水源的城市。

“内江以前的工业布局基本为沿江设厂，

工业排放一度污染严重。”内江市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蔡虎城说道，“十三五”初，沱江 16
个国考断面只有一个水质达标，但经过多年

治理，2022 年已实现全流域达标并保持至

今。

在内江糖厂旧址可见，虽然高大的烟囱

还在，但糖厂早已关停。糖厂旧址的江对岸如

今成了湿地公园，近段时间，随着气温逐渐回

暖，湿地公园里绿意盎然、草木青葱。

漫步在沱江大桥之上，只见清澈的江水

之上，水鸟翻飞；江岸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正

艳。一位正在散步的市民说：“内江人喝的是

沱江水，沱江是内江的母亲河，保护她是每个

内江人的责任。”

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2023 年全

省 203 个国考断 面水质优 良率首次达 到

100%，四川段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连续 7
年保持在域类及以上，确保了一江清水向东

流。 康锦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