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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GEP 核算新试点

奋奋进进七七十十年年 丽丽水水““四四个个一一””之之四四个个新新脚脚步步

点绿成金：丽水交出闪亮成绩单
■本报记者 丁罡

本本版版设设计计 王王少少剑剑 本本版版摄摄影影 雷雷宁宁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 � � �建立生态文明日， 在全省率先制定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终身追究、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督查
等制度，走一条在高标准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要求双重约束下
的较快速度发展的绿色赶超新路。 今年，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在实现 GDP 与 GEP 双增长的道路
上，丽水再迈新步。

从百山之祖 、凤阳之巅 ，到美丽畲寨 、木玩新城 ；从神龙幽
谷、箬寮飞瀑，到仙都奇峰、石雕之城；从南明湖畔，到绿谷大道，
到处响起了绿色发展的奋进号角。

2019 年上半年，丽水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8%，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13.9%，外贸出口同比增长 36.27%，城镇、农村
居民和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4%、10.3%和 14.2%，
以上指标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全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Ⅰ-Ⅲ类水
质达标率 10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AQI）优良率 100%，同比上
升 3.9 个百分点，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八。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过程中， 丽水上交了一份生
动丰富的闪亮答卷。

GDP 和 GEP 实现双增长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指一定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

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物
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和文化服务产品价值。

据核算 ，2017 年丽水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从 2006 年的
2096.31 亿元增加到 4672.89 亿元。

今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2018 年
丽水市 GEP 核算报告 》， 报告显示 ， 丽水市 2018 年 GEP 为
5024.47 亿元，其中，生态调节服务产品价值为 3659.42 亿元，占
比 72.83%；文化服务产品 1202.18 亿元，占比 23.93%；生态物质
产品 162.86 亿元，占比 3.24%。2017 年到 2018 年，丽水市 GEP 增
加了 351.58 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 增长 5.12%。 实现了 GDP 和
GEP 规模总量协同较快增长 。 2018 年 ， 丽水的 GDP 总量为
1394.67 亿元，增长 8.2%，增幅位列全省首位。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丽水市 2018 年生态产品总值
（GEP）核算报告》评价说：“丽水市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通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生态资产建设，提升了
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 生态产品总值显著增长， 实现了
GDP 和 GEP 双增长，社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

创新推进生态信用体系建设、开展绿色发展标准化实践、强
化农药化肥管控……市发改委主任饶鸿来在介绍丽水市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举措时说：“在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以来，丽水市委、市政府大胆先行先试，积极探索
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 ”

书写生态文明精彩华章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过程中，我市立足实际，不

断创新，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坚持写好‘护绿、革绿、点绿’的绿色
文章。 ”丽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杜兴林介绍说，在“护绿”方
面，初步将全市 75.66%的区域划为限制工业进入的优先保护区，

制定了涵盖一二三产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近五年整治淘汰低散
乱企业 4480 余家；并对标欧盟，制订了最严格的农药化肥安全使
用规范。其次，丽水市委、市政府明确将 GEP 和 GDP 双向转化列入
县（市 、区 ）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并重点围绕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进行研究实践，推动构建生态产品、生态核算、生态指标三
大体系。

在“革绿”方面，继续深入推进“林权改革”“河权到户”首创改
革。以生态核心区、地质灾害点等为重点，连续实施两轮“十万农民
异地搬迁规划”。 此外，率先在全国试行农民住房使用权抵押贷款
制度，实行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化改造，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幅已连续 10 年位居全省第一。

在“点绿”方面，建立生态+、品牌+、互联网+机制，探索生态产
品价值转化的有效路径。做大山地特色生态农业，大力发展生态制
造业，全力打造区域农家乐综合体和精品民宿示范品牌。 做强“丽
水赶街”，打造全国农村电商示范市。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
也取得了不少成效。建立形成了“1+10”试点推进体制机制；制定并
实施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试行办法，开展了市、县、乡镇、
村四级 GEP 核算评估工作。 今年以来，丽水市生态产品交易持续
推进，建立了生态产品交易平台。 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产权交
易 4000 余宗，交易金额 8 亿元。

创新引领“丽水路径”
创新是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收获更多赞誉的源泉。
10 月 11 日召开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际大会暨生态学

闭门峰会”上，丽水市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 《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举措和
初步成果》指出，目前，丽水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方面，已
有创新推进生态信用体系建设、绿色发展标准化实践、强化农药化
肥管控、推进森林康养发展、气候生态产品的 9 个主题类型、公众
健康发展水平数据情况和丽水是绿色泡茶用水最理想水源地等 7
项成果。

饶鸿来介绍说 ，丽水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中 ，采取了
一系列的创新举措 。 一是创新推进生态信用体系建设 。 丽水初
步建立了企业与自然人的生态信用档案 ，正负面清单和信用评
价机制，共计梳理出正负面清单共 49 条 ，206 项 ，梳理出生态信
用联合奖惩措施清单 30 条和激励措施 35 条 。

二是开展绿色发展标准化实施。 截至目前， 共发布相关标准
22 项，通过评审 21 项，完成草案 52 项。

三是强化农药化肥管控，丽水为健全农药化肥管控制度，推进
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发展，完善农药包装物回收机制，推行有
机化肥更替，替代化肥。

四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药用双控， 丽水严格执行国家农药
准入制度，提出了四批 152 项禁限用农药品种，同时实施最严格的
购买登记和使用管理制度，以最严格的质量管控和惩戒，为我市农
产品保驾护航。

绿水青山引来金凤栖
■本报记者 丁罡 通讯员 田斌

� � � �绿水青山藏财富，蓝天白云是商机。 在和
全球最大的光学玻璃制造商德国肖特集团的
谈判中，丽水靠着山清水秀引来了金凤凰。 目
前， 总投资 10 亿元的肖特玻管项目正在紧锣
密鼓的进行厂房建设，预计全部建成投产后可
实现销售收入 10 亿元以上 ， 税收 1 亿元以
上。

早在 2011 年， 德国肖特就与缙云本土企
业浙江新康药用玻璃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
议， 并在 2012 年成立了肖特新康药品包装有
限公司。 8 年来，得益于丽水的好山好水好空
气， 肖特新康的生产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也触发了德国肖特追加投资的想法。 据介绍，
药品包装行业对产品生产区域有着极高的要
求， 需要空气净化系统长时间地进行运行，以
保证生产车间的空气洁净，其运行维护成本相
当高。 丽水的空气质量优良，过滤系统关键部
件的更换周期降低了近一倍，有效地降低了运
行成本。同时丽水拥有的良好水质也大大降低
了肖特新康公司水处理设施的负荷，减少了耗
材的使用，极大地降低了水净化成本。

对于丽水这一方净土，德国肖特集团也格
外珍惜。 在肖特新康公司的生产过程中，采用
天然气+氧气的燃料和助燃剂组合， 确保气体
排放零污染，采用水循环系统，对工业废水进
行重复利用，对生产废料进行回收等等，肖特
集团承诺在归还土地时其环境质量不变，若存
在污染，则给予生态修复补偿。

据了解，已建成投产的肖特新康产品被国
内超过 200 家客户选用，其中高端西林瓶市场
占有率达到 48%，国内排第一，有机硅镀膜产
品的产量产能目前是全球第一位 ，2018 年实
现全年销售收入 2.5 亿元，税收 3840 万元。 如
果除去未建成投产的约 40 亩土地， 亩均税收
可达 46.3 万元/亩。

记者手记

打通 “两山 ”通道 ，其核心在充分释放绿
水青山的经济价值， 使 GEP 更多更好更快更
直接地转化为 GDP， 最终实现 GDP 和 GEP
的协同快速增长。 在肖特新康，我们可以看到
高颜值的生态环境与高水平的工业发展的完
美结合，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势，转化成为经
济效益 ，推动了 GDP 的增长 ，同时经济效益
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反哺和支持生态建设，推
动 GDP 加快向 GEP 有效转化，实现两者协同
较快增长 ，让环境更美好 ，让发展更高质量 。
肖特药用玻璃是 “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 ”
的生动案例， 也是丽水生态工业高质量发展
的典型样板。

全国首家“两山银行”在我市成立
� � � �本报讯（记者 丁罡 通讯员 吴梓嫣 曹海平）日前，全国首
家“两山银行”在我市云和县成立，并成功向雾溪畲族乡强村公
司和个人分别发放 50 万元和 10 万元的 “两山贷” 生态信用贷
款。

“两山银行”是云和县与云和县农商银行开展战略合作、推
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并在全国首次以“两山银行”命名的一个重
要工作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云和县农商银行向雾溪畲族乡授信
11 亿元，并推出生态信用“两山贷”贷款产品，将生态信用作为金
融信贷产品前提和优惠条件， 主要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
企业、个人的生产经营、消费的提供信贷需求。

雾溪畲族乡党委书记鲍艳介绍说，新成立的“两山银行”通
过政府和社会组织、金融机构联动，成立“两山银行”工作平台，
该平台由生态信用评价体系、评价应用体系两部分组成。 形成了
以生态信用评价为基础，政府主导构建面对全乡 2170 人的“两
山银行”生态信用评价体系，以“正向加分、负向减分”的评价让
人人拥有“两山银行”动态储蓄值；以完善的信用应用机制为重
点，如与农商银行合作，授信 11 亿元发布金融产品“两山贷”，优

惠利率与个人的生态信用直接挂钩，既解决群众融资困难，又促进
生态信用正向提升，打通生态保护与价值实现之间的新通道，实现
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此外，当地还可以依托“两山银
行”平台，把水源地保护，涵养林公益认养，生态产品销售等进行融
合，延伸产业链，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变现。

“‘两山贷’产品对生态信用良好的客户可享受优先调查，优先
评级、优先授信、优先贷款服务。 ”云和农商银行沙溪支行副行长严
清慧告诉记者， 与普通农村贷款业务相比，“两山贷” 贷款额度更
高、利率更低、放贷速度更快。 同时，农商银行对雾溪村级集体，消
薄生产，个人经营等给予信贷扶持，贷款利率最低至基准利率。

据介绍，“两山银行”的成立，是丽水在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
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之一，是加快推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有效载体，有效实现
了金融惠民、利民，既充分发挥了政府在政策、信息及指导协调方
面的优势， 又充分发挥了银行企业在支持生态方面的资金及渠道
的优势，通过双方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将为云和实现高质量绿色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前行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