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处青山连绵远处青山连绵，，眼前茶园连片眼前茶园连片，，茶农茶农
在其间忙碌在其间忙碌，，游人络绎不绝游人络绎不绝。。在湖北省恩在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毛坝镇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毛坝镇，，这样这样
热闹的场景让村民欣喜不已热闹的场景让村民欣喜不已。。

发展绿色经济，引领产业振兴。如今
的毛坝镇，建成茶园面积 10.6 万亩，其中
有机茶 2000 亩、绿色认证茶两万亩,培育
大小茶叶加工企业 153 家，茶叶年产量达
到 1.4万吨，产值突破 7亿元。

把茶叶发展成脱贫致富的“黄金叶”，诸
如毛坝镇的故事在恩施州各地频频上演。

自 2021 年恩施州被命名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其立足

“土硒茶凉绿”特色优势，构建了以生态文
旅康养、特色富硒、清洁能源、生物医药、
绿色新兴等产业为主体的绿色产业体系，
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高颜值”与经济发
展“高质量”相得益彰的绿色之路。

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绿水
青山颜值更靓

身为长江中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恩施
州特色资源富集、生态价值高，被誉为“世
界硒都”“华中药库”“武陵生态明珠”“土
苗风情园”。

可这里也一度经济基础薄弱，曾是全
域贫困地区，2020 年全州 GDP 仅占全省
2.56%，“富饶的贫困”成为最大的阻碍。

走出特色“两山”转化之路，无疑成为
恩施州全域振兴、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

恩施州成立了以州委书记为组长，州
委副书记、州长为第一副组长的“两山”基
地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以州委常委
和副州长双挂帅的“两山”创建工作专班，
扎实推进“两山”建设。

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夯实绿水青山本
底。在恩施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范宏涛
看来，“在保护好现有自然资源基础上，厚
植生态底色生态底色，，是实现绿色发展是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展的重要保障。”。”

为此为此，，恩施州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恩施州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印印
发了发了《《恩施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恩施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
并监督实施的方案》，初步建成了全州国
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系统；在全省首创五
级“山长制”管理体系，出台了全国首部城
市规划区山体保护条例；建立了州、县、
乡、村四级“河长制”和州、县、乡、企业四
级“库长制”，水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断提

升。与此同时，综合统筹治水、治气、治
土、治山、治城，大力推进生态建设。

筑牢绿色高质量发展基石，恩施州环
境效益突出，绿水青山“颜值”更靓。

恩施州保持“气质”优良，2021 年，空
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到 95.9%，PM2.5累计
平均浓度为 24 微克/立方米，均居全省第
二位；“水质”亦清澈，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
水质进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前20位，清江
入选全国“最美家乡河”；“土质”更安全，2020
年年底，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100%；“生
态价值”稳定，森林覆盖率达到69.23%。

恩施州的优势在生态，潜力在生态，
未来也在生态。恩施州坚守绿水青山的
发展底线，为激活绿色产业奠定基础，擦
亮了“仙居恩施”的亮丽名片。

以茶为核心，山水田园为载
体，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临近初冬，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金岗
村党员徐华军一边忙着茶园冬管工作，一
边和茶农聊聊天，分享有机茶种植心得。

作为金岗村“有机茶产业示范户”，徐
华军坚持不打除草剂、不喷农药、不施化
学肥料，并主动承担起技术员职责，深入田
间地头，义务为农户提供种植有机茶技术指
导，引导全村发展优质有机茶2700余亩。

以茶为核心、以山水田园为载体，走
马镇持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扩大有机食
品、有机茶叶的生产种植规模，大力推进

“企业+”模式，通过凯荣、鑫农等农业企
业带动百姓发展有机农业；拓展生态农业

循环种植模式，探索推行“有机稻+葛仙
米”融合发展的产业模式，建设走马“葛稻
共生”生态产业示范园区，让乡村更美丽、
农业更兴旺、农民更富庶。

走马镇的变迁，正是恩施州扎实走好
“两山”转化之路、构建绿色循环低碳产业
体系的缩影。

恩施州锚定目标，大力推进生态产业
化。将特色资源优势嵌入生态产业，拓展
延伸生态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生态经济
规模不断壮大。

“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强调产业生态
化。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
进，严控‘两高’项目，推进传统产业迭代
升级，倒逼落后产业‘腾笼换鸟’，加速新
兴产业培育引进，守住绿色发展的安全边
界。”恩施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范宏涛对
记者表示。

抓住产业发展的良机，恩施州经济效
益显著，金山银山“价值”更高。继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首次跨过千亿元大关后，
2021 年恩施州实现 GDP1302.36 亿元，同
比增长 16.52%。

在全域谋划、强力助推的布局中，绿
色生态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产业集群稳
步发展，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达到 33329 元、13096 元，同比增
长 10%、10.5%。

探索多种“两山”转化模式，
生态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

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

垂垂山果挂青黄。在恩施州白果乡两河口
村阳昌隆生态农场，一条小溪顺山而下，绕
着山田，淌进民居，三两村民围坐在巨幅墙
绘下售卖当地特产，游客们在草地上支起帐
篷体验露营。

“种了一辈子地，没想到村庄成了景
区，我也吃上了‘旅游饭’。”村民田保国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

同样在恩施州咸丰县唐崖镇彭家沟
村，曾经困于高山之巅的乡村，如今一边
走致富路，一边将循环农业、生态发展、绿
色无污染作为全村发展产业的“生命线”，
开展环境大整治，推进“美丽庭院”建设，
干净整洁、花香四溢、果木飘香成为每家
每户的新图景。

“好的评价也是吸引力，名声好了，游
客也多了。今年 5 月，我开了农家乐，最
多一天接待了 100 多人。”32 岁的官辉尝
到好生态的甜头。目前，村里还有更多村
民计划开民宿和农家乐。

“2000 平方米的村智慧农业中心这
几 天 就 投 入 使 用 ，我 们 的 电 商 团 队 也
将 入 驻 开 播 ，为 彭 家 沟 产 业 发 展 助
力 。”武 汉 来 的 唐 良 坤 十 分 看 好 这 里 的
前 景 ，他 将 与 村 里 联 合 成 立 彭 家 沟 农
旅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为 这 里 的 乡 村 旅 游

“插上翅膀”。
放眼恩施州，其以乡镇、村、旅游区等

为突破口，探索形成了“旅游+转化模式”
“政府引导+科技转化模式”“生态修复+
转化模式”“生态农业转化模式”等“两山”
转化模式，也涌现出了恩施大峡谷自然旅
游、唐崖土司城文化旅游、花坪镇种质资
源利用和鹤峰九连山林场生态系统修复
等典型案例，不仅社会效益凸显，也让“两
山”基地名片更亮。

万山挡不住，蹚出致富路。恩施州坚
持立足守护优美生态，用绿水青山敲开绿
色发展的大门，绘就美丽恩施的崭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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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分兵把口又联动跨界，完善执
法监督体系

海南省是我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
热点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生物资源天然基因库。

统计显示，海南省野生维管束植物、鸟类、兽
类、两栖类、爬行类分别占全国物种总数的约 19%、
31%、19%、7%和22%，鱼类与药用资源分别约2321种
和3100余种，特有动植物442种，红树林植物涵盖全国所
有种类。

近十年来，海南省相继颁布和修订《海南省环境
保护条例》《海南省自然保护区条例》等 20 多部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法律规章，涵盖了栖息地保护、
保护地建设、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野生动植物保护、生
物安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为海南省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法规政策体系
逐步健全。

纵观海南省各地区、各有关领域中长期规划，其
中不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而生态环境、林业、农业、自
然资源、海关等部门，既在各自所辖专业领域“分兵把口”，
又多部门“联动跨界”协同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系统举措，从部署
到落实，海南省瞄准守护生物多样性靶心，频频出招。

生态系统调查评估、物种资源调查评估、传统知
识普查、健全生态监测观测网络……一项项经年累月
的调查，一组组扎实复杂的数据，见证着海南省不断
提升生物多样性监测监管能力，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增强“耳目”与“基石”。

而逐步完善的执法监督体系，则让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长出“牙齿”：海南省持续开展跨部门、跨区域
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私、
涉及野生动植物交易等违法活动。近十年来，海南省
破坏生态环境及森林资源相关刑事立案近 6000 件。
此外，海南省着力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监管长效机
制，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系列执法行
动，对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严肃查处。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让天然基因库更加牢
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海南路径”。

划定保护优先区，吸引“稀客”旅居安家

近日，80 多只黄胸鹀现身海口东寨港，让海口畓
榃湿地研究所的团队成员颇为兴奋。黄胸鹀被《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列为极危
物种，此次发现，刷新了这一种群在海口的数量纪录。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近年来，不只是黄胸鹀，黑
脸琵鹭、勺嘴鹬等“稀客”也常临海南。

海南省为何吸引它们“旅居安家”？海南省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安全感”和“魅力”何在？答案在于海
南省构建的一道道生态保护屏障中。

屏障之一，来自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提升。通过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系列工程，海南省森林覆盖率由 10
年前的 61.5%增至 2022 年的 62.1%，全国排名第三；天
然林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实现“双增长”；荒漠化、沙
化土地面积连续两个监测期实现“双缩减”；生态质量
常年为优，中南部山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
比例显著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要发挥自然禀赋优势，更要
靠科学“蓝图”和落地“路线”。

目前，海南省国土空间生态系统保护格局基本形
成，一条条生态红线，护卫起“绿色空间”。海南省（本
岛）及近岸海域近 1/3 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范围，“一心一带多廊”生态安全格局基本形成。

划框子、建体系，每一步都稳扎稳打。
作 为 中 国 第 一 批 正 式 设 立 国 家 公 园 的 省 份 之

一 ，海 南 省 初 步 建 立 以 国 家 公 园 为 主 体 的 自 然 保
护 地 体 系 。其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面积 4269
平方公里，占海南岛陆域面积 12.06%，其他保护区占
陆域面积约 4.2%。海南省还充分考虑重要生物地理
单元和生态系统类型的完整性，划定了 4 个生物多样
性保护优先区。

在逐步完善迁地保护体系上，海南省积极拯救濒
危物种，建设珍稀濒危物种和重要遗传资源繁育基
地，推动坡鹿、坡垒、白木香、降香黄檀、野生稻、野生
兰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和极小种群物种的迁地保
护和种群恢复；不断加强重要生物遗传资源保护能
力建设，提升生物遗传资源持续利用水平。在生物安
全风险防控与管理上，海南省强化动植物疫病防控屏
障，织密外来生物入侵防范网络。

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保护更有“国际
范儿”

今年 10 月 24 日是第八个国际长臂猿日，当天在
海口举办的 2022 年热带雨林国际保护研讨会上，宣
布成立了全球长臂猿联盟。推动长臂猿保护国际交
流，是海南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让生物
多样性保护越来越“国际范儿”的缩影。

近年来，海南省积极构建国际交流合作网络，与
国内外相关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定期组织交流活动，
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持续深入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

在保护之路上，每滴水珠，都将汇聚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大潮。

如今，由公众参与的保护行动日益增多：观鸟爱
好者积极参与越冬水鸟调查等鸟类监测工作；手机应
用程序上的“保护地证书”“物种勋章”等互动活动，吸
引公众了解身边的生态系统和物种。此外，海南省还
建立各方合作机制，引导有关部门、高等院校、企业和
民间环保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
多样性保护全民参与局面逐步形成。

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受益者。作为生态环境
部授予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白沙
黎族自治县今年启动“两山平台”试点工作。一座山、一
片湖、一亩林、一方田，白沙县将碎片化的资源存进“两山
平台”，对其重新定价，实现存量资产、生态资源的价值再
造，推动生态变现。这样的创新实践，既有利于推动生物
多样性保护，也唤醒了“沉睡”的生态资源。

下一步，海南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以
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为目标，统筹谋划生物
多样性保护新蓝图，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打造生态
文 明 试 验 区 标 志 工 程 ，逐 步 推 行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主流化，争做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等生”，建设
生 物 多 样 性 履 约 的“ 海 南 样 板 ”，向 世 界 展 示 中 国
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琼岛西北，北门江之上，
几种小小的鱼儿，让一座大型

水利工程——天角潭水利枢纽
工 程 ，专 门 为 它 们 修 建 出 一 条

“VIP 通道”。沿着这条长达 2.8 公里
的鱼道，花鳗鲡、海南石鲋等鱼类，可以一

路洄游，找到自己的“回家路”。
山那边，海南长臂猿群家族则徜徉在雨林中，迎着朝

阳开喉“歌唱”，在树林间觅食打闹。经过多方努力，这一
全球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如今种群逐渐壮大，数量增至
五群 36只。

十年来，海南省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政策体

系，建
立 并
完 善
以 国 家 公
园 为 主 体 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制
定并组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开展生物多
样性调查监测与评估，推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持续
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海系统
治理，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取得丰硕成果。

海南海南：：守护守护物种基因库物种基因库
◆◆本报记者孙秀英本报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周晓梦通讯员周晓梦

海口东寨港红树林。
海南长臂猿。

湖北恩施探索湖北恩施探索““两山两山””转化之路高颜值与高质量齐进转化之路高颜值与高质量齐进

把茶叶发展成脱贫致富把茶叶发展成脱贫致富““黄金叶黄金叶””
◆◆本报记者张黎本报记者张黎

◆◆吕卓然 谈思宏

秋冬时节，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
县杨洲乡,阳光洒向二十九度假区入
口处的葡萄园，葡萄成串地挂在茂密
的枝叶下，晶莹饱满，十分可人。

“我们的葡萄皮薄汁多，清香甘
甜。”江西诚宁农牧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舒唐睿说，“当初就是看中杨洲良好
的生态环境，旁边还有旅游景区吸引
游客，才来此发展葡萄园。”

近年来，武宁县通过发展生态经
济，走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造生态旅
游城市，发展生态旅游大产业，呈现出
园区、城区、景区互动共进，休闲旅游
业、新型工业齐头并进的喜人景象。

加强生态修复，废弃矿
坑变景区

冬日的暖阳下，武宁县澧溪镇下
坊村紫薇园，绚烂的紫薇花临水绽放，
游客陶醉在美景中。

很难想象，10 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坑洼不平的废弃矿区。澧溪镇黑瓷
储量丰富，经常有盗挖、盗采的现象，
导致植被破坏严重，地表地层出现不
同程度的坑洼和积水。

为保护生态环境，澧溪镇根据补
绿原则，联合群众进行农业产业开发，
种植樱花 600 亩、紫薇 500 亩。经过几
年的管护，下坊村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吸引了鹭鸶、秋沙鸭、黑野鸭等候鸟栖
息落户，成为风景如画的景区，吸引游
客前来观光。

十年来，武宁县牢固树立和践行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
念，大到一山一河、小到一草一木，都
纳入保护范畴，坚持“禁伐二十年，呵
护原生态”政策不动摇，在武宁县第十
五次党代会上，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提
出了“生态强县作示范、绿色崛起勇争
先”的总体战略。

“从‘生态立县’到‘生态强
县’，是武宁在最擅长的赛道上精
准迈向前的体现。”武宁生态环境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影表示。

近年来，武宁县不断深化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成立生态环境保护合议庭、环境
资源审判庭和林业检察室，加强
部门之间的协作，注重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加强与公安、
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沟通，形成
合力共同推进损害赔偿案件办理
工作，为生态治理提供了坚强的
法律和制度保障。

目前，武宁县对全县 89 座废
弃矿山进行生态修复；601 名“林
长”对全县 418 万亩林地实行全
覆盖、网格化管理，对 345 万亩林
地实行封育保护，占林地总面积
的 82.54%。

在引进发展产业和项目上，
武宁县还优先考虑生态环境承载
能力和县域经济长远发展匹配
度，通过项目联审机制，否决了
30多个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

经过精心呵护，武宁县的森
林覆盖率从 2009 年的 67.9%，上
升到现在的 75.96%；武宁庐山西
海界牌断面水质常年达国家Ⅰ类
标准，空气优良率达 97.5%。

依托生态产业，带来
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良好的生态，给了武宁人发
展产业的底气。

进入 9 月，鲁溪镇双新村村
民柯有斌的水稻和高山辣椒迎来
了丰收季。金黄的稻田、火红的
辣椒，是柯有斌辛苦了大半年的
成果。

柯有斌多年来一直在村里从
事农业生产，可苦于资金不足，一
直没有把产业做大。今年上半
年，双新村成立了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中心交易网点，柯有斌得知，
他可以用自家山场作抵押，在银
行获得贷款。

2022 年 ，柯 有 斌 贷 得 30 万
元。有了资金的支持，柯有斌种
植高山辣椒 10 亩、水稻 25 亩，养
殖肉牛 20 头。“不出意外的话，今
年纯收入能超过 10 万元。”柯有
斌高兴地说。

如何让良好的生态资源给群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武
宁县动足了脑筋。

武宁县率先成立全国首家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即生态产品
储蓄银行，实现在全县所有乡镇
全覆盖；率先成立山水武宁生态
产品运营管理公司，组建专门运
营队伍，探索市场化运营。截至
目前，武宁县共发放贷款 4109.7
万元。同时，围绕绿色、有机、生
态等国内外高端市场需求，加快
推进传统农业全面升级，提高生
态农产品溢价。在各级部门的大
力推动下，武宁县各个乡镇的经
济收入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
势：罗坪镇长水村建成千亩生态
循环产业园；村集体收入翻了几
倍；鲁溪镇双新村、新宁镇茶场依
托 8000 余亩优质茶园，带动 300
多名村民增收。

不仅如此，武宁县的村民们
还走上了生态旅游的新路子。

每天天刚蒙蒙亮，武宁县新
宁镇石坪村村民刁英平就起床，
为农家乐的生意而忙碌。“今年暑
期人多，我一天要接待两三百名
游客。”刁英平乐呵呵地说。在石
坪村，像刁英平这样从事农家乐
的农户有 3家。

近年来，武宁县围绕景区旅
游、城区旅游、乡村旅游“三箭”齐
发，统筹森林、湖泊、温泉、民宿等
生态旅游资源，构建“昼+夜”全
天候、“海陆空”立体式旅游产品
体系。

现在，武宁县已经成功创建
国家 4A 级景区 3 个、3A 级景区 8
个、3A 级乡村旅游点 15 个，先后
荣获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中国
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全
国森林旅游示范县等旅游名片，
年旅游接待人次达到 1947 万，旅
游综合收入达到 156亿多元。

在今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生
态文明论坛南昌年会上，武宁县
成功入选了第六批“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对此，武宁生态环境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刚表示：“我们要不
断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新模
式，让武宁的天更蓝、水更绿、山
更青，武宁人民在‘两山’转化中
获得的幸福‘靠山’越来越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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