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美丽风景如何变成美丽经济？

临安村落景区化托起乡村振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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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若义济南报道 为进一步强化
生态环保工作领导体系，确保各项环保举措落
到实处，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日前成立全县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河县环委会”）
及 11 个环保专业委员会。据了解，这是济南市
首家县级环保委员会。

据悉，商河县环委会由县委书记、县长任主
任，县委常委副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任副主任。县环委会下设工业污染源整治、扬
尘综合治理、移动污染源整治、餐饮油烟整治、
城镇黑臭水体整治、地表水及饮用水水源地管
控、地热资源利用管理、农业面源污染整治、畜
禽养殖污染整治、医疗废物整治、噪声污染整治
等 11 个专委会，涵盖大气、水、土壤、噪声等所
有重点环境监管领域。

据了解，商河县环委会及专委会的成立，将
着力推进各项生态环境工作制度化、责任化、长
效化。商河县环委会原则上将每年召开 1 次全
体会议，同时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专题会
议。定期调度各专委会工作进展，协调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各专委会牵头负责该行业的环境
监管工作，要求各成员单位定期向专委会报告
工作情况，专委会将定期向县环委会报告工作
情况。县环委会原则上每年组织两次大检查，
不定期开展专项环保督查。

根据工作完成情况，商河县环委会将对专
委会进行考核，专委会对成员单位进行考核，考
核结果纳入全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对环保职责履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责任
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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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伟南平报道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打好三大
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事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把‘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
能变坏’作为重大的历史责任，提
升思想认识，增强行动自觉，以更
高的要求履好职、尽好责。”近日，
福建省南平市委书记袁毅在与
10 县（市、区）党政负责同志签订
2019 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书仪式上要求。

袁毅强调，各县（市、区）要按
照责任书要求，对标对表，真抓实
干，以更实的举措保护生态。要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续实施“清新水域”“洁净蓝天”

“清洁土壤”工程，加强生态保护
与修复；要抓好环境突出问题整
改，聚焦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党政领导生态环保目标
责任书考核通报问题等，压实责
任、对账销号，举一反三、健全机
制，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要深
化推进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赋予的改革任
务，总结形成一批具有南平特色
的创新成果，打响南平绿色发展
品牌。

袁毅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
把责任书要求纳入党政领导任期
目标，注重压实责任，注重集聚合
力，注重督查落实，以更大的力度
抓落实、见成效，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推动责任压力传导到
位，确保工作目标责任落实到位。

南平立下生态环保“军令状”
市县党政负责人共签目标责任书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张
东桥雄安报道 记者近日从河北
雄安新区召开的“走遍雄安”活动
总结转段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整改调度会上获悉，“走遍雄
安”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发现环境问题万余个，整改
完成率 98.98%。

活动开展以来，新区和三县
分别成立了活动指挥部，各村建
立起活动小队 600 余个，参与活
动的群众 10 余万人。“走遍雄安”
活动的开展，从上到下形成生态
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全面推动生
态环境质量提升的浓厚氛围，形
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属地管
理、全民动员、社会参与”的生态
环境保护大格局。

目前，“走遍雄安”活动开展
百余天，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截
至 1 月底，新区三县共出动工作
人员 5 万余人次，走访村庄 2 万余
个次，查看点位 8 万余个次，共发

现问题 11210 个，完成整改 11096
个，三县生态环境得到不同程度
改善。在对发现问题进行认真梳
理总结的基础上，新区提出了“走
遍雄安”转段的新要求。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宣讲；持续开展生
态问题排查整治，对三县逐村、逐
街道、逐户、逐坑塘、逐企业、逐污
染源进行徒步排查，坚持边排查
边整治，尽快整改销号；持续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建设，落实各
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生态环境
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监管职责，
全面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监管长效
机制。强化三县城市管理长效机
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积极发动
群众，进行彻底大排查、大扫除、
大整治，对三县建成区、城乡接合
部、村庄及重要通道进行门店、街
道卫生清理和规范交通秩序，改
变建成区脏乱差面貌。

雄安新区举办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
发现环境问题万余个，整改完成率98.98%

临安区运用举办投资运营招商
会 ，给 村 落 景 区“ 招 亲 联 姻 ”搭 建 平
台。现在，部分村 落 景 区 还 成 立 运
营 公 司 ，由 村 自 主 经 营 。 去 年 10 月
底 ，上 田 村 落 景 区 验收亮相，截至 12
月 底 ，各 景 观 节 点 运 营 创 收 近 25
万元。

2017 年 ，村 落 景 区 建 设 之 风 刮
进 了 生 态 旅 游 起 步 本 就 早 的 白 沙
村 。 村 庄 环 境 亮 颜 后 ，旺 季 游 客
较 往 年 增 加 不 少 。 此 后 ，村 里 成
立 了 太 湖 源 头 村 落 景 区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自 主 经 营 景 区 外 围 配 套 设
施 ，在 生 态 旅 游 业 上 为 村 集 体 找
饭吃。

村落景区 建 设 让 农 村 沉 睡 的 资
产 渐 渐 活 起 来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的
同 时 ，也 成 了 农 村 消 薄 化 债 的 一 汪
活 泉 。 去 年 ，临 安 围 绕“ 三 化 三 区 ”
总 目 标 ，狠 抓 村 落 景 区 、消 薄 化 债 、
农 村 改 革 等 重 点 工 作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截 至 目 前 ，全 区 有 村 落 景
区 22 个，完成 174 个消薄任务，化解
村 级 债 务 4.39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146%。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在乡
村振兴的引领下，临安大山里的人们
正在编织着一幅以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美丽山村画卷。

青瓦白墙的村落里，迎新汇演热闹非凡，文化
礼堂看台上的村民不停鼓掌叫好。日前，浙江省
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龙门秘境村落景区的石门
村欢喜迎新年，四面八方的乡亲争相赶来讨个
喜头。

礼堂边上的石门老街灯笼高挂，老农
家中的春联早已糊上墙头。两三个姑娘
一群，围着炸油墩粿的阿婆，眼里写满
了馋意。街巷书画室的老人在窗边
写着福字，剪着窗花。旁边的墙上
扯了一根红绳，挂着一排字谜，有
人托着腮帮子，努力思考着。

这条民俗文化街是龙门
秘境村落景区中的一隅。龙
门秘境是临安区首批村落
景区。现今，石门的老街
文化，大山的高端民
宿，龙上的金丝皇菊，
为村落生态景区吸
引宾朋无数。新
年之际，村民将
丰收的喜悦带
上舞台，融
入舞蹈戏
曲中，祝
福来年
会
好。

从“外在美”到“内在美”

村庄发展内外兼修有活力
龙门秘境村落景区由高虹镇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

共建，以“秘”为核心，打造生态休闲养生胜地。
村落景区开建后，以往石门老街上摇摇欲坠的古建筑得以

修复。如今，走进老街，古徽派建筑即入眼帘，土酒坊和老手艺
也都重现街头。投入建设的 500 万资金并非只替村庄换了副妆

容，当地还倾力挖掘乡土文化，收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人文轶事，
赋予景区更多生态文化内涵。

2018 年，临安区新建 12 个村落景区，上田村落景区是其中之一。茶
香竹海间的上田，展现一派和谐美丽的田园风光，村民举手投足间折射出

生态文明的影子。“环境美是基础，村庄建设需要更多特色文化。”村党支部书记
潘曙龙说，上田村的党建文化成了村建的魂魄所在。

多年来，上田村在村庄综合治理上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验，走出了“党建
树魂、文化归心、法治护航、自治安村、创富惠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上田村落

景区建设后，上田客厅、清白亭、上田乡治馆等景点相继亮相。上田乡治馆是党建
引领、三治融合经验的展厅，现在也成了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主题教育基地。

从“独奏”到“合奏”

串珠成链打造乡村大花园
相比天目山、大明山、浙西大峡谷这些传统生态旅游景点，这两年，来到临安的游客也愿意

在名不见经传的村落走走，看千山含翠、风摇竹影，看红叶古村、雪打梅花。优美生态环境成为
游客们走进乡村的最大吸睛点。

村落景区不是村庄建设的单打独斗，打破行政村的界限，统筹村庄特色发展是关键。2019 年，
临安区将对已经建成的村落景区进行提升。

上田村经过重点打造已形成一定规模，已是国家 3A 级生态旅游景区。今年，上田村落景区将整合
邻近的花戏村和灵溪村，形成一条景区旅游线。围绕一个主题、一条旅游线、一桌好菜、一台好戏、一份伴

手礼、一片好生态，因地制宜将景区的各产业串点成线。
上田村落景区化不是个例。2017 年，当得知石门、龙上、大山三个大山深处的村落要联合打造“龙门秘

境”村落景区时，这里的村民都很振奋。高虹镇有很多散落的、原生态的资源，但一直处于“藏在深闺无人识”的
状态。

如今，3 个村打破行政规划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区位、资源、功能定位上也有所区分。现在，游客从石门进
来，一个村一个景，移步换景，村落景区的打造串珠成链，连点成片，形成了乡村大花园。这让临安在全域景区化的

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从“输血”到“造血”

乡村振兴趟出一条新路子

◆徐意 周兆木

本报记者潘骞 通讯员毕
春萍黄山报道 2018 年，安徽
省黄山市以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为重点，通过全面落实河湖
长制、开展流域化工污染专项
整治行动、深度治理工业废水
等，碧水保卫战首战告捷。在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公布
的 2018 年全省 16 个地级市地
表水质量排名中，黄山市位居
全省第一。

为推动水环境整治，黄山
加 强 饮 用 水 水 源 环 境 保 护 。
按照“划、立、治”，开展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工作，
完成了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实施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
护专项行动，自行梳理排查出
的 4 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部
交办的 8 个饮用水水源地问
题，均已全部完成整改。实现
河湖长制水域全覆盖，并积极

制定印发全省首部市级河湖
长制专项政府规章《黄山市河
湖长制规定》，为依法履行河
湖长制提供了法治保障。

同时，加强工业水污染防
治，推进经济开发区和化工园
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
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制
定《黄山市新安江、太平湖和
阊江流域化工污染专项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共排查化工
企业 52 家，对 5 家企业 11 个
环境问题下达了限期整改通
知书，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治。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对全市
45 个入河排污口开展了全面
监测，制定了综合治理方案，
列入工程整治类的入河排污
口均已完成接入市政管网、搬
迁或封堵等工程整治。

黄山市还积极推进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18年
全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为96.3%，
县城污水处理率为93.03%。

本报见习记者李俊伟呼
和浩特报道《呼和浩特市大
青山前坡生态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近日获得内蒙
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将
于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条
例》明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统一领导大青山前坡生态保
护工作，统筹解决保护工作中
的重大事项。经批准的大青
山前坡生态保护专项规划，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或者调整。

《条例》适用于大青山前
坡生态保护的规划、建设、治
理、利用以及相关管理活动，
明确所称大青山前坡生态保
护区域是指呼和浩特市行政
区域内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
阴山山脉大青山南坡中段，东
至乌兰察布界，南至 G6 高速
公路，西至包头界，北至大青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线。

《条例》要求，呼和浩特市
人民政府和土默特左旗、新城
区、回民区、赛罕区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
施，加强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
区域内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依法划定畜禽养殖的禁养区和
限养区并向社会公布。土默特
左旗、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制定生态
恢复治理规划，对废弃矿山、
开山采石点因地制宜进行修
复治理；制定生态保护恢复治
理优惠政策，加强宜林荒山荒
地造林绿化，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生态恢复治理等，加强大青
山前坡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条例》强调，各相关部门
及人员未按要求编制大青山
前坡生态保护专项规划；未按
要求审查确定生态保护区域
内的绿地、水体、景观等生态
建设规划设计方案；未制定管
理制度，未尽到管理责任等行
为，导致损害大青山前坡生态
环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黄山碧水保卫战首战告捷
2018年地表水质位居全省第一

出台专门条例明确任务分工

呼和浩特保护大青山前坡生态
◆韩继波 魏康巍

2019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落
户北京延庆，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赛区选址延庆。2017 年，
延庆被授予首批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称号，并先后获得北
京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世界地
质公园、全国旅游综合改革示范
区等多项荣誉称号。

近年来，北京市延庆区坚持
走“用生态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赢得未来”的道路，不断探索生
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试点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开
展区域生态价值测算评估，开展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
工 作 。 绿 色 GDP 核 算 成 果 显
示，延庆区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
好，生态改善明显，生态环境治
理成效显著。

坚持高位推进，铁腕治
污成就“一城山水半城园”

从 上 世 纪 80 年 代 的“ 冷 凉
战略”到 2018 年《延庆区国际一
流生态文明示范区任务分解》，
延庆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一走
就是几十年，如今的“夏都”延庆，
森林绿波荡漾，田野五彩斑斓，空
气沁人心脾，村落精致古朴。

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延庆

成立了由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
任组长的延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坚持高位推进，形成了
区、乡（镇）、村（社区）上下联动，各
部门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机制和绩效评估制度。

同时，始终保持铁腕治污的
高压态势，进行大气、水、土壤的
污染防治；严守生态红线，红线
区面积占全区 30%。

经过努力，延庆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 99.44%，医疗垃
圾、废弃办公电子产品等危险废
物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置。经过
近 40 年建设，延庆林木绿化率
已经达到 71%，森林覆盖率达到
58% ；累 计 种 植 的 城 市 森 林 达
285 万亩，配合已建成的湿地公
园、人工景观，让延庆成了“一城
山水半城园”的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

深挖资源特色，绿色产
业支撑“金山银山”

延庆充分挖掘区域资源特
色，发展旅游休闲、能源互联网、
园林园艺、冰雪旅游等具有延庆
特色的绿色“高精尖”产业，为把

“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
提供绿色产业支撑。

延庆生态旅游休闲产业持续
多年高速发展，2017 年全区旅游

接待人数 1665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65.8亿元，同比增长 18.6%。

围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
能，延庆构建设计研发、成果孵
化、生产制造、检验检测和示范
应用产业链，聚焦能源互联网产
业 ，一 批 重 点 企 业 蓬 勃 发 展 。
2017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产值 80.9 亿元，其中新能源环保
产业完成产值 47.4 亿元，占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的 58.6%。

同时，对标国际，推进宜居
新城、精品小镇、美丽乡村建设，
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
断提升治理水平和能力。

据介绍，延庆拆除的违法建
设面积达 59 万平方米，并利用
腾退空间建设了一批城市公园
绿地、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此外，延庆把“持续促进生
态惠民”作为落脚点，将办民生
实事与壮大生态旅游、发展林下
经济、建设美丽乡村、推进生态
就业等紧密结合，探索通过生态
就业进一步提升生态惠民质量。

据不完全统计，延庆已有 3
万农村劳动力实现了生态就业，
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 27.5%。近
5 年来，累计落实农民绿色就业
政策资金 8 亿元，促进农民年增
收 5000 元。

一城山水半城园，绿色产业快速发展

延庆良好生态聚宝生财

重庆市梁平
区屏锦镇积极践
行“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推
动转型发展，先
后 关 停 污 染 严
重、效益低下、安
全隐患突出的企
业 60 多 家 。 同
时，采用“腾笼换
鸟”方式引进一
家竹艺厂，生产
灯笼、竹家具等，
年 产 值 近 千 万
元，既推动当地
企业转型发展，
又促进了村民增
收。
人民图片网供图

安徽省铜陵市将建设首家装配式集装箱汽车主题酒店，通过智能
家电、太阳能、风能、雨水收集等科技植入，实现集装箱建筑智能化、信
息化、网络化。以绿色、环保为核心的集装箱建筑具有空间高效利用、
可回收利用等综合优势。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