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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浙”五年·迎接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特别报道

良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专访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郎文荣

本报记者 郑亚丽 见习记者 胡静漪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
和率先实践地，过去五年，浙江在生态文明建
设上先行示范，不断开辟美丽浙江新境界。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上下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实施生态文明
示范创建行动计划为总抓手，高标准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高质量建设美丽浙江，绿水青
山已然成为浙江靓丽的金名片，良好生态环
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日，省生态环
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郎文荣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说。

细数过去五年，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
显著成效——“五水共治”成为全国治水典范，
空气质量在全国重点区域率先达标，率先在全
国开展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系统推进八大水
系和近岸海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十年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全省地表水省控
断面Ⅰ—Ⅲ类比例达 95.2%，创历史新高；设
区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4 微克/立方米，比
2016年降低36.8%，持续领跑长三角。

生态文明治理改革领跑全国。浙江坚持
多跨协同整体智治，在全国率先一体化推进生
态环保数字化改革，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无废
城市”数字化改革试点省。此外，还构建完备
的绿色考核体系，出台实施全国首个河长制地
方性法规，率先在全省域范围和跨省流域实施
生态补偿。“三线一单”分区管控、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环境问题发现机制等一批生态文
明制度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美丽浙江的知名度影响力明显提升。郎
文荣介绍，浙江在全国建成首个生态省，率先
发布省域美丽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千万工
程”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还在 2019 年成功
承办联合国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这些含

金量满满的荣誉和实践，都极大提升了美丽浙
江的知名度。截至 2021 年底，浙江累计建成
35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0 个“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数量居全国
第一。

今后五年，是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攻
坚期、重大机遇期。郎文荣表示，将对标“重要
窗口”目标定位，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先行
示范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体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为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先
行提供有力支撑，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
的色彩。

积极稳妥降碳。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创新示范建设，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
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扩大可再
生能源、生态系统碳汇等碳减排项目储备。同
时深化“碳账户”应用，推进碳排放监测，坚持

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系统科学减污。把数字化改革作为提升

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推进高水平保护的根本出
路和关键一招，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
协同治理，积极破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在较高水平上持续
改善。

全面推进扩绿。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一体保护，以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为重
点，推进河湖生态缓冲带建设、“美丽海湾”保
护建设。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
制度，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推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快提质增长。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引导、
倒逼效应，优化环境资源要素，全面拓宽生态
促共富路径，推动生态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经
济社会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与共同富裕更加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019 年，位于丽水市遂昌县大柘镇的大田村，发
布了全国首个村级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报
告：2018 年，大田村 GEP 约为 1.6 亿元。这让村民们
颇为惊喜：原来身边的山、田、林、水甚至空气都有
价值。

“有了 GEP 核算，就知道我们村的生态资源开发
优势和不足在哪里，未来发展更加有的放矢。”村干部
表示，如今村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自觉性更高了。

浙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从早
年间安吉余村关停矿山、发展旅游，人们就意识到了生
态本身就是经济，再到如今的 GEP 核算，浙江在探索

“两山”转化的道路上没有止步。
2020 年 10 月，在丽水市域 GEP 核算的经验基础

上，浙江发布全国首部省级 GEP 核算标准，通过确定
核算地域范围、明确生态系统分布、编制生态产品清单
等步骤，就能算出绿水青山的“价格”。

有了GEP这把“绿色标尺”，不少生态好的地方迎
来了新发展。今年初，衢州市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未来
乡村从开化农商银行拿到了“绿金相伴”贷款 150 万
元，这也是衢州市发放的首笔 GEP 贷款。原来，经过
对生态系统的全面核算，下淤 975 亩山林的评估价值
约为 0.2 亿元，折算成贷款额度就是 150 万元，这为该
村发展旅游缓解了资金压力。

GEP 核算标准，进一步打开了浙江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本报记者 郑亚丽 钱关键）

GEP核算标准
为绿水青山“定价”

近日，长兴县供电公司碳效工程师来到长兴东洋
利达耐磨有限公司，为企业用能改造“把脉问诊”。

此前，企业负责人通过“浙里办—企业码”模块，
查询到企业碳效等级为 4 级，能耗水平相较业内领先
企业有一定差距。经过现场勘查，碳效工程师为企
业量身制定改造方案，预计企业碳排放量将下降
20%，每年节省用能成本 26 万元。这一脱胎于长兴

“能源碳效码”的大数据应用让企业减碳找得到依据、
看得见成果。

去年以来，全省范围内涌现出一批“碳均论英
雄”基层实践。在衢州，1325 家规上工业企业都有了
专属碳账户，通过企业内百余个采集器，每道工序的
碳排放量都有据可依。如今，从工业拓展到农业、建
筑、居民生活等领域，全市 234.2 万个碳账户贯穿生
产端到消费端；“工业减碳贷”“碳融通”等 40 个碳金
融产品应运而生，通过差别化的财政金融政策激励
企业转型。

去年以来，浙江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能耗在5000
吨标煤以上的1635家重点企业碳账户。

在碳账户等数据应用的帮助下，不少企业实现了
绿色转型。据测算，去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下降5.8%。其中，千吨以上和重点监测用能
企业能源消费量分别增长 3.7%和 3.1%，而单位增加
值能耗则分别下降6.7%和6.9%。

（见习记者 胡静漪 通讯员 汤天承）

“碳账户”

让绿色低碳转型有据可依

如果要用一种颜色形容浙江，那一定是绿
色。这个代表勃勃生机、令人向往的美好词
语，正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2019 年，一个消息振奋人心：浙江通过国
家生态省建设试点验收，建成全国首个生态
省。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
地，16 年来浙江一以贯之，把绿水青山建得更
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站在生态省的新起点，浙江对生态的追逐
有了更高境界——从关注环境治理到聚焦生
态本身，从产业集约发展到考核绿色低碳，从

“两山”转化初阶到探索出制度保障新路径。
绿色发展的魅力曲线勾勒得越发饱满，这片
土地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窗口。

生态环境向“绿”

放眼浙江，绿水青山，一片盎然。改善生
态环境，有止境吗？

这里的清新空气，已是标配。经过三年攻
坚，2020 年浙江高水平完成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设区城市首次实现 PM2.5 浓度达到
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过渡时期第二阶段目
标（25 微克/立方米）。去年，这一数据再次刷
新，11 个设区城市 PM2.5 年平均浓度为 24 微
克/立方米，远低于全国 30 微克/立方米的水
平，领跑长三角地区。

这里的河流湖泊，越发养眼。走进杭州市
上城区钱江新城高端商务区，穿过一座座高楼
后眼前豁然开朗，小桥流水、葱茏掩翠，宛若

“世外桃源”，这是 2021 年获评的浙江省级“美
丽河湖”新塘河。自开展“五水共治”以来，浙
江的城市黑臭水体清零，截至去年底，省控断
面Ⅰ—Ⅲ类水质占比95.2%。

在生态保护这门功课上，浙江无疑是个尖
子生。2018 年浙江凭借“千万工程”捧回联合
国“地球卫士奖”；2019 年建成全国首个生态
省，在全国 15 个生态省试点创建中，浙江是全
国首个和唯一一个通过国家验收的省份。不
过，浙江对生态保护的追求，永无止境。

在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塘家琪村的水塘，水
清岸绿。人们通过“水下森林”纯生态治水技
术，构建以“沉水植物、微生物、底栖生物、浮游
生物和鱼虾类”为食物链结构的水生态平衡系
统，让水环境回归“自然”。

“浙江的环境治理已经从污染防治向生
态保护和修复升级。”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
责人表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这要求
浙江要从系统和全局的角度寻求新的治理
之道。

一系列举措更加“精致”。2021 年，浙江
发布《浙江省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生态修复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八大水系生物本底调查在全国率先开展；全省
推进 29 个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目
前已经发现 5 个全球新物种，磐安还率全国之
先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试点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浙江渐入佳境。

产业发展趋“绿”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问题，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浙江率先探索出一条经
济转型升级、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持续改善、城
乡均衡和谐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沿着绿色高质量的发展脉络，浙江试着把
全国环境执法最严省份的“狠劲”，延伸到相关
产业。

去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建立能耗在 5000
吨标煤以上的 1635 家重点企业碳账户，开展
九大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评价试点，同时
严格规范“两高”项目环境准入，否决“两高”项
目环评文件39个。

“碳均论英雄”，这不光是一个宏大的目
标，更需要摸着石头——衢州碳账户、湖州“碳
效码”、杭州“双碳大脑”⋯⋯这些用大数据工
具为用能单位碳排放护航的基层实践，试图成
为推动区域低碳转型的引力场；10个省级绿色
低碳工业园区、100 家省级绿色低碳工厂推进
改造，首批 24 个省级低（零）碳乡镇（街道）、
200 个村（社区）试点投入建设，为浙江区域低
碳发展摸索探路。

数据显示，去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
加值能耗下降 5.8%。其中，千吨以上和重点
监测用能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分别下降 6.7%
和6.9%，低碳发展之路初见成效。

向未来，绿色低碳之路如何走好走稳？

去年 12 月，浙江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
施意见》，提出以数字化改革撬动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从顶层擘画出减污降碳
全景图。

夜幕降临，“大莲花”在钱塘江畔点亮，熠
熠生辉。眼下杭州亚运场馆已全部建成，并实
现 100%绿色电力供应，杭州亚运会也将成为
首届碳中和亚运会。

这是浙江绿色动能崛起的底气。作为新
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浙江积极优化能源结
构，推动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去年我省新能
源新增装机容量 555 万千瓦，装机容量占比提
高28.6个百分点，为产业发展蓄积起源源不断
的绿色动能，浙江的绿色发展，一路孕育，一路
向前。

“两山”转化逐“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还能
如何进一步拓宽？

5月的遂昌县三归湿地，青山环抱、满目皆
翠，“五一”期间，这里成了当地最热门的“网红
打卡地”，露营、野炊等活动不断，日接待量突
破 1500 人次。而六年前，这里还是一处“脏乱
差”的大型制砂场。

在浙江，好风景带来好钱景的故事，已稀
松平常。2020 年浙江累计创建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 60 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开展乡村旅游的
村达4976个，好生态成为乡村发展引流器。

进一步拓宽“两山”转化通道，浙江又有新
突破。

2020 年 10 月，浙江发布全国首部省级
GEP核算标准，通过对生态产品价值的量化评
估，山山水水有了明确“价格”。

基于此，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获得当地
首笔 6 亿元 GEP 贷综合授信，景区提升、茶园
建设等项目有了源头活水；景宁县大均乡、遂
昌县大田村等地，以 GEP 核算报告为依据，森
林、空气等“入股”研学、农旅项目，绿水青山利
用方式迎来新变革。

为进一步推动“两山”转化，今年初，浙江
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
实施意见》，为“两山”转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今后，浙江将着力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生态富民惠民，助力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全国建立健全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了省域范例。

“两山”转化的路径从来不是一成不变
的，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安
吉余村，“两山”转化之路再次升级。今年初，
余村人做了一笔破天荒的生意，对村里 6000
亩竹林碳汇进行交易，按照当下每吨五六十
元的碳汇市场价，收益不容小觑。

这也是生态省的潜力所在——生态本身
就是一种经济，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你。

这些生动的“两山”故事，激发出浙江人
的行动自觉。在浙江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
十连升中，全国首个生态省的无穷潜力，令
人期待！

全国首个生态省的绿色潜力
本报记者 郑亚丽 见习记者 胡静漪

全国各地的游客到安吉余村参观学习。拍友 殷兴华 摄

遂昌县三归湿地经过整治建设，实现了华丽蜕变，成为
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拍友 章建辉 摄

遂昌县三归湿地经过整治建设，实现了华丽蜕变，成为
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拍友 章建辉 摄

浙江明旺乳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APP了解企
业用能、碳排放情况。 衢州市碳账户建设专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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