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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
视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的论断，强调“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近年来，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变
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牢固树立、深入践
行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
同体”的系统思想。

去年，财政部批复同意全
国 2021 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资金预算。浙江省
瓯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位
列其中，获中央资金支持 20 亿
元，为丽水市迄今获中央资金
支持数额最大单体项目，这也
让丽水开始真正探索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盘棋”治理的实践之
路，为全面建设绿水青山与共
同富裕相得益彰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丽水打下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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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修复””山水林田山水林田湖湖 ““守护守护””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
——瓯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盘棋”治理的丽水实践

2020 年，我市瓯江山水工程成功入库
中央重点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项目储备库。

2021年 2月 9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组织申报中央
财政支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 工 程 项 目 的 通 知》（财 办 资 环〔2021〕8
号），在省委省政府和省财政厅、自然资源
厅、生态环境厅的大力支持下，我市组织相
关部门立即行动、通力合作开展项目调研
和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6 月 18 日，《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1 年重
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第三批）的
通知》（财资环〔2021〕50号）下达，瓯江山水

工程顺利通过了国家三部委的竞争性评
审，在全国 29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被列入

“十四五”时期全国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十个之一。

8月23日，财政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
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进
一步修改完善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财办资环〔2021〕45号），根据文件精神，我
市紧扣“一体化”核心关键词，在坚持“总投
资不降低、绩效目标更优”的前提下，坚持

“大稳定小调整、符合中央项目实施要求、项
目有优化、程序要到位、三年能完成”的原

则，对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并按时上报。
9 月 1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高规格的瓯

江山水工程动员部署大会，要求把瓯江山
水工程作为我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全
局性、长远性、骨干性战略工程，齐心合力
圆满完成好工程任务。

10 月 18 日，市委市政府在缙云召开瓯
江山水工程第一次现场推进会，强调要进
一步落实 9 月 1 日市委市政府推进会精神，
全力推进瓯江山水工程，确保将其打造成
展示“重要窗口”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标杆项目。

10 月 20 日，自然资源部对实施方案提

出了复核意见，根据《浙江省瓯江源头区域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子项目
复核一览表》中的意见，我市立即组织相关领
域专家、部门领导和技术人员开展瓯江山水
工程实施方案研讨会，对瓯江山水工程子项
目及中央资金的实施内容进行审核和优化。
经四次修改和完善，现阶段最终确立 60个子
项目，并于 2022年 2月上报至自然资源部。

实际上，“瓯江山水工程”并不仅限于60个
子项目，“保护”和“修复”从未止步。“丽水拥有良
好的生态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加之近几年湿
地公园的生态修复和保护，营造了萤火虫重要
的栖息地。”对萤火虫颇有研究的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科技学院教授付新华对丽水九龙湿地国家
公园的湿地生态修复工作赞不绝口，“小小萤火
虫，是环境的指示性物种，对环境变化非常敏
感。满天繁星般的萤火虫，可见当地环境质量
状况良好，也说明了生态保护工作的成功。”

高标准织就“山水林田湖”综合保护网

瓯江山水工程的主线是全方位、全地
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最终目的是
让好生态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满意度。

去年 10月 26日，中国土地学会举办《土
地大讲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政策与实践》讲座，瓯江山水工程作
为唯一在建的四大实践案例之一被重点推
介，缙云茭鸭共生、青田稻鱼共生以及生态
堰坝微改造等基于自然的生态保护修复做
法，则被作为经典案例讲解。

通过瓯江山水工程项目的实施，将整体
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承载力，加快
推进丽水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以百山
祖国家公园为主体，浙江九龙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等 5个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及其
他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 22 个自然公园为
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基本建成，自然保
护地管理效能、质量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森林覆盖率、水环境
质量指标、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
平，赶超国际领先水平。

——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具引领。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的地方法规标准规
范等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物种资源信息
管理系统和信息共享平台进一步完善；自
我修复体系、就地保护体系、迁地保护体
系、“空天地”一体化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
系基本建成；外来入侵物种和生物安全监
测预警实现常态化；标准化、规范化、制度
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市域样板逐步形成，
初步实现“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的目
标，助力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区建设。

——美丽国土空间更富画意。基本建
成布局合理、覆盖城乡、功能强大的森林体
系；城乡绿道网、田间绿地等一批绿廊建设
相继完成，区域生态空间逐步实现互联互
通；“一轴、两翼、三区、四廊、五场景”的总

体空间格局架构初步形成，基本建成“国家
公园+美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
田园+美丽河湖+美丽园区”的美丽丽水空
间形态，新时代最美山水城市画卷——“丽
水山居图”初步绘就，助力美丽中国先行示
范区建设。

——创新建构高质量绿色低碳发展样
本。初步建立面向县域、乡镇、社区、园区
和企业的“零碳”试点示范体系；有力促进
浙西南山区林业碳汇、红绿融合、花园文旅
等碳普惠减排项目开发；充分发挥“浙江绿
谷”森林碳汇、绿色水电、低碳普惠等特色
优势，打造具有优质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
气候适应型城市、高质量绿色低碳发展典
型样本，在国内、省内率先实现碳中和，为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丽水样
板”。

——创建高质量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森林、湿地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逐步完善，
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持续保持领先位置，

“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成为全国
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最
佳实践地。

——培育高水平美丽生态文化。全民生
态文明教育网络体系基本建成，人民群众对
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浙西南
革命精神、山水诗画文化、瓯江流域古文明得
到进一步传承弘扬，“生态兴则文明兴”“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等生态价值理
念深入人心，全社会生态价值观念和生态文
明素养全面提升。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增进群众生态福祉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
乱飞”。在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句中，美好的
环境从来都是由多重元素组成的，有花、有
树、有群莺。今天，丽水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更应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的系统思想，下大力气推动生态环境整
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复，让美丽丽水呈现
多元之美、系统之美。

瓯江山水工程正是从系统工程和全局
角度寻求而得的新的治理之道，通过统筹
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推动生态环境
治理现代化。

瓯江山水工程实施区域为丽水全市 9
个县（市、区）瓯江流域范围，占整个瓯江流
域 总 面 积 的 73.1% ，占 丽 水 市 总 面 积 的
76.9%。项目秉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
工治理为辅的原则，聚焦“道法自然、和谐
共生，打造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实践样本”的目标，以国家公园设立标
准试验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
点建设为抓手，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
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思路，探索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因地制宜采取严格保护、

自然恢复、辅助再生（活态修复、微修复）、生
态重建等措施，实施重要生态系统及生物多
样性保护、森林生态保护修复、水生态保护修
复、土地保护修复和数字赋能智慧监管等 5
大类 60个重点项目。

项目遵循五个基本原则：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保护为主，修复为辅；统筹规划，综合
治理；问题导向，科学修复；经济合理，效益
综合。实现五个总体目标：打造重要生态系
统新示范；打造林业现代化发展新窗口；打造
水生态系统新境界；打造土地保护利用新模
式；打造生态智慧监管新体系。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