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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头溪焕新记

登临江苏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春看

衲田花海，夏观曲水风荷，秋赏红枫之恋，

冬品梅村煮雪；走进江苏省宿迁市古黄河

旁的蔡集镇牛角社区，无边泳池、咖啡露

台、湿地公园让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宿迁市紧紧围绕“生态大公

园”发展定位，全面打响“江苏绿心”“华东

绿肺”生态品牌，聚力当地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在自然资源部发布的第五批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中，江苏省宿迁市建设

“生态大公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

成功入选。

“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以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域试点和林业碳汇试

点为契机，探索出自然资源资产多要素配

置、碳汇项目开发交易、生态资产金融赋

能、生态保护补偿等多类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模式，推动生态产品供给增加和价值转

化的双赢。”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王永说。

“绿票”模式守护自然资源

在对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时，

如何让此前的生态价值保值增值？位于江

苏省泗洪县的泗洪洲亿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洲亿”）持有的一张“绿票”给出了

新答案。

2023 年 7 月，泗洪县占地 3.99 公顷

的泗洪洲亿国际汽车城开工。“这块地以

前是农田，后来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为

了弥补这块地的生态价值损失，我们推出

‘绿票’模式，即和意向竞拍人协商，由地

块的经营主体投资购买异地林业收益权，

并在泗洪的国有林场马浪湖林场植树造

林。”泗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周挺

说道，他们对这块地进行生态评估后，将

“绿票”定价为 17.17 万元，由洲亿一次性

支付，这笔钱将用于为期 15 年的马浪湖

林场 202 株杨树的种植和养护工作。15 年

后，本金归还给洲亿，杨树售卖收益的

80%归洲亿，10%归林场，10%归林场所在

地的集体经济组织。

“公司售卖杨树，不仅能获得收益，还

能为守护泗洪的绿水青山贡献力量。”泗洪

洲亿国际汽车城项目总经理郝中华说。

1 月 23 日，笔者在马浪湖林场看到，

因这笔“绿票”种下的杨树已有杯口那么

粗。

除了洲亿的“绿票”外，泗洪县还开出

3 张“绿票”，这些“绿票”总收入 108.29 万

元，可以在林场植树 1270 株。

“林场还能使用‘绿票’收入在异地植

树造林，产生的收益归林场所有。”马浪湖

林场场长王淼说。

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说，除了泗洪县，宿迁市宿豫区、宿城区等

地还探索出了“附带生态修复条件的土地

出让”模式，目前共出让土地 4 宗 7.93 公

顷，获得生态投资金额 23.14 万元。

碳汇权质押助力绿色发展

乘着观光车在江苏三台山国家森林公

园的林间小道穿行，乘客仿佛置身于画卷

之中。从三台山制高点天和塔俯瞰，骆马湖

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湖水清澈透明，在阳

光照耀下闪烁着粼粼波光。

然而十几年前，这里的生态环境“伤痕

累累”。“三台山地区石英砂资源丰富，经过

数十年的持续开采，区域矿坑密布，水土流

失严重，森林群落不稳定，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较低。”江苏三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怀阳说道，2014 年，宿迁市对三

台山地区启动生态修复工程。十几年来，当

地在三台山地区种植彩叶大乔木 30 余万

株，新植速生乡土树种近 200 公顷，形成

148 公顷壮丽的花海景观，同时实施矿塘修

复，将矿坑修复和水系沟通结合起来，引入

骆马湖水，既形成了独特的水系景观，又解

决了三台山地区长期缺水和森林防火难

题。

三台山的美丽景致不仅吸引大量游客

纷至沓来，也让这里的生态产品拥有了更

多显性价值。2024 年 11 月，三台山获得南

京银行林业碳汇 500 万元的授信额度。

“我们评估了三台山林场中松树、玉

兰、银杏、榆树、栾树等 58 种树种 34.6 万株

树木的碳汇量，最终确认，从 2015 年 4 月

开始计期 20 年，三台山林场预计产生减排

12.3281 万吨，价值约 1056.89 万元。”南京

银行宿迁分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助理刘妮

说，希望通过碳汇权质押业务的落地，鼓励

更多企业通过生态权益质押获得银行授

信、贷款，帮助企业实现绿色生产和可持续

发展。

宿迁金融监管分局金融消保科一级主

任科员王慧娟说，该局持续进行绿色发展

理念和绿色金融创新引导，重点支持工业

碳汇、花木种植、生态蟹养殖等 7 个特色生

态项目。截至 2024 年 10 月末，7 大项目信

贷余额 53.51 亿元，较 2024 年初增加 35.47
亿元，实现翻番。

环境修复提升区域价值

梨树花田、度假酒店、稻田书店……走

进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牛角社区，往日河

道淤塞、村舍简陋的景象不复存在。位于社

区中心的牛角淹，如今已成为牛角村欢乐

田园度假区。

牛角淹及附近的朱海村朱海水库、西

民便河是当地骆马湖出入湖河道生态整治

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通黄河和长江

两大重点生态区的重要生态廊道。

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级工程

师郭斌介绍：“此前，牛角淹、西民便河多

年未进行清淤治理，河道底泥淤积严重，

湿地植被覆盖度整体偏低，生态环境亟待

改善。”

2020 年起，牛角社区启动整体环境整

治。“我们对牛角淹周边的水环境进行控源

截污系统治理，杜绝生活污水入河，对牛角

淹北侧的汇水渠道进行清淤疏浚，新建生

态沟渠，净化上游面源污染，还规划新建了

跌水景观三处，促进水体循环流动。”牛角

社区党委副书记吴柏霖说。

行走在牛角淹，河岸旁的民宿窗明几

净，儿童乐园、游船等娱乐设施齐全。

“经过生态修复，村里现在通过流转土

地进行生态农业开发和乡村旅游建设，每

年能有 100 多万元的收入。村里还有 150
多人在附近的民宿、书屋、儿童乐园打工，

年人均收入从 2020 年的 1 万多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2.9 万余元。”吴柏霖说。

如今的牛角社区，流水潺潺、活力满

满，成为宿迁市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提

升生态价值的生动写照。

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说，按照“生态+产业”发展模式，宿迁开展

河道生态保护修复和水环境治理工程，建

设集生态农业、花卉市场、水上乐园和民宿

于一体的综合文旅产业片区，区域内整体

水质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改善，湿地鸟类由

33 科 62 种增加至 36 科 76 种，生态产品供

给潜力进一步提升。

金凤

水净岸绿，空气清新。望着眼前滚滚而逝的

赣江水，江西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赣江村支部

书记、主任曹道勋满脸欣慰：“现在庐陵湾风景如

画，成了城市‘后花园’，每天来这里的游客络绎

不绝。”

位于赣江畔的庐陵湾，拥有一条全长 3.5 公

里的天然 S 形岸线。“过去，这里尽是老厂房、废

弃粮库、赣江码头、滩涂地、荒山、坑塘等闲置生

态资源，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之地。”曹道勋说。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荒芜地”到如今趋之若

鹜的“后花园”，庐陵湾何以能实现美丽蜕变？近

日，笔者走进青原区庐陵湾一探究竟。

“摸排 +收储 +开发”一体推进

耕地 18.7 公顷、林地 12.18 公顷、滩涂 1.53
公顷、坑塘水面 5.37 公顷、果园 1.376 公顷、其他

地类 5.47 公顷，闲置厂房、学校、鱼庄、农庄、养鸡

场、粮库等 2 万多平方米，民房 39 栋……一份

《生态资源资产清单》揭示了庐陵湾生态资源分

布散乱、碎片化、难抵押、难变现的现状。

生态资源长期闲置、蒙尘，如何盘活利用、变

废为宝？“集中收储、复合开发，推进闲置生态资

源由‘散’到‘聚’、由‘聚’到‘优’的蝶变升级。”青

原区旅游景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主任李

雪艳一语道破。

如何集中收储？李雪艳说，针对庐陵湾资源

多样、权属多元的特点，管委会采取多种形式对

清单内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对基本农田、坑塘水

面、林地等不改变原有用途和性质的资源，通过

长期租赁方式收储，获得用益物权；对废弃粮

库、废弃养鸡场等需要改变功能用途且又需大

规模投资改造的资源资产，采取购买优先、租赁

补充等方式进行收储，规避资产流失风险；对老

船厂、林场等权属为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资源资

产，推行征收、联营、租赁等复合式收储，实现多

方共赢。

如何复合开发？“引入第三方市场主体，探索

‘国资+民营’合作运营模式。”李雪艳介绍，管委

会以收储的资源和投入建设的资产入股，第三方

则以资金和专业化运营入股，采取生态环境导向

的开发（EOD）模式，推行设计、建设、运营一体谋

划、一体实施，通过资源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完

善、旅游业态打造，促使分散闲置资源转化为生

态良好的旅游胜地。

“在项目功能定位、开发模式、业态布局、管理运营模式等

方面，我们紧密对接市场需求，找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利

用的巧妙平衡。”李雪艳说道。

“文化 +旅游 +农业”一体发展

亲子滨水、美食文化、宿集露营、研学体验……近日，在庐

陵湾，一个微度假综合体映入眼帘。在这里，一个个独具特色

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共进、相得益彰，让游客有看头、

有玩头、有住头、有买头、有吃头，流连忘返。

产业打底、旅游增收，青原区围绕这一思路，创新推出“文

化+旅游+农业”一体发展模式，推动农旅互促、文旅互融、景区

互动，促进生态产品转化为经济效益。

农旅互促共进。玉品家庭农场、花花果园、油菜花海、彩色

稻田、欢乐渔趣、农耕文化科普展示馆……一个个场景丰富、

体验性强的旅游项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停留。“利用农庄、果

园、林场等闲置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休闲采摘、农耕体验

等乡村旅游业态，既迎合了市场需求，又实现了对耕地、林地

等资源的最大化保护和利用。”李雪艳说。

文旅互融赋能。游码头长廊、品赣江鱼味、享静心康养、玩

亲水沙滩、做研学、赏庐陵文化、体验跑马场、ATV/UTV 赛车

……随着新业态加入，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迎来八方来客。

李雪艳介绍，他们挖掘庐陵湾码头文化、庐陵文化与特色民俗

文化，对原有的凋敝村庄、闲置滩涂及废弃厂房、粮库等进行

文化赋能，培育发展文旅新业态，打造集“研学+康养+运动休

闲”等旅游体验于一体的最美港湾。

景区互动互利。依托青原交通主动脉———青东公路、“两带

演进”的区位优势，坚持与青原山景区、渼陂古村、陂下古村、东

固景区等四个 4A 级景区优势互补、抱团发展，推动红、古、绿交

相辉映，农、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把庐陵湾打造成‘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样板。”李雪艳说。

“企业 +村集体 +村民”一体受益

试营第一年，运营公司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0 万元；项目

所在地的村级集体增收 13.6 万元；村民通过参与土地流转、

房屋租赁、景区运维，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点上精美、线上出彩、面上宜居，青原区坚持以人为本、以

民为先，把庐陵湾打造成幸福港湾，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普惠共享。

共享生态效益。“过去，庐陵湾不仅脏乱差，还地势低洼、

易涝易旱，群众增收无保障。”赣江村滩头自然村村民陈尚根

说。管委会筹资 12278 万元，实施水系岸线治理、强弱电下地、

道路白改黑、高标准农田、巷道疏通及改道、旅游基础设施改

造、生态公园等工程，整村绿化面积 4000 多平方米，完成巷道

疏通与改道 8 条，道路“白改黑”3000 多平方米，防洪等级从

每年一淹提升到二十年一遇，一举解决了困扰群众多年的生

态环境、内涝灾害等问题。

共享经济效益。引导企业、村集体、村民在生态旅游开发

中找准自身定位，构建景区与乡村“命运共同体”。“现在，土地

流转出去以后，村庄环境变好，既有了租金，还可以在家门口

打工。”谈起庐陵湾的变化，陈尚根的喜悦溢于言表，试营业以

来，庐陵湾吸纳当地村民就业 60 余人次，人均增收 4 万元。

共享社会效益。注重景、城、村、人和谐互动，探索实践“四

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模式，通过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环境综

合治理和区域交通治理等项目，发动乡贤力量，在乡风教化、

产业发展、村庄提升上广泛凝聚群众力量，让群众共商共议共

决策，形成了人人齐参与、共管理的良好局面。

“下一步，将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市场运作为路径、共富共

享为宗旨，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让更多闲置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有效转化。”李雪

艳表示。 刘茂林

一溪碧水，两岸美景。位于湖北省宜昌

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的沿头溪，

是武陵山区并不起眼的一条河流。

从曾经的“伤痕累累”，到如今焕然新

生。这条仅 24 公里的小溪，如何从背水一

战的治污攻坚战中，探索出一条因水而兴

之路？近日，笔者走进沿头溪流域探寻答

案。

源头治水 让水净起来
你能想象吗？锰矿排放的工业尾水经

过净化，竟然能养鱼！在位于沿头溪中游的

一家锰矿企业，两条鲜艳的红鲤鱼摆动尾

巴，在尾水净化池里游动着。“这鱼儿就是

治水、净水的成效代言人。”中锰（湖北）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杰说。

由于锰离子在水中形成的锰氧化物具

有极强的吸附性，容易沉积到河道中的沙

石上，严重影响水体观感。曾经，随着锰矿

的开发，村民们富了口袋，但沿头溪已不复

往日澄澈。

痛定思痛！2024 年，龙舟坪镇投资 120
万元，实施锰矿尾水人工湿地净化工程。

“环保车间处理后的锰矿尾水，还要经

历‘三重考验’才能排放。”刘杰介绍，首先

采用“木炭—活性炭—沙石”进行初步生物

吸附过滤，其次由生态沉淀过滤池中的植

物二次净化，最后在下游还建设有 300 立

方米的生态湿地。

龙舟坪镇的决心远不止于此。48 家造

纸厂、15 家涉河工矿企业被关停，完成流域

沿线 11 个排污口整治。40 余家农家乐和民

宿全面开展污水治理提档升级。全流域无

害化卫生厕所改造覆盖率达 98%、垃圾清

运标准化覆盖率达 98.2%。保护河流环境

被写进了村规民约，村民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还会定期清理河道。

“溪水不清，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

治理关键在控排、核心在源头。”龙舟坪镇

党委书记谭俊道出秘诀，沿头溪流域还新

建了 4 个自动水质监测站，只要数据异常

就会报警，24 小时守护流域水安全。

如今，清澈的溪水缓缓流淌，许多村民

感叹：“儿时的小溪又回来了！”

循环用水 让水动起来
春节期间，位于两河口村的大棚内，一

颗颗红艳艳的草莓点缀在绿叶间，沁人的

香甜扑鼻而来。游客们穿行其间，尽享乡野

之乐。

距离采摘园不到百米，是镇内重点企

业———清江鲟龙渔业。采摘园负责人覃建

军感慨，“老邻居”如今“亲上加亲”了———

鲟龙渔业处理后的尾水，正源源不断引向

采摘园的蓄水池，再通过滴灌系统灌溉。

“草莓喝上了‘营养液’，我再也不用为水发

愁了。”覃建军笑着说。

一场由治水倒逼的农业产业变革，在

沿头溪流域悄然兴起。

趁着冬季农闲，占地 13.33 公顷的“稻

香渔歌”二期项目正在抓紧推进，原本零散

的田地，已经颇有一马平川之势。

2024 年，龙舟坪镇启动“稻香渔歌”项

目，将上游两家养殖企业处理后的养殖尾

水，通过沟渠连接至稻田，以鱼肥田、以稻

养鱼，百亩稻田喜迎丰收。项目实施后，尾

水中的氮、磷含量从 0.8mg/L、0.15mg/L 降

低到 0.3mg/L、0.09mg/L。
“将经营理念运用到治水过程中，激活

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龙舟坪镇党委副

书记王为介绍，如今，这里探索“渔—水—

果—蔬—湿 地 ”“ 果—沼—猪 ”“ 鱼—塘—

稻—油”等多种生态型循环农业模式，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2.1%。

借水行舟 让水活起来
溪水一路奔流，在千工堰的景观坝前

转了好几个弯，顺着层层叠叠的石头，流淌

出一个个小飞瀑。一对白鹭展翅掠过天际，

划出美丽的弧线。两河口村党支部书记林

涛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幕：“环境好了，鸟

儿多了，鱼儿也游回来了！”

淤堵的河道疏浚了，生态护坡披上了

绿衣，兼顾防洪和美观的景观坝筑起来了

……一套“组合拳”下来，原本无人问津的

“荒沟”，如今成了市民们的网红打卡地。

“沿头溪流域串联 5A 景区清江画廊、

4A 景区清江方山以及天柱山等 3 个 3A 景

区，资源禀赋独特。”谭俊说，当地正聚力打

造“沿头溪”区域公共品牌，推出“梦幻溪游

记”旅游路线产品。

潺潺溪流，把节点与节点、村落与村落

连接起来，实现“村、景、企、农”抱团发展。

目前，沿头溪流域已建成生态农业基地 467
公顷，柑橘、茶叶、小水果等特色产业带尽

收眼底，土家民宿、农家乐星罗棋布，4 个研

学基地年接待量达 4 万人次。

占地近 5 万平方米的长阳旅游集散中

心正拔地而起。不远处，20 多名工人正在新

建的生态护坡上，进行草皮养护作业。“除

了疏浚河道、修建护坡，我们还在河道栽培

了 3 万平方米水生植物。”工程项目经理周

保珊介绍，“5 月份荷花绽放，又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呢！” 张锐 王建宏 覃丹

———湖北长阳推进流域综合治理观察

江苏宿迁：建好“生态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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