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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聚焦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聚焦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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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一块田，可以通过流转确定租赁价格，但一块田到底能创造

多大的生态价值？
有着 1000多年历史的云和梯田，过去一直隐匿于群山中，籍

籍无名。直到它以“千米落差，千层梯田，千年历史”景观进入人
们的视野，进而展开了一系列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创
新探索，这块田的故事，才得以重新书写。

数字最有说服力——近三年，云和梯田景区周边新增民宿
430余家，户均年营业额超过 20万元；餐饮服务业企业新增 220
余家，直接带动创业就业 5000余人。景区三个核心村的土地抛
荒率从 2014年的 60%下降到了目前的 5%。

对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而言，如何让宝贵的“半分
田”实现生态资产保值增值可度量，让高颜值的田园生态环境、
农耕文化传承与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服务并统一
于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近年来不断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重要课题。

护好田园生态底色

去年 12月，在“2020生态价值数字化国家高峰论坛”上，生
态经济数字化工程（丽水）研究院副院长王金祥发布了我国首个
大区域 100米级高精度立体土壤图。

这幅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成的数字化土壤图，在 100米
级的精度范围将丽水市的土壤分成 22344个多边形，并根据氮磷
钾含量、微量元素分布等特性划分出 97个土壤种类，可供开展
农作物生长模拟、农村产业规划、流域面源污染负荷估算、洪涝
灾害预测和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精细化管理。

与此同时，该院还在丽水建立了全国第一个 90米级的气象
数据图。依托这些土壤、气象精细化数字系统，精确测度农特产
品质量的“农作物优品指数”也在同步开发，目前已推出丽水茶
叶气候、茶叶土壤优品指数和丽水甜橘柚气候、土壤指数等。根
据数字化系统和优品指数，在对土壤生态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
和综合分析的同时，还可为土壤、气候环境精确匹配最适宜种植
的农作物，帮助农户甄选种植可达到最好口感的农特产品。

这是丽水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创新性保护绿色本底，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实践项目之一。

近年来，深知“半分田”珍贵的丽水坚持“护绿”为本，在尊重
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
性、平衡性和协调性原理，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
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不断探
索生态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路径。

丽水农产品品类丰富、绿色生态，但受资源条件所限，普遍
规模不大、名气不响。为实现优质优价、帮助农业主体闯市场，
2014年，丽水推出了全国首个地级市级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
产业链的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将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从
而提升农产品知名度、影响力和附加值。

在具体路径上，丽水对标欧盟标准，全面开展农药化肥的严
格管控，目前已推出禁限用农药 4批共 152种，完成欧盟撤销登
记并列入建议清单的 105种农药全部禁限用，提前实现了欧盟撤
销登记的农药品种减少三分之二的目标。

同时，丽水还发布了“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将
全市 75.67%的国土面积规划为生态优先保护空间，其中生态红
线区达 31.8%；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实施国
土绿化、美丽林相改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工程；建设“花园
云”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天眼守望”卫星遥感数字化服务平
台，全域农药化肥监管、污染源在线监管、秸秆（垃圾）焚烧综合
治理、GEP核算和动态展示、生态环境立体化监测等应用场景上
线运行，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产品空间信息数据资源
库……

一个个规划出台、一项项改革创新，不断优化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设计生态、业态、文态、形态的保护提升，布局农地整理、
耕地垦造、村庄迁并、产业进退和生态治理等，不断完善生态价
值实现支撑体系，实现“绿水青山”可持续。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生态，好生态则回馈着丽水的人
民。如今在丽水，GEP已经成为不少农民口中的热词。在优质
生态环境中，农产品获得了更高的溢价，民宿甚至可以根据当日
生态状况确定房价。

最直观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首个覆盖全区域、全品类、
全产业的农业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销售额突破 106亿元，
平均溢价率 30%，连续两年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排行榜首
位，获评“全国绿色农业十佳发展范例”。

赋予农耕文化时代价值

丽水拥有极高森林覆盖率，一座座大山为人们开垦梯田构
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在位于青田县东南的小舟山乡，海拔 400余米的 4000余亩

梯田鳞次栉比，是浙南保存最好的梯田之一。沿着盘山公路一
路上山。车到半山腰，一片片层层叠叠的梯田开始“显山露
水”。和小舟山梯田之美同样闻名遐迩的，是这里农民的耕作方
式——“稻田养鱼”。

在去年举行的中国·黑龙江第三届国际大米节品评品鉴活
动中，产自青田的两款籼米产品包揽了籼米组金奖第一名和第
二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冠军米”。

自 2005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是 2013年青田
田鱼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后，“稻鱼共生系统”的生态价值进
一步凸显。通过标准化种植、品牌打造、优化包装，青田稻鱼米
成为 2018年世界地理信息大会的合作推广品牌，并在全市率先
与阿里巴巴“联姻”，成功入驻盒马鲜生，成功跻身中高端大米市
场。

据了解，目前青田每公斤稻鱼米的零售价已从过去的 6-8
元上涨至 15-30元，全县“稻鱼共生系统”总种植面积达 5万亩，
农民稻鱼米亩均增收近千元。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不仅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
合起来，还把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
了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历史悠久的
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这一探索实践，正是丽
水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缩影。

在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保护区——方山乡，方山谷
素质拓展研学基地从去年开始营业。“这里是融合‘稻鱼共生’文
化、农耕文化、乡愁文化等打造的一个农遗研学基地。”项目负责
人张健告诉记者，方山乡具有浓厚的田鱼文化、侨乡文化、农耕
文化的历史底蕴，“我们希望通过研学营地这一模式，展现‘稻鱼
共生系统’这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主题，在寓教于乐的游玩过程
中，融入乡间这一纯粹的原生地文化，让更多的游客在研学中体
会各种农事文化的精髓，领略和了解它们的魅力。”

结合农耕文化，发展“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以及通过
拓展农业功能发展休闲观光、康养保健、科普研学等新型产业、
业态，实现生态产品与文化产品的价值转化，实现农业、文化、生
态、旅游的融合发展，丽水不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并
赋予传统农耕文化以新的时代价值。

凸显诗意田园生态价值

优美的茶田、稻田、梯田等景观价值，不仅是云起雾罩、水光
日影，还有隐藏在色块、线条等可感时空结构下的社会价值、文
化价值、经济价值等。如何让丽水的“田园生态”价值化、金融
化、资本化，是丽水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智慧体现。

“被丽水云和绝美梯田风光所深深吸引，为了实现母亲向往
的田园闲居生活。”2017年，上海建造师田景海在位于云和梯田
景区的梅竹村租下了 2亩地，在海拔 1030米的云海山间为母亲
安了一个家，建起了“在田间”民宿，还把云和的木玩文化融入民
宿中。“在田间”建成后迅速蹿红，成为全球首家通过美国WELL
健康建筑铂金标准预认证的民宿。

有着类似创业经历的，还有安徽人李凯。他在多年前的一
次云和之行中，被生态梯田云海打动，于是在位于景区的坑根村
找了一栋待出租的农房，筹资 200余万元打造了“牧云居”民宿。

来自青田的谷小杭，同样将自己的民宿选址在坑根村，陆续
投入 2000多万元租下村里的 4栋房屋改造成乡村酒吧、图书馆
等旅游休闲用房。

在这片“中国最美梯田”上，慕名而来的创业者们不断挖掘
着山水田园的生态价值。在丽水，像梅竹、坑根这样的小山村还
有很多。

老屋变民宿，荒地变花海，古村变“网红村”……在丽水乡间
田野上，绿水青山成就了最诗意的风景，而极富创造力的建筑则
为人们再现了最有魅力的生活场景。于是，越来越多看得见摸
得着、却无法估值的绿水青山，通过不断拓宽的转化通道，变成
金山银山。

“春如道道金链，夏滚层层绿波，秋叠座座金山，冬锁条条苍
龙”是青田小舟山梯田四季美景的写照。但由于位置偏僻、交通
不便，如今当地的生态优势，在过去却是发展劣势。

借助青田县“两山银行”，小舟山乡整合了优质的水、空气、
土壤等资源，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调节
服务类生态产品，统一进行打包，形成多个可以招揽游客、发展
农业产业的项目。

去年 7月，小舟山乡与杭州宏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青田县“诗画小舟山”项目生态产品交易协议书》，将调节服务
类生态产品以 300万元协议价出让，通过项目交易方式完成生态
产品价值转换，小舟山乡实现了从种田到“卖生态”的转变。

未来的丽水，将不断创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田
园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把人们对发展的渴望和对自然的向往，
都在这片田园美景中得以完美实现。

在云和梯田景区，层层叠叠的田间，景
观台上络绎不绝的游客争相按下快门定格
美景。在这里，天上、田间、地头，眼之所见
都是“有价之宝”，全域全空间每一处景观，
都诠释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探索。

当下，云和梯田所在的云和县崇头镇
正在加紧实施对7200多亩农田的保护修复
工程，9 个高山远山自然村的 500 多名村民
将“生态搬迁”，以恢复生态敏感地区的生
态环境，此外，“高空观梯田”“高山滑雪场”
等项目也在加紧谋划。

“星空可卖钱，空地能生金。”依托云和
梯田特色、彰显生态价值的新项目在崇头
成为投资热点。去年，以观看星空为特色
的梅竹露营基地正式运营，每年可为梅竹
村增加 15 万元的固定收益，成为村集体经
济“消薄”的源头活水。借助梯田品牌而开
发的梯田红米、高山酱菜、梯田野茶等也成
为香饽饽，培育了一批农业龙头企业。

云和梯田核心区域及周边有10多个传
统古村落。过去几近废弃的空心村、空壳
村，因古村落保护与修复，特别是梯田旅游
业发展火爆，加快兑现市场价值。被列为
省级重点历史文化古村落的坑根村，在完
成古村落保护修复后，村民闲置住房成为

“抢手货”，已有 10 余栋老房被外来客商承
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修复工程实
施、生态产品政府购买机制建立……一系
列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
道，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动故事，在
云和梯田不断上演。

如今，在丽水的乡间田间，在植入乡村
旅游、民宿、高效生态农业等业态后，昔日
不为人知的乡村资源成为激活生态产品价
值的重要资源，田园、乡村的经济价值、文
化价值、生态价值得以淋漓尽致体现。

在拥有田园风光和传统村落的松阳，
境内百余个古村落有71个被列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单，数量位居浙江省第一、全国第
二。来自哈佛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设计团
队，入驻浙西南山乡，把脉乡村建设，最大
限度地保护古村古宅，并赋予古村新的生
命——建成民宿；在这里，踩着高高低低的
村道，行走在黄墙黑瓦间，你可以闻到台湾
人开设的面包坊里飘来的香味，也能透过
奥地利学生的暑期设计瞥见灵动的山景。

在“绿水青山”通达“金山银山”之路
上，丽水实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
发展互促共进，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一场耕地生态价值的
时空演变
■本报记者 沈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