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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此外，云和县还成功入选全国

首批环境健康风险管理试点并取得
阶段性成果，2019 年正式发布丽水
市（云和）环境空气质量健康指数
(AQHI)，为我国内地首次官方发布
环境空气质量健康指数。2020 年，
丽水市发布全国首个空气质量健康
指数地方标准，2021 年发布首个康
养指数。

守初心、担使命，干实事、打硬
仗。美丽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责
无旁贷。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改革
从试点到示范

2019 年 1 月 12 日，国家长江办
正式发文支持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

自试点以来，丽水着力破解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市场化交易、企业
和社会各界参与等方面体制机制障
碍，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评估和应用体系、行之
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
系，开辟了多条可示范、可复制、可
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经过三年的锐意改革实践、大
胆探索创新，丽水圆满完成了国家
试点任务，成果和经验在中央深改
委第十八次会议上得到全面肯定，
被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 价 值 实 现 机 制 的 意 见》充 分 吸
收。国家发改委在我市召开全国试
点示范现场会，总结交流典型做法，
推广“丽水经验”，并明确支持丽水
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
区。

2021 年 5 月 25 日，由国家发改
委主办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示范现场会在丽水开幕，来自国
家 发 改 委 、长 江 经 济 带 沿 线 各 省

（市）发改委等地共 200 多名嘉宾齐
聚丽水，总结交流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探索的典型经验做法，奋力
加快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新路子。

“大田 GEP 约为 1.6 亿元，水源
涵 养 为 5152.19 万 元 ，气 候 调 节 为
5449.46 万元，负氧离子为 8.44 万元
⋯⋯”在遂昌县大柘镇大田村，生活
了大半辈子的 86岁村民程万能感慨
地说：“头一回听说村里山、田、林、
水，甚至空气都有了价！”

早在 2020 年，丽水就全面完成
了全市、各县（市、区）、试点乡镇及
所辖村 2019年度的GEP核算。

为了让 GEP 核算和推广更深入
人心，2019、2020 连续两年,丽水又
将 GEP 和 GDP 的 双 增 长 、GEP 向
GDP 的快转化等 4 个方面 30 项指标
列入市委对各县（市、区）年度综合
考核指标体系，将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内容，明确了政府、部门和
领导干部在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方面
的职责责任。

秀山丽水出好水，如何优用好
水资源，将其转化为生态溢价的好
产品，急需破题。

作为六江之源，丽水水资源丰
富，人均水资源量约是浙江平均水
平的 5 倍，被誉为“华东天然水塔”。
据 国 际 权 威 检 测 机 构 瑞 士 SGS 检
测，丽水拥有水质优异的稀有矿泉
水。

今年 2月，“丽水山泉”品牌矿泉
水第一次亮相市两会，引起代表委
员的关注。“十四五”期间，丽水将谋
划建设华东高端水经济产业园，加
快天然饮用水、美容护肤水、中医药
用水等高附加值水产品的开发和利
用。而“丽水山泉”的走红，在丽水
生态产品中并非个例。

2021 年以来，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改革步入新阶段。市委出台

《关于全面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示范区建设的决定》，编制印发
全国首个地级市《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十四五”规划》，推动改革从先行
试点走向先验示范。

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系探出新
路子。我市出台《森林生态产品政
府采购和市场交易管理办法》，在全
国率先探索将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两大类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作为交
易标的开展交易。如今，开展森林
经营碳汇方法学研究和碳汇交易实
践，完成 8 宗大型活动碳中和交易，
共抵消碳排放量 847.5814吨。

此外，我市还推动“天眼守望”
GEP 核算转化及应用数字化平台建
设，平台成功入选全省第一批数字
政府系统“一地创新、全省共享”应
用项目等，并获省委书记袁家军的
点赞。

三 年 来 ，丽 水 还 推 出 了 基 于
GEP 核算的“生态贷”、基于生态信
用的“两山贷”，以及基于生态区块
链的“茶商 E 贷”等各类生态贷产
品，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进一
步拓宽了山区百姓利用生态金融变
现的转化通道。截至 2021 年末，全
市发放的“生态贷”“两山贷”金额分
别为 235亿元、16亿元。

建成大花园最美核心区
从理想照进现实

围绕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高
地、全球知名的健康养生福地、国际
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为目
标，丽水从 2018年开始，与全省同步
实施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

四年过去了，丽水成功实现了
浙江省大花园示范县创建的“县县
全覆盖”，其中龙泉市、遂昌县创成
首批省大花园示范县，创建和创成
数量均排名全省第一；18 个项目入
选省大花园“耀眼明珠”培育对象，
数量居全省第一，松阴溪（含莲都古
堰）被命名为全省首批大花园“耀眼
明珠”；“‘点绿成金’拓宽‘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打造剑
瓷大花园 促进古城文旅兴”等 11个
案例入选浙江省大花园示范县建设
优秀典型案例。

遂昌县地处丽水、衢州两个大
花园核心区的关键枢纽，以高标准
建成大花园示范县。该县全面推进
天工之城、未来都市区、有机更新
区、生态工业区、红绿融合区、乡村
富民区“一城五区”发展战略布局，
加快产业、城市、乡村、文化、社会

“五个转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遂昌

扎 下 了 根 ，全 县 开 展 县 乡 村 三 级
GEP 核算，大田村发布全国首份村
级GEP、GDP双核算报告。

龙泉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四年蝉联全省第一，并通过环境综
合整治、河湖风光建设、城市形态营
造等形式，“点线面”精准扮靓最美

剑瓷大花园靓丽风景。
近一年来，龙泉依托城区滨江

夜景，高标准开展园林景观小品构
建、绿化种植、建筑外立面提升等工
作，匠心打造地区沿河“夜经济”，

“茶瓷水相融”的特色茶文化商业街
上茶街成为新“网红”打卡地。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仅是
遂昌和龙泉，画乡莲都、石都侨乡、
童话云和、廊桥菇乡、黄帝仙都、田
园松阳、畲乡景宁等九大特色主题
大花园建设加快了丽水特色 IP的打
造，着力实现“县县有标志性项目、
有标志性工作”。

不仅如此，丽水还加快百山祖
国家公园、瓯江绿道、大搬快聚、浙
西南交通枢纽建设、城市有机更新、
生态产业园建设、高品位酒店群、5A
景区创建、康养小镇等九大旗帜性
工程提质升级。

在大花园核心区打造过程中，
丽水市深入实施大花园建设“1+3+
N”工程，聚力构建“国家公园”+“美
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
丽河湖、美丽田园、美丽林相、美丽
园区⋯⋯”大花园空间结构。此外，
丽水还在全国首创“三务合一”花园
邻里中心，在全省率先实施“增花添
彩”工程，编制发布 105 项大花园标
准。

下一步，我市将以更高标准、更
大力度推进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核
心区建设，深入实施瓯江源头区域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工程，创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引
领区，努力打造百山祖国家公园、瓯
江山水诗路等旗舰型典范产品，全
域开展大花园示范县创建，促进生
态环境从“绿”到“美”转变，全域建
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丽空间，
推动最优生态环境向最美花园跨
越，推动生态颜值加快向经济价值
跨越。

浙江省大花园最美核心区，从
理想照进现实。花园乡村建设，将
花园搬进了山村。为了高起点、高
标准持续深化“千万工程”，争创“花
园乡村先行地”，丽水为此打造出新
时代美丽乡村的“丽水版”——花园
乡村。

2021 年，丽水大力运用“微改
造”的“绣花”功夫推进花园乡村建
设，形成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
示范性效应。同年 9 月 23 日，我市
高质量承办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现场会，丽水市花园乡村建设
一举成为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的山区样板，为新时代美丽乡村
建设“全国看浙江、浙江怎么办？”交
出了一份高分“丽水答卷”，贡献了
一份可看、可学的丽水经验。截至
目前，全市创建认定花园乡村 208
个，其中精品村 50个。

2022 年 1 月，丽水市政府颁布
《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十四
五”规划》，《规划》由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课题
组负责撰写。

“生态环境优美化、生态环境人
本化、生态资源产业化、生态产品市
场化、生态产业高效化、生态产业品
牌化”⋯⋯在《规划》里，丽水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明晰，充分发挥市
场在生态产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让“绿水青山”真正做到可量
化、可交易、可增值、可转化、可持
续，不断拓宽着“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的转化通道。

生态丽水，树立新标杆

（上接第一版）
“干事是否有劲头、服务是否有

温度、工作是否有担当？”评委则交
给企业主、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交
给全县群众。“我们由第三方评价机
构通过走访调查企业对松阳政务环
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人文环境
等进行综合评估，对涉企服务单位
进行测评排名。”松阳县纪委监委主

要负责人表示，对县委、县政府重点
工作清单落实不力并造成严重后果
的单位、个人开展追责问责，并按照
层级管理权限，分问题严重程度、发
生次数等，由县领导进行约谈，倒逼
责任落实，成效纳入年度目标责任
制考核。

打好作风建设“组合拳”，激发
干部队伍生机活力。在 2022 年“奋

力奔跑”行动中，松阳还将建立健全
和落实落细容错免责和澄清正名机
制，突出“善谋划、敢担当、重实干、
出实效”的选人用人导向，真正让

“想干事者有舞台、能干者有平台、
干 成 事 者 有 讲 台 、不 干 事 者 请 下
台”。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重塑干
部作风能力，是现代化“田园松阳”
新征程上的一个“窗口”。“窗口”擦
亮了，风景将更靓丽，创业发展定百
花齐放、精彩蝶变。

奋力奔跑 勇猛精进

2022 年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做好脱贫人口稳岗
就业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和挑战。国家乡村振兴局明
确，2022 年将确保脱贫人口就业规
模超过 3000 万人。这 3000 万人的
就业岗位中大部分将由乡村产业
支撑和吸纳。

新春伊始，各地积极多措并举
发展乡村产业，以产业促就业，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

全面落实产业就业帮扶

“ 蜜 一 样 的 幸 福 生 活 滋 润 着
我，拉祜人纵情歌唱⋯⋯”

虎年春节，云南省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老达保村歌声嘹亮，来自全
国约 4万名游客在这里欢度假期。

澜沧县地处云南省西南边陲，
是全国 16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之一。拉祜族为直过民族，以拉祜
歌舞为特色的老达保村靠发展旅
游脱贫，如今正成为网红村寨。

“实践证明，就业是澜沧县增
加 群 众 收 入 最 有 效 、最 直 接 的 途
径，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
键性举措。”云南省澜沧县县委书
记杨中兴说，2021 年通过健全机制
促就业、提升技能保就业、培养能
人带就业、强化服务稳就业，实现
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 8.97 万人，占
全县脱贫劳动力总数的 65.07%，人
均实现劳务收入 15920 元，做到脱
贫人口就业规模稳定、劳务输出不
减，真正让脱贫劳动力“输得出、留
得住、有收入、寄得回”。

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近
日指出，当前还存在部分脱贫人口
就业稳定性不高、脱贫劳动力技能
欠缺、部分帮扶车间经营困难、公
益岗位降幅较大等问题，要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
我国确定 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并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机制，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等
措施。来自国家乡村振兴局数据
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脱贫劳
动 力 通 过 务 工 就 业 3145 万 人 ，比
2020年底增长 4.2%。其中，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劳动力务

工规模 627.5 万人，比 2020 年底增
长 5.7%。

引入企业注入源头活水

春节假期刚过，江苏省连云港
市灌南县张店镇马台村还沉浸在
节日的喜庆中。

这个春节村民王以梅过得格外
开心：“住上新房子，正好迎娶新媳
妇上门，真是双喜临门呢！”

“水、电、路样样通，旁边还有
健身广场，买东西几步路就到了。”
王以梅边介绍她家白墙黛瓦的两
层小楼，边发喜糖给乡亲们。

张店镇所在的灌南县是江苏省
12 个省内重点帮扶县之一。近年
来，当地不断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示
范社区建设步伐，大力推进农房改
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去年 6 月
底，张店镇在江苏省委驻灌南帮扶
工作队的支持下，新型社区一期工
程全部建成，146户村民入住。

安居更要乐“业”，发展才是群
众稳定增收的关键。张店镇围绕
板材、食品、机械制造等领域夯实
乡村产业，发展产业园区，在健全
产业链的同时，也为当地留守劳动
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以前一直都在外地工作，现
在年龄大了，正好到家门口的企业
工作，每个月 4000 元左右的收入，
非常满意。”今年 45 岁的丁如霞是
马台村村民，已在当地工业园区内
企业务工一年多。

丁如霞务工的这家企业，是入
驻张店镇工业园区的第一批企业，
解决了 60 多名留守劳动力的务工
问题。去年，张店镇招商引资 9 个
项目，6个投资超亿元，成为乡村振
兴“硬支撑”。张店镇党委书记周
鹏介绍：“今年计划引入更多高精
尖 企 业 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源 头 活
水。”

产业连着就业，是群众稳定增
收的重要支撑。据国家乡村振兴
局介绍，2021 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用于乡村产业的比例已达到 50%，
2022 年还将继续提高，发展壮大脱
贫地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支持帮
扶产业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
板，强化龙头带动，促进产业提档
升级。

平台经济赋能乡村产业

来自甘肃庆阳的白玮曾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4 年来通过在北京做
一名外卖平台骑手实现稳定脱贫，

“上班灵活 ，收入稳定 ，平均每月
8000 多元，可以负担两个孩子的生
活费、老人的医药费”。

算法派单，线上接单，线下干
活⋯⋯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乡
村振兴，推动城乡之间资源、机会
等均等化发展。美团数据显示，脱
贫攻坚期间，累计近 60万名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成为平台骑手实现
就业增收。

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折射出巩
固 脱 贫 、推 进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新 动
能 。 截 至 目 前 ，国 家 级 电 商 平 台

“832 平台”累计销售 832 个脱贫县
农产品超过 200亿元，帮助 230万农
户巩固脱贫成果。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
向。不久前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
行动计划（2022—2025 年）》，从数
字基础设施升级行动、智慧农业创
新发展行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行
动等 8个方面进行部署。

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带来全新
的发展方式，促进传统农业生产、经
营、交易的数字化转型。2022年，各
大平台加速布局乡村产业，拓宽脱
贫群众就业渠道，促进稳定增收。

在源头生产端，平台利用大数
据探索推进农产品分级标准，推动
农产品品牌化发展，提高农产品附
加值；在农村创业者培训方面，实
施“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目前该
项目在全国 30 个省份培训了超过
100 名乡村创业者，带动乡村上百
万人增收和就业；在乡村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平台设立县域互联
网就业岗位，引入数字经济产业，
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

农村电商、移动社交、数字娱
乐⋯⋯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为乡村
振兴带来全新的发展方式和治理
方式。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王炳坤
（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新生活新起点上接续奋斗
——各地稳产业促就业巩固脱贫成果观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2 月 18 日 ，游 人
在重庆市北碚区澄江
镇五一村欣赏盛开的
樱花。

早春时节，重庆
市北碚区五一村的樱
花陆续绽放，吸引游
客到此踏青赏花。近
年来，北碚区积极推
进农旅融合，促进农
村特色产业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