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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守牢美丽家底 持续“生态领跑”
李世超 章 婧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盛夏，从空中俯瞰安吉，青山滴翠，碧水含情，入目皆是美景。作为湖州乃至全省生态禀赋最优的板块之一，安吉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以高质量建设国际化绿色山水美好城市为目标，统筹做好治污、添绿、留白3篇文章，筑牢美丽安吉的生态基底。

以绿为伴，向美而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安吉倾力护美绿水青山，用智慧与担当创造了一个个“第一”“首个”“试点”“示范”，也用

一项项创新制度、一次次探索实践，在迈向绿色低碳共富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今天的安吉，这样一份美好仍在延续和发展。

6 月中旬，太湖中的白鱼成群结队
地沿着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到水质良
好、水草丰茂的西苕溪河道中聚集产
卵。

“水面上都是鱼，从来没见过，场面
很壮观。”在西苕溪上“漂”了近 40 年，
亲眼见证大规模白鱼洄游的护渔志愿
者高春忠喜不自胜。

白鱼洄游，折射出西苕溪生态系统
状态渐入佳境。近年来，安吉积极探索
西苕溪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同时，严格落实重点水域禁渔管理制
度，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水生生物多样

性及水域环境监测等，实现了流域
水环境质量稳中有升，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
今年，安吉发起成立黄

浦江源生态保护基金，通过
财政保障、市场调节、社会
捐赠等渠道募集资金，专项
用于生态保护、生态补偿
等领域。据了解，基金按照
补偿有重点、聚焦有难点的
原则进行使用，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对产业发展帮扶、流

域生态保护、生态移民安置、耕
地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污水固废高效处
置等12个方面进行补偿。

比如在均衡发展综合补偿方面，探

索以乡镇（街道）GEP 年度测算结果为
重要指标，综合考虑生态效益外溢性、
生态功能重要性等因素，实施差异化考
核奖补；在完善耕地生态保护补偿方
面，结合规模种粮补贴、“非粮化”整治
等工作探索开展水稻湿地补偿，引导农
户扩大水稻种植面积，进一步发挥水稻
田湿地生态功能等。

西苕溪作为安吉境内最大水系，开
展流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对保
护太湖水质、改善安吉生态环境都具有
重要意义。为持续推动西苕溪保护，首
期黄浦江源生态保护基金 4.8 亿元中，
涉及西苕溪水域水质的保护就超过了2
亿元。

“生产方面的生态保护补偿以产业
发展帮扶补偿为重点。”安吉县委生态
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以“两山
银行”和“强村公司”为依托，支持生态
保护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建设共富产业
园，对项目启动、发展制定配套补偿政
策。

报福镇因此受益匪浅，“今年通过
‘两山银行’转化了 8 个项目，新建、提
升60家民宿，注册露营企业12家，村民
户均增收0.5万元。”报福镇相关负责人
说。

据悉，在现行纵向生态补偿体系的
基础上，安吉还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今年，安吉与德清就

跨区域生态保护补偿达成一致，实现市
内跨区域横向补偿全覆盖。其中，位于
德清对河口水库上游的昌硕街道石鹰
村收到了德清 63 万余元的跨区域优化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

“这笔钱我们将继续用于开展水污
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饮用水源地保
护等工作。”石鹰村党支部书记何丽燕
说，这两年村里先后关停了 6 家竹拉丝
厂，全面完成农村生活污水纳管处理，
建立了 24 小时水质监测站，同时常态
化开展垃圾分类、“河长制”等工作，不

仅保护了流域的生态环境，也提升了村
庄环境。

跨区域联防共治，是安吉构建多元
化、立体式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又一创
新探索。

“实施好横向和纵向生态补偿机
制，就是让污染治理从‘各自为政’变为

‘同舟共济’，形成‘保护者得利、受益者
付费’良性互动的局面。”湖州市生态环
境局安吉分局相关负责人说，这既是生
态补偿的价值所在，也是生态文明建设

“一盘棋”的生动实践。

完善生态补偿 共护绿水青山

水清岸绿，美如画卷。今日之安
吉，俨然一座大花园。

有这样一道风景，常被大家赞不绝
口：乘船从西苕溪安吉出境口逆流而
上，远望，青山明媚，绿水延绵，天光云
影共徘徊；近看，高楼倒影，随波摇曳，
令人心旷神怡。泛舟之上，你忍不住就
会想起安吉百姓常说起的一句话：安吉
美不美，看看流出境的水。

数据显示，近年来，安吉的生态环
境持续优化，地表水、饮用水、出境水达
标率均为 100%，国控断面水质一直保
持在Ⅱ类以上；PM2.5 从每立方米 37
微克下降到 27 微克，空气优良率常年
全市第一；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率长
期稳定在 70%以上⋯⋯这些数字的背
后，足以窥见安吉对美好宜居环境持之
以恒的追求，生态颜值正变得越来越
美。

从城到村，由山至河，移步成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安吉，处处给人
惊喜。

西苕溪上白鹭成群，水库越冬的中
华秋沙鸭每年都如期赴约，龙王山保护
区的安吉小鲵安逸地繁衍生息⋯⋯生
态趋好，安吉大地上的生物“朋友圈”热
闹了起来。去年，安吉县率先在全省开
展了全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国土
面积仅占浙江 1.78%的安吉，能找到全
省近一半的野生动物物种，这些山野间
的“精灵”与安吉百姓共同演绎着生态
奏鸣曲。

去年，安吉还发布了全县首批生物
多样性体验地，包括安吉小鲵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中南百草原、孝丰镇夏阳村

（中华秋沙鸭迁徙地）以及孝丰镇白杨
村（生物多样性研学基地），扩大公众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增
强社会各界关心自然。今年，中南百草
园获得了市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称号。

随着这一组组数据、一抹抹绿色而
来的，是纷至沓来的赞誉。余村获评

“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安吉创成“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节水型
社会建设达标县、首批县级国家森林
城市、首个气候生态县，成为全国首
个推进自然资源综合改革试点县⋯⋯
这些都为全国各地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提供了“安吉经验”。

在现有基础上，如何推进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一直是安吉思考的
问题。

安吉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
提出，绿水青山是安吉最
具特色的自然禀赋，
也是最宝贵的财
富资源，不仅要
涵养保护好，
更要发展运
用好。

站 在
高 质 量 建
设国际化绿
色山水美好
城 市 的 新 起
点，安吉目光
长 远 而 笃 定 。
今年，安吉启动新
一轮《国家生态文明
示范县建设规划》编制，开
展“两山未来科技城”和县域风貌样
板区建设，美丽安吉建设新征程由此开
启。

安吉推进建设智慧管网“一张图”、
饮用水协同保护“一张网”、“无废小二”
等应用，搭建安吉“两山”生态空间协同
管理平台，畅通群众环境问题反馈渠
道，用数字化加持生态环境治理，全方
位守护每一寸空间。

追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没有止境。
从环境治理到生态保护和修复，表面看
是安吉保护生态的手法更细腻了，往深
层次说是安吉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
更高境界。

筑牢生态本底 持续绽放美丽
护美生态，制度管长远。
近日，安吉县生态文明督导组对溪

龙乡全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督查督导，
现场发现点位问题 14 个，并发送

交办单到溪龙乡。“乡政府成
立整改专班，明确整改措

施，对于马上可以整改
的在 24 小时内进行
整改，对于需要逐步
推进的排定方案限
期整改。”溪龙乡相
关负责人说。

一 周 后 ，溪 龙
乡将点位整改情况
书面反馈至县生态

文明督导组，通过整
改前后的图片对比可以

看出，整改效果明显。之

后，督导组对溪龙乡开展“回头看”，对
14 个点位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
查。结果显示，13个点位问题已整改完
毕，一处点位问题因工地停工的客观原
因未整改到位，督导组提出下步工作建
议。

这样的变化来源于新推出的工作
机制。今年，安吉建立“总督制度设计、
总推工作落实、总管督查评价、总揽提
炼总结”的生态文明建设“四总融合”总
体督导工作机制。根据该机制，安吉县
成立了生态文明总体督导推进领导小
组，下设 5 个督查组，围绕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转化、污染防治攻坚、“三改
一拆”、“四边三化”、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垃圾分类等各项工作开展督查。

“我们将对照省市要求和全县‘四
重’清单中与生态文明相关的内容，尤

其是围绕重点问题、疑难复杂事项，通
过例行督查、专项督查、综合督查、数字
化巡查督导等多种方式，进行督查督
办，高效推进整改。”督查督导办副主任
马贻松介绍，在总体督导工作机制下，
安吉聚力破解生态文明建设难点堵点，
推动绿色低碳共富发展。目前，督导组
已经在溪龙乡、孝丰镇、山川乡等乡镇
开展现场督导，按照一周一个乡镇的部
署安排，督导组将对全县所有乡镇（街
道）开展全覆盖督导。

生态文明建设久久为功，总体督导
机制的建立，彰显了安吉县委、县政府
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恒心和
决心。该县生态文明总体督导推进领
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说，将服务和指导融
于督查，是这项工作机制的重要特点。
接下来，将按照“一个口子”的原则，通

过“督、考、评、奖”等系列措施，对督查
中发现的问题、整改情况以及工作成效
进行排名晾晒，并进行溯源分析，推动
标本兼治，推动县域生态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

近年来，安吉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以协同科学治理为主线，
以污染防治攻坚战及各类环保督查问
题整改为抓手，生态环境领域的创新动
作不断、落地效果明显：“三长两员+法
检”协作机制，为生态保护筑牢司法屏
障；“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门协同、社
会共治”的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开启治水新篇章；生态联勤工作制，
有效破解了水库水域生态保护执法力
量薄弱、执法手段单一、部门协调难等
问题⋯⋯创新实施各项制度，安吉释放
治理能量，持续护美绿水青山。

生态总体督导 破解难点堵点

孝丰镇白杨村是山水林田孝丰镇白杨村是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示范村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示范村，，通过通过

““非粮化非粮化””整治整治，，早稻迎来丰收早稻迎来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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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梅
溪中队“蓝蜻蜓”志愿服务队在
西苕溪河畔巡河。 郭晓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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