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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临南太湖，西倚天目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了长兴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而当迈入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高

质量发展的考卷，长兴再次执起“绿色”之笔。

近年来，长兴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坚持生态立县不动摇，连续开展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攻坚行动，大力发

展美丽经济，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文明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等多项荣誉，

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描绘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新篇章。

站在奋力实现“两个先行”的征程
上，如何打造“美丽浙江”建设新样
本？长兴执着探索。

这几天，湖州气温骤降，位于长兴
的省级扬子鳄自然保护区的扬子鳄都
进入冬眠状态。饲养员告诉笔者：“我
们会为室外的鳄鱼洞穴铺盖稻草，在
越冬室内用取暖器增温，让扬子鳄安
然越冬。”扬子鳄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与“金钉子”地质遗迹、古银
杏并称为长兴的“古生态三绝”。早在
1979 年，长兴县泗安镇尹家边村民自
发将 11 条扬子鳄送进“上八亩”池塘，
以竹篱笆围墙进行就地保护。历经40
余年发展，村级保护区上升为省级保
护区，扬子鳄种群数量也从 11 条增加
至 9000 余条。为了更好地实现野生
种群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区启动了野
外放归工程，还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展
了系列研究工作，开发建设了一套针
对扬子鳄的环境检测与行为感知系
统。

保护生物多样性，既要聚焦濒危
野生动物等重点族群，更要为动植物
生存繁衍留足自然空间。近年来，长

兴组织实施了太湖沿岸湿地生态修
复、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湖图影湿
地文化园等六大生物多样性保护项
目。目前，长兴全县湿地鸟类由 2010
年的 58 种增加到 112 种，有维管束植
物128科530种，国家重点保护及省级
保护植物共计 11 种，扬子鳄自然保护
区荣获“美丽浙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十
佳特色案例”。

于长兴而言，从顶层设计层面谋
划“植绿”“扩绿”，只是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第一步，重点还在于激发
广大民众投身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

“平时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不向
河道、窨井乱扔垃圾乱扔杂物，节约用
水，这些都是在参与‘五水共治’⋯⋯”
在和平镇便民桥村，党员干部志愿者正
与和平镇退役军人护水志愿队一起挨
家挨户地向村民宣讲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还教村民怎样正确分类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一种新风
尚，也是维护好美丽乡村、美丽城镇的
时代要求。然而在落地过程中，不免
会出现标准不一、意识不强等问题。

2021 年，长兴颁布实施《城镇住
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四定”
建设与管理规范》全国首个
垃圾分类地方标准，从基
本原则、建设要求、管理
要求、长效管理等难点问
题入手，提出解决办法
和规范要求，并将长兴
县垃圾分类智慧管理平
台、积分制、点长制等长
兴特色亮点纳入规范。“为
县域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提供了翔实可操作的技术
要求，也为浙江乃至全国垃圾分
类相关标准制定提供了‘长兴做
法’。”省分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扎实构建绿色生态屏障到强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持续推进美丽乡
村、美丽城镇建设到全方位推动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长兴始终沿着“巩
固、提升、创新”的脉络，在生态保护上
先行示范。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
村庄、绿色社区⋯⋯一个个绿色细胞
被激活，为县域肌体的健康发展注入
持续活力。

生态保护，增添和谐共生亮色

随着“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
低碳发展”不断被写进从中央到

地方的各项纲领性文件，发
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刻不

容缓。长兴大力推进
以生态农业、生态工
业、生态服务业为重
点 的 生 态 经 济 建
设，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

铅 蓄 电 池 产 业
作为长兴的支柱产业

之一，曾经“低、小、散”
的产业布局和粗放式管

理模式，破坏了生态环境，
也严重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

展。长兴从根源上发动绿色变革，引
导行业进行系统性重塑：

推广绿色智能制造，依托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探索创新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模
式，着力提升工艺装备绿色化、清洁化
水平；打造绿色循环产业链，形成涵盖
上游原材料，下游汽车应用、关键零部
件制造、能源“互联网+”的完整产业链
闭环；发展绿色高新技术，鼓励企业自
主创新，强化产学研合作，研发推广应
用了一大批蓄电池绿色生产、回收利用
的先进技术⋯⋯

令人欣喜的是，产业绿色化转型不
仅给当地环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催生了新业态、新动能、新模式，大幅
增强了产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生命
力。转型以来，蓄电池产业年产值提高
了 12 倍，2022 年前三季度，新能源规
上企业产值近159亿元。

长兴是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自古
以来都是人们寻梦访古的地方。立足
当下，如何将“人文牌”与“生态牌”相结
合，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新鲜感、体验感、
回头率，是当前做强“旅游+”的一大着
重点。

紧紧围绕建设“长三角滨湖文化集
群”“长三角休闲旅游首选区”和“省文
旅融合改革试验区”三大目标，长兴积
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龙之
梦、八都岕、唐潮十二坊等亮点工程，一
次又一次带给游客惊喜。近几年来，来
长游客年均增长 17.56%，旅游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上升到 9.82%，行业
发展韧性十足。

生态旅游不仅做大了县域经济“大
蛋糕”，更实实在在惠及一方百姓。在
广袤山林间，各式生态旅游村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地方特产销量攀升、优质项
目纷至沓来、特色民宿彰显活力，带动
了地方就业和人才返乡，好风景正源源
不断转化为好“钱”景。

从生态经济到美丽经济，从全域共
建到全域共享，在长兴，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的通道不断拓宽，经济社会
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乘数效应已然
显现。

产业转型，增进共同富裕成色走进长兴县和平镇长城村，西大
河清澈见底，河边安装了护栏和喷泉，
两岸种满了香樟、桂花和石楠。冬日
的暖阳中，游客和村民沿着绿道悠闲
漫步。

近年来，长兴纵深推进环境整治这
项系统工程，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加
力治水水更清，在全国率先创立“河长
制+检察”联动监督机制，坚持以项目
建设为抓手，完成 1134 个水体提升整
治，23个工业园区、169个居民小区、73
个商贸集聚区和 16 个乡镇全域实现污

水零直排，太湖蓝藻防控更加精准，“五
水共治”四夺全省“大禹鼎”；协同治气
天更蓝，全县 14 座在产矿山全部完成
绿色矿山创建，空气质量提前四年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创成湖州市首个省级清
新空气示范区；清废治土地更净，完成
451个农用地点位、22家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获国务院督察激励⋯⋯

金光灿灿的成绩背后，是生态环境
治理理念和能力的整体跃升。长兴将

“重大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清单”与省委

巡视反馈问题相结合，列出了生态环保
领域的“七张问题清单”，集中攻克改革
探索、环境监管、体制和能力建设等领
域的难点，持之以恒补短板、强弱项。

为贯彻落实 2022 年度全省深化
“五水共治”找寻查挖会议精神，长兴县
迅速部署行动，把“找寻查挖”专项行动
作为深化落实美丽湖州建设和“五水共
治”碧水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把破难题、强整改作为专项
行动重要一环加以攻坚，以“找寻查挖”
专项行动为主抓手，巩固提升全县水环
境质量。同时，持续引导提升公众的关
注度、参与度，形成共治、共保、共享治
水成果的良好局面。

以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为例，长兴将提升工业固体废物
处理能力纳入“双提十攻坚”“六创六
争”重要内容，第一时间成立以县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排查
工业固体废物产、收、贮、运、处情况，开
展污染防治健康体检。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
善，奠定了长兴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惠
民的坚实基础。

源头治理，擦亮碧水蓝天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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