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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记者 沈晶晶 蒋蕴 冯永明 邬敏

今 天 的 丽 水 人 ，有 着 前 所 未 有 的 自
信——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号角响起，他们正加速奔向以“绿起来”带
动“富起来”“强起来”的新图景。

这张图的起点，不算优越。
作为华东地区重要生态屏障、浙西南革

命老区所在地，丽水青山绿水底色鲜明，红
色资源优势突出。但全域属于加快发展地
区等现实，也让人们焦虑，“红绿融合”这一
支点，能否撬动跨越式发展？

这张图的架构，令人期待。
以 2019 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为牵引，丽水率先发布国内首
个山区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开创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进规划、进决策、
进考核等机制，培育了一套生态产品市场交
易体系，创新了产业赋能、品牌赋能等示范
全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如同一次化学反应，激活山区非凡能
力。两年来，“绿水青山”如何量化、交易、增
值等一系列难点破题，丽水GEP持续稳定增
长，GDP 迈上 1500 亿元新台阶，市域综合实
力从全国中下水平跃至中上水平。

解开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钥
匙之一，就藏在“丽水样本”之中。

破冰——
从“先行试点”迈向“先验示范”，国字号

改革走过 1000 个日夜

丰收时节，云和梯田所在的崇头镇又闻

喜讯——云和县政府采购生态产品的尾款
完成审核，即将拨付。

钱不多，208.46万元，却史无前例。
去年 4 月，云和出台浙江首个生态产品

政府采购暂行办法，按 2018 年度 GEP 核算
结果的 0.2%，向崇头镇、雾溪乡两个试点乡
镇购买水源涵养、气候调节、水土保持、洪水
调蓄等 4 项生态产品。首年付 70%资金，次
年按生态环境质量支付 30%，限定用于生态
修复、惠民帮扶等。

“一次破冰！”崇头镇党委书记刘锋说，
此前，针对公益林、河流等的政府拨款，均被
称为“补偿”，“相当于守着绿水青山向财政
要钱，现在县里向我们购买，主动权变了，保
护和发展底气大不一样了。”

从“补偿”到“采购”，一词之差，折射出
生态建设和发展模式之变。

“很多生态好的地方难以打开转化之
路，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气候调节、水源涵
养等本质上是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生
态产品。”丽水市发改委主任饶鸿来说，国家
试点的目标，正是重塑理念、重构机制，让生
态产品的价值充分显现，实现GEP向GDP高
效率、高质量转化。

破题，从构建GEP核算体系开始。丽水请
来中科院、浙江大学等“智囊团”，设计三大类、

46个小项指标体系，科学、系统地为生态物质
产品、调节服务产品、文化服务产品定价。

“我们村的生态，值 1.6亿元！”首个GEP
核算试点村遂昌县大柘镇大田村村民犹记
得初见报告时的震撼。如今，整个丽水，
GEP核算体系已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全覆
盖，空气、水源、土壤等都有了明确“身价”。

试点，演绎出丰富的应用场景。最近，
云和县安溪乡一宗商业用地挂牌出让，引发
热议。“因为生态环境好，这一区块被划为

‘生态地’，价格评估时纳入GEP核算标准。”
云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伟君说。

也就是说，458万元的土地出让金中，要
拿出 34.88万元，作为生态环境增值部分，用
于当地环境改善、生态产业扶持。目前，云
和累计出让“生态地”6 宗，获得 143.16 万元
生态环境增值资金。小小一步，是“谁保护，
谁受益”理念的实践，也蕴含基于生态产品
供给的财富分配方式变革。

两年来，除了政府采购和财政制度变
化，丽水开创性地将 GEP 和 GDP 作为“融合
发展共同体”，确立为核心发展指标。同时，
GEP 和 GDP 双增长、GEP 向 GDP 转化率等 4
个方面 30项指标，列入市委对各县（市、区）
年度考核、专项审计指标体系。

一种发展新范式，显现轮廓——

索取和使用生态产品的主体，必须付费；
供给和保护生态产品的主体，获得报酬；费用
标准，按GEP核算数据制定。全球携手共进，
寻找不同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这是丽水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

“站在迈向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的重要历史关口，接续推进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建设”，从“先行试
点”迈向“先验示范”，丽水全面开启新一轮
改革，并欲借此，彻底打开“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之路。

突围——
跨出“小循环”涌入大市场，让好生态卖

出好价格、实现高价值

凭借一张特殊价目表，景宁县大均乡一
家民宿，赚足了好奇心——880 元到 1580 元
不等的房价中，有依据房型、配套等因素制
定的基础价，也包含 150元“空气价”、100元

“环境价”等。
“这是依据区域 GEP 中调节服务、文化

服务产品计算出的价格，起初没人理解，现
在很多人认同了。”民宿主吴聪说，推行两年
来，“好生态卖好价格”真正深入人心。

翻阅丽水 2018年度GEP核算报告，三类

生态产品中，调节服务产品总价最高，文化
服务产品其次，两者占比超 90%。但这两者
向GDP的转化率不到 28%，远不如物质生态
产品。这是山区发展的潜力，更是必须跨越
的障碍。

缙云县大洋镇，率先突围。去年 5 月，
国家电投集团投资的大平山光伏发电项目
协议中，首次出现“购买生态产品”条款——
基于GEP 核算数据，企业向镇里支付 279.28
万元，购买项目区域生态调节服务产品。

一个月后，青田与杭州宏逸投资集团达
成协议，就“诗画小舟山”项目使用的生态调
节服务产品，后者向小舟山乡付费300万元。

自此，生态产品交易一举跨出政府内部
“小循环”，涌入能量无限的大市场，拥有更
广阔的空间。

一套供需结构清晰、规则明确的市场交
易体系，逐步搭建并完善——

丽水明确：调节服务生态产品交易，以
县（市、区）为主体开展；文化服务生态产品
交易，以乡镇为单元进行；全市 174 个乡镇
全部成立生态强村公司，负责自然资源管
理、开发、包装等，破解生态产品供给主体缺
失问题；丽水市级和下属各县（市、区）“两山
银行”组建完成，解决市场交易平台缺失问
题。至 2021年 9月底，仅市级“两山银行”就
完成交易 5324宗，成交金额 8.77亿元。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瞄准自身定
位和优势，丽水还在构建充满魅力和活力的
现代产业体系，让生态产品显现更大价值。

（下转第七版）

让生态产品的价值充分显现
——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的丽水实践

本报讯（记者 赵泰州 通讯员 毛伟
利）10月 12日，市委召开加强新时代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精神和省委有关要求，研究部署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工作。

市委书记胡海峰，省检察院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检察长黄生林讲话；市领导吴
晓东、李锋、陈瑞商等参加，市委副书记郎
文荣主持。会上，市检察院党组书记、代
检察长吕献通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情况，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中级法院有关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各县（市、区）、丽水
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分会场。

胡海峰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市检察
机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忠实
勤勉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所取得的工作成
绩。他强调，要立足更高站位，着力增强
做好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时代发展的新征

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
则，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作为最高原则、
最本质特征、最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持
续教育引导广大检察干警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要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
始终彰显“公平正义”这一价值追求，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
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社会的
公平正义。要在法治建设的新征程中，始
终践行“双赢共赢”这一监督理念。作为
法律监督机关，要把始终坚持司法办案与
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与解决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紧密联系起来，努力实现法律效果、
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等各方效果的有机
统一；作为被监督机关，要更加自觉地将
自身执法司法行为完全置于检察机关的
法律监督之下，努力构建监督方与被监督
方“双赢才能共赢”的良性互动关系。

胡海峰强调，要展现更大担当，着力
提升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要全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充分聚焦市委提出的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目标，自觉主动服
务全市“双招双引”战略性先导工程，主动
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积极为科技创新拔
钉清障，以优质的检察办案和高效的司法
服务，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法治昌明的市
场环境。要全面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切实履行法律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统一
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聚焦“安全”强打
击、聚焦“和谐”促治理，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基层提升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要不断提升法律监督刚性
权威，立足“四大检察”职能，坚持把监督
寓于办案中，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
下办案，做优刑事检察、做强民事检察、做
实行政检察、做好公益诉讼检察，不断提
升法律监督质效，维护法律监督权威。要
聚力提高法律监督专业素能，注重数字赋
能、能力提升和监督制约，不断开创法律
监督高质量开展新局面。

胡海峰强调，要凝聚更强合力，着力
营造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浓厚氛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
实加强和改进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把检察

工作纳入整体工作布局，及时研究解决困
难问题；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支持配合和服
务保障，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
督，合力推动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
作取得更大成效。

黄生林指出，近年来，在丽水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丽水两级检察机关坚定厉行

“丽水之干”，加压奋进，各项工作取得了
新成效。下一步，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使命担当，从“两个维护”的高度进一步加
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要厚植先行
优势、凝聚各方力量，从强化协作聚合力
打造法治共同体、强化制约提公信加快构
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强化监督重质
效坚决扛起法律监督的职责使命三方面
着手，共同推动中央《意见》落地落实。要
拉高标杆定位、保持奋进姿态，以更高站
位体现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以更大
作为展现数字检察建设成效，以更强担当
为丽水加快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提供坚强法治保
障。

市委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会议召开

以高质量的法律监督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丽水平安丽水
胡海峰黄生林讲话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谁言丽水不生金，绿谷
青山细细寻。一缕朝阳诗兴起，高吟声韵润琼林。”
昨日上午，第三届丽水市瓯江山水诗路暨中华生态
诗高峰论坛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位诗词专
家齐聚一堂，寄情瓯江山水，共话生态诗艺，探讨瓯
江诗派和中华生态诗的内涵和发展，助推瓯江山水
诗路建设。

我市于2016年底创建瓯江诗派，并开展生态诗的
研究创作。根据省委省政府“四条诗路”文化带建设决
策部署，丽水市诗词楹联学会在丽水市委宣传部及市
文联、社科联等文化部门的指导下，乘势将瓯江山水诗
路与瓯江诗派创建工作和中华生态诗的研究创作融为
一体，与丽水瓯江山水诗路建设综合推进，既促进中华
诗词繁荣发展，又推动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

本次论坛紧紧围绕瓯江山水诗路、瓯江诗派、中
华生态诗、诗词文化与当代旅游等主题，通过学术论
文征集、专家专题讲座、作者主题发言、吟诵会等形
式共同研讨瓯江山水诗路的建设和瓯江诗派、中华
生态诗的创作。

“走进古堰画乡，仿佛闯进了一幅水墨画，绿水
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而且也是我们生态诗创作的

‘富矿’，催使着瓯江诗派涌现出大批优秀的诗词专
家、名家。瓯江山水风情让人流连忘返，以后我还会
经常来丽水。”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特聘
教授曹辛华这样说。

（下转第八版）

第三届丽水市瓯江山水诗路
暨中华生态诗高峰论坛开幕

百余位诗词专家
共话瓯江诗情

本报讯（记者 蓝倞 汪峰立）辛丑（2021）年中国
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即将举行，连日来，缙云仙都
吸引了四海关注。与往年黄帝祭典不同的是，今年
黄帝祭典主办单位变更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成为目
前浙江省唯一经批准的省政府主办的祭祀类节庆活
动，规格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仙都黄帝祭典主办单位变更工作程序
规范、细致严谨。2020 年正式启动主办单位变更程
序后，浙江省人民政府委托省文化和旅游厅，相继召
开专家论证会和公开听证会，与会专家和社会各界
代表一致认为祭典主办单位变更具有必要性、可行
性，应予以支持。今年 3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向党中
央、国务院提出申请，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清理
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理，领
导小组授权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对申请项目提出初审
意见，提交领导小组成员研究审议，并形成审核意
见，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同意后，以领导小组名义
批复浙江省委省政府。7月，经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
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同意仙都黄帝
祭典主办单位变更为浙江省人民政府，一年一届。

仙都黄帝祭典成功升格，真正使缙云与陕西黄
陵、河南新郑形成了“三地共祭”、层次相当的全国轩
辕黄帝祭祀格局，也将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保护、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中华儿
女民族自豪感、全力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发挥积极
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大
文化力量。

（下转第八版）

为实现共同富裕凝聚文化力量

仙都黄帝祭典
将首次高规格举办

本报记者 叶浩博 通讯员 董浩

10 月 11 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在
云南昆明开幕。作为全国 32个陆地生物
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物种多样性居
浙江之冠的丽水，受邀参加 COP15，并将
在生态文明论坛上分享“丽水经验”。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是此次大会的主题，也是人类对未来的美
好寄语。作为联合国生态环境领域的一
次重要会议，未来 1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的蓝图将从此次会议开始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

多年来，秀山丽水围绕打造“全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引领区”这一目标，创新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工作，形
成了保护、治理、发展相协调的生物多样
性 保 护“ 丽 水 样 板 ”。 丽 水 又 将 借 助
COP15 的平台，贡献出怎样的丽水智慧，
从而影响世界，引领未来？

秀山丽水、生机盎然，“万类霜
天竞自由”

2021 年，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
旅，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
果，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云南“象往”之
旅，突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成
效。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丽水的青山绿
水和城市社区。

30年来，一只猫头鹰一如既往地飞进
松阳县一农户家育雏。为保护雏鹰，这户
松阳农家一代又一代地守护鹰巢。从爷
爷奶奶开始，父亲、母亲接连肩负起保护
雏鹰的“重任”，直至孙子辈的孩童也不例
外。30 多年过去了，爷爷奶奶都已仙逝，
左邻右舍早已搬空，仅有这家农户只住老
房，不迁新居，一心守护育雏的猫头鹰。

2015 年 10 月，莲都区后庆社区牵头
组建了一支“治水护鱼”队，7年来对丽阳

坑进行清理淤泥、河道整治。“治水护鱼”
队风雨无阻地常态化巡逻，累计巡查次数
高达 3000余次，累计巡河时长 10000小时
以上，向河道投放红鲤鱼 1000多尾，默默
维护着城市的生态系统。

1982 年我国曾宣布灭绝的阳彩臂金
龟，如今又在庆元、龙泉和景宁等多地被
发现有稳定种群分布。这一发现，进一步
说明丽水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的保护与
恢复，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黑麂、藏酋猴、小麂、中华鬣羚、黄腹
角雉、虎纹蛙等国家保护物种，以及丽水
新记录的方尾鹟、小斑叶兰、吉林小脆柄
菇、江西虫草，重新出现的湿地玉凤花等
等无言的“小精灵”，是丽水好生态的“最
佳代言人”。

此外，2019年 12月至今，丽水市已发
现了 5 个全球新物种、64 种中国新记录。
其中，百山祖角蟾、丽水钩瓣叶蜂、丽水刺
背三节叶蜂、皱盖油囊蘑和近蓝紫丝膜
菌，成为近年丽水发现的全球新物种，令
世人瞩目。

丽水大山里有百山祖冷杉的“家”。
百山祖冷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丽水特有种，1987 年被国际物种生存
委员会（SSC）列为最濒危的十二种植物
之一，被誉为“植物活化石”。它是第四纪
冰川孑遗植物，全球野生仅存 3 株。如
今，丽水通过开展人工辅助促进天然更
新，百山祖冷杉已在原生境自然繁育幼苗
240 多株，利用胚胎技术繁殖的组培苗获
得初步成功，实生苗正有序开展迁地保
护。

丽水大山里有豹猫的“家”。它是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中国生物
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列为易危
等级。豹猫属于小型哺乳动物食物链的
顶级物种，对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起
着重要的作用。丽水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多次发现豹猫的身影。

（下转第七版）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涵养生态，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丽水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丽水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