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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浙西南生态文明领域改革先行先试浙西南生态文明领域改革
奋力腾出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空间奋力腾出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空间

5 月 28 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
峰在全国两会上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这一试点工作既没有现成模式，也没有成熟经
验，可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以观念创新、机制创新、模式
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发展创
新实践的集成。

5 月 19 日，由国家电投集团投资 1.7 亿元建设的大
洋镇大平山光伏发电“农光互补”项目正式签约落地。
该协议首次出现了“企业购买生态产品”条款，企业通过
向当地生态强村公司支付 279.28万元，用于购买项目所
在区域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类 GEP，用于奖农民，优环
境，美生态。

“保护好生态环境，能卖出大价钱。”大洋镇 83岁的
王玉秋老人说起这件新鲜事，兴奋不已。王玉秋是当地
的文明劝导员，项目签约当天，大洋镇生态强村公司决
定拿出一部分资金，奖励更多的“王玉秋”投身环保。

从 2017年开始，我市就和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院合
作，制定全国首个山区城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办

法，逐步开展了市县乡村四级以及试点村镇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GEP）核算评估。

而根据中科院生态中心的 2018 年核算结果，丽水市
的 GDP、GEP 连续两年实现了双增长。于是，丽水将 GEP
和 GDP 双向转化列入全市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并开展省
级绿色发展标准化试点项目，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丽水经验”上升为“浙江标准”。

《丽水市企业生态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丽水市生态信
用村评定管理办法》《丽水市个人信用积分（绿谷分）管理
办法》陆续制定出台，农民在绿水青山中创业，就能贷出

“两山银行”里的“金山银山”发展农家乐民宿、绿色种养
等生态产业。

连续两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专题国际会议在
丽水举行，共接待了国内外专家学者 500 余人，形成了每
年发布年度 GEP 核算报告机制的体系。之后，丽水又强
化与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浙江清华长三角研
究院、信息化百人会、之江实验室等顶尖研究团队合作，
共建了高质量绿色发展智库。

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丽水市生态文明领域深化改革综述—丽水市生态文明领域深化改革综述

““小康全面不全面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

以绿色发展为主线以绿色发展为主线，，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注重改革举措的配套衔接和分注重改革举措的配套衔接和分

层推进⋯⋯多年来层推进⋯⋯多年来，，我市生态文明领域改革勇趟我市生态文明领域改革勇趟““深水区深水区””，，敢啃敢啃““硬骨头硬骨头””，，砥砺砥砺““丽水之干丽水之干””，，科科

学认识问题学认识问题，，不断解放思想不断解放思想，，在建设生态文明在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推进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把生态环境质把生态环境质

量作为全面小康的重中之重量作为全面小康的重中之重。。

回顾回顾 20162016 年以来年以来 44 年半的改革历程年半的改革历程，，丽水好生态不断捧出金饭碗丽水好生态不断捧出金饭碗，，““美丽丽水美丽丽水””建设扎实稳建设扎实稳

步推进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不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不断深化。。我市连续我市连续 1616 年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年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EI 值值））全全

省第一省第一，，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连续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连续 1212 年全省第一年全省第一，，就是最好的力证就是最好的力证。。

随着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的不断深入，后
续的持续深化实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我市生
态 文 明 领 域 改 革 的 重 点 之 一 就 是 落 实 试 点 示
范。先行先试，改革创新。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早在 2016 年，丽
水市就开始探索制定《丽水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细化操作
程序、量化评价标准、规范惩戒尺度，明确分级分
类启动责任追究的条件与实施主体，增强追责的
针对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

作为浙江省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改革试
点唯一地级城市，丽水研究制定了《丽水市开展编
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让领
导干部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一个地方的绿色发
展才是可持续的。

2018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
度全面推开，全市审计机关共组织开展了 10个乡
镇和 10 个部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
项目，并针对我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和风险隐
患以及生态文明改革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审计思路和审计方法，出台了《丽水市乡镇（街

道）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操作规程（试
行）》《丽水市党政部门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实务指南（试行）》（土地和矿产资源篇）（森
林资源篇）（水资源篇）等一系列指南制度。

也是在这一年，环保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
革有序推进，市委办、市府办印发出台《丽水市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范围、赔偿义务人、赔偿权利人和赔偿程
序。环境破坏行为要追责，成为丽水人民热议最多
的话题。

而在去年，丽水市审计机关为全面落实《浙江省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施办法》，开展了
百山祖管理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全市 15个
乡镇和 6 个部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开展
的部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被审计单位包含土
地、林业、农业、水利、自然保护区等，涵盖了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和生态保护的主要部门。

2019年，全市审计机关共出具 21份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意见，查出问题 187项，提出审计建议 70
条 ，查 出 违 规 金 额 176.9 万 元 、管 理 不 规 范 金 额
1349.55万元。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担当挺在前

以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加快实施“区
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我市对 11 个省级工业园区、产
业聚集区和 12个省级特色小镇的规划环评编制和审查，
并已发布“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实施方案。

那么，何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随着环评审
批制度改革日渐深入，我市建立了重污染高耗能高风险
项目环评审批清单，非清单项目试行简化审批程序，实施
环评承诺备案。

而且，“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是浙江省在环评审
批制度改革方面的一项重大创新，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具体做法是在高质量完成区域
环评审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改革区域制定统一的环境标
准和环评审批负面清单，对不列入负面清单的项目，实行
免于环评手续、网上在线备案、降低环评等级、承诺备案
管理、创新环保“三同时”管理等 6项举措，避免环评工作
重叠，简化环评审批手续。改革旨在进一步提升环评审
批效能，降低企业负担成本，推进企业项目快速落地，并

推动环境监管重点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2017 年，我省将“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范围扩大

到全省省级以上各类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和省级特色小镇。
2018 年，原省环保厅将“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纳

入省对市的美丽浙江考核、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赴 11个
市实地开展专项调研督导，全面实施改革进展情况通报制
度，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

据统计，我市实施改革的区域中，需审批的项目占全部
项目数的比例为 22%，其余 78%实行承诺备案。报告书环
评编制时间平均缩短 60%，报告表环评编制时间平均缩短
75%。丽水实施“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旨在打造更好
的营商环境，助力高质量绿色发展。

先行先试浙西南生态文明领域改革，奋力腾出丽水高
质量绿色发展空间。丽水市生态文明领域改革，正以更强
烈的时代责任感，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
手”的关系，加强环境保护，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让丽
水更多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

“谁使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生态补偿是公共
生态产品价值重要的实现方式，生态补偿机制也是有效
调节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安
排。

而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改革又是其中的重中
之重，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改革建立了“谁受益、谁补偿，
谁保护、谁受偿”的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率先
在全市就水资源进行建章立制。

在水质考核、“绿色指数”等奖惩政策基础上，将上
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列入美丽丽水考核的
重要内容，2018年，莲都-云和、遂昌-松阳、龙泉-云和、

缙云-莲都签订实施横向生态补偿协议，2019年，松阳-莲
都、云和-莲都、景宁-青田签订实施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目前，中国生态补偿方式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但在
地区间的横向转移上，全国各地的做法实践主要集中在
以流域为主的区域范围生态补偿方面，在大气、森林、湿
地等领域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胡海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中央和国家
层面进一步明确意见、完善政策，加强统筹协调，按照“谁
使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加快形成“纵向为主、
横向为辅、纵横联动”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政策和制度体
系。

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改革

顺水而行，与山共生。
丽水以水为名，2016年以来推进国家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陆续完成了独流入海瓯江治
理 8.3公里、生态河道治理 60.5公里。其中，丽阳
坑水系综合整治工程、丽水盆地易涝区防洪排涝
好溪堰水系整治工程治理逐年加大有效投资。

2016 年 9 月，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启动我市水
源地实地勘察调研工作，掌握丽水饮用水源基本
情况、存在问题和保护工作现状，并结合调研情
况起草了《丽水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立
法可行性报告。

2018年，丽水开始全面实施《丽水市饮用水水源
保护条例》，将谋划已久的建立“谁受益、谁补偿，谁保
护、谁受偿”的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纳入环
境管理体系中，并成为全国首个实行饮用水水源保护
诚信评价的城市。

2019 年，丽水空气开始享誉全国，连续多个
季度排名全国前十。我市积极构建清新空气（负
氧离子）监测网络，完成全部 43 个站点建设并联
网，并向公众实时公开。

在空气质量逐年逐季提升全国排名的同时，
构建丽水市环境空气质量健康指数AQHI也成为
了砥砺“丽水之干”的重要内容。2019 年 12 月中

旬，AQHI实现通过微信小程序平台发布，人们随时在
手机上查询丽水市环境空气质量健康指数。云和县
成了全球继加拿大、香港后第三个官方发布环境空气
质量健康指数AQHI城市。

也是在 2019 年，在莲都区范围内，我市部署了
38 个“蓝天卫士”秸秆焚烧智能预警高清探头，基本
实现主城区及周边区块、碧湖镇等重点区域的全覆
盖。正式开展了这样的“花园云”建设，建成各类生
态数据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可视化展示的花园云生
态环境监管平台，丽水的环境污染无所遁形，基层治
理智慧升级，秸秆焚烧、企业污染源监控得以全流程
贯通。

治水、治气、治土等工作机制均在不断完善。2020
年 5月 28日，浙西南生态环境健康体检中心在丽水成
立，这个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新机构，将以重
点流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生态领域
为着力点，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估、规划与咨询，为
浙西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此外，饮用水源保护长效机制、国土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深化林业综合改革、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体
系改革、垃圾分类制度都在不断保护着丽水的山川、
田园、森林、水域和草原。

守望山水林田湖草的改革之路

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