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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行
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是着力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通道的关键路径，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丽水成为全
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
在全国率先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莲都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八年在
全国重点城市排名前十，城乡居民收入
倍差连续 5 年居山区 26 县第一。鉴于
两地地理环境、生态资源优势相似，莲
都向叙永引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全面系统推进叙永“两山”转化、生态富
民。2022 年叙永县接待游客首次突破
500万人次，服务业增加值73.3亿元。

实现生态产品价值，首先要摸清生
态资源“家底”。莲都依托丽水出台的
全国首个市级《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
办法（试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
南》，编制《叙永县 2021 年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GEP）核算报告》。经核算，
2021 年全县 GEP 为 692.82 亿元，进一
步明晰生态产品价值底数。

在浙川两地工作组的推动下，叙永
县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
国（丽水）两山学院等国内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评估权威机构、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合作，建立了“智库+GEP 核算＋
转化”合作模式，开展基于 GEP 地块级
核算的重点项目评估，为项目规划、评
估、验收等提供参考。同时建立 GDP
和 GEP 双核算、双评估、双考核机制，
试行与生态产品质量和价值相挂钩的

财政奖补机制，正面引导、正确处理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

破解“绿水青山”可量化问题，更要
破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问题。

走进叙永县龙凤镇的四川乌蒙山
雨阳油茶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现代化
生产线有序运转，这里建成了全省最大
的精炼油茶加工基地，年产 3000 吨精
炼茶。

带动油茶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是
“龙头企业+专合社+农户”一体种销模
式，叙永充分借鉴莲都区“两山合作社”
建设运营模式，在“分散化输入、集中式
输出”的经营理念上，引导农户通过土
地入股流转、联耕联种等方式，与新型
经营主体共建种植基地 9.4 万亩，实行
统一规划、整地、购苗、栽植、销售，实现
分户管理、分户受益，各类生态产品生
产效益、多方经营主体收益实现最大
化。

除了创新稳定供应链机制，还有创
新延伸产业链机制。在浙川两地工作
组的推动下，叙永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竹子研究开发中心开展合作，共同编制

《叙永县竹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延伸
竹产业发展链条。通过持续投入东西
部协作资金，提升生态农业产业能级，
如 2021 年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 700 万
元，规划建设叙永县黄坭镇竹笋加工
厂，提升竹笋产能。2022 年投入资金
270 万元，用于叙永县龙凤镇凤池村油
茶初加工产业基地，解决油茶籽烘干困
难问题。

“红绿”融合
让乡村好环境转化为发展新力量

叙永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四渡赤水
转战的重要战场，红色资源十分丰富，
莲都和叙永充分利用双方红色本底，聚
焦“红色资源”“红色文化”“红色精神”
的挖掘、传承、保护和交流，以发展红色
文旅产业为核心，积极探索“红+绿”产

业融合发展新路子，逐步构建起长征记
忆、红色文创、景观休闲、农耕娱乐等

“多位一体”的“红色+”格局。
在石厢子会议旧址听取“三个铜板”

的长征故事，到鸡鸣三省大峡谷参观“红
旗渠”的绝壁奇迹⋯⋯红色旅游景区游
人如织，叙永学习借鉴莲都区红绿融合
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做法，成功打造红色
教育研学线路（石厢子会议旧址—鸡鸣
三省大峡谷），助推“红+绿”旅游新体
验。2021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22万余
人次，辐射带动石厢子社区餐饮、堰塘村

甜橙采摘等产业发展，带动沿线群众户
均增收5000余元。

不止如此，浙川两地工作组深入挖
掘红色资源，实施石厢子彝族乡场镇内
旅游基础配套,修复红军医院和开心年
主题馆,完善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州四
渡赤水分院叙永校区教育配套建设，促
进红色文化景区提质升级、设施配套支
撑、环境优化提升“三同步”，修建文化
大礼堂等，构建全景式的长征文化主题
记忆旅游区。

让红色资源与绿色风景相得益彰
的，还有乡村抱团发展。

走进“有风来”民宿，夏可避暑、冬
能赏雪，每一扇窗外都是一幅绝美的窗
景：云海、竹影、茶山、梯田。还有一应
俱全的娱乐设施，如无边泳池、水晶桌
球台、咖啡吧、书吧、VR 观影⋯⋯“有
风来”民宿是浙川东西部协作项目之
一，是叙永县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个生动写照。同时，这里梯次分布的康
养民宿集群也正在加速成形。

民宿抱团发展只是一个缩影，叙永
充分借鉴丽水市“跨山统筹”经验，重塑
丹岩片区产业发展格局，6 个村打破村
制局限抱团发展，依托万亩茶山、万亩
梯田，挖掘文旅资源，建设茶文化博物
馆、研学广场以及茶山采摘和农耕体验
两个片区，建成泸州首个以“茶”和“稻”
为主题的研学旅行基地，研学基地吸引
大批团队前来研学。

除此之外，浙川两地工作组还充分
发挥东西部协作平台优势，高质量开展浙
商泸州“南翼”行暨招商引资推介活动，不
断激活“红绿”融合发展动能。3年来，莲
都帮扶叙永工作队引导到叙永县投资企
业6个，实际到位投资额5.77亿元，吸纳
农村劳动力就业189人。2023年投入东
西部协作资金600万元，在叙永镇红岩村
打造“万亩稻田中的田园民宿”，实现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

随着一个个兴产富民项目落地，叙
永乡村振兴画卷更加绚丽多彩。

莲都—叙永：跨越山川 共赴振兴
孙 俊 江淑珍

一个是秀山丽水·画乡莲都，一个是康养竹乡·画稿叙永，浙江省丽

水市莲都区与四川省叙永县虽相隔1800多公里，但两地地理相似，禀赋

相近，东西部协作把远隔千山万水的两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谱写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浙川“山海情”。

自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莲都援川干部、专业人才，以浙西南革命精

神践行“丽水之干”，全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工作，在项目投资、产业对接、

干部交流、劳务协作、消费帮扶等领域展现新作为，探索东西部协作的山

区经验，为浙川两地留下福泽深远的“丽水印记”。

（图片由丽水市莲都区发展和改革局提供）（（图片由丽水市莲都区发展和改革局提供图片由丽水市莲都区发展和改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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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川东西部协作项目“有风来”民宿

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拉开帷幕，丽水市从结对四川省巴中、广元2市6县调整为结对四川省泸州1市2县（叙永县和古蔺县，分别由丽水市莲都区和青田县结对，其他七县

（市）为帮扶县，共同承担部分任务）。目前丽水已派出4名干部和52名专技人才赴四川挂职，投入资金2.4亿元，实施项目60个，建成叙永油茶产业基地、古蔺稻鱼共生示范园等。

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拉开帷幕，丽水市从结对四川省巴中、广元2市6县调整为结对四川省泸州1市2县（叙永县和古蔺县，分别由丽水市莲都区和青田县结对，其他七县

（市）为帮扶县，共同承担部分任务）。目前丽水已派出4名干部和52名专技人才赴四川挂职，投入资金2.4亿元，实施项目60个，建成叙永油茶产业基地、古蔺稻鱼共生示范园等。

传承：推广农业遗产
“稻鱼共生”助力乡村振兴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首批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当地勤劳智慧的先
民面对“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客观地理
条件，创造了“以鱼肥田、以稻养鱼、鱼
粮共存”的稻鱼共生系统，迄今已有
1300多年历史。

千里之外，古蔺有着四川西南地区
保存最为完整的梯田，具有良好的稻田
养鱼基础条件。两地的结对故事，也从

“稻鱼共生”系统开始。
走进古蔺县德耀镇凤凰村，万亩梯

田，山环水绕，风吹稻浪，鱼儿在稻田里
欢快游动，绘就了一幅“稻在水中长、鱼
绕稻间游、钱粮双丰收”的乡村田园画
卷，也成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写照。

今年 6 月，青田县结对帮扶古蔺县
捐赠“青田田鱼”活动在古蔺县德耀镇
凤凰村万亩“稻鱼共生”示范园区举行。

历经两天，3000 斤活蹦乱跳的田
鱼苗跨越 2000 公里，从浙江省丽水市
青田县来到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当

天，古蔺县 70 余户村民收到了免费鱼
苗，可投放稻田约150亩。

德耀镇凤凰村村民祝兴德免费领
了45公斤田鱼苗，他算了一笔账：一亩
水稻放 10 公斤鱼苗，4 个月后，可收获
50 公斤左右的成鱼。按照目前的市场
价格，每斤田鱼可以卖到30余元，预计
一亩可增加收入3000余元。

这只是缩影，在青田县的大力支持
下，古蔺县在德耀镇凤凰村试点推广青
田稻鱼共生种养技术（联合国首批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将推行稻鱼综合种养循环发展
模式写入县委全会报告，编制《凤凰村
乡村振兴三年行动方案作战图》，共同
发力打造万亩稻鱼共生示范园区。

在推广过程中，古蔺
县引进青田稻鱼共生种
养技术，高质量建设稻
鱼共生引水工程，配套财

政资金补助，搭建数字监
管平台，建设高标准凤凰—

青田稻鱼共生示范试验田，
并在全县多个乡镇推广标准

化、规模化建设，同时还以稻鱼共
生系统为载体，将该村打造为乡村

振兴示范金名片。该案例也被浙江
省对口办作为典型案例之一报送国家
乡村振兴局。

“我们今年新建的鱼苗繁育基地已
经完工，将减低生产成本，进一步完善
稻鱼共生项目产业链，也可辐射古蔺县
周边市场。”丽水市青田县挂职干部陈
胤成说。

以“稻鱼共生”为切入点，青田将在
古蔺凤凰村建设稻米工坊暨乡村会客
厅，打造融合生产、研学、社区、驿站等
多重功能的乡村综合体，促进农文旅融
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同时
实施产业提升工程，延伸产业链条，优
化产业结构，助力古蔺稻鱼、生猪、红
梁、猕猴桃、甜橙等产业提质增效、提档
升级，全面提高青蔺两县特色产业核心
竞争力。

创新：发挥侨乡优势
爱心接力传递青田温度

青田是著名的华侨之乡，聚侨心汇
侨力，一场爱心接力持续开展。丽水市
委统战部（侨办）、丽水市侨联等 5 家单
位联合发起，制定《丽水·泸州“百名华
侨”结对“千名乌蒙山区学子”工作实施
方案》，在各国侨团内发出倡议书，丽水

“侨联天下 E 矩阵”的百余个侨团微信
群第一时间启动群接龙，侨团组队报
名、填写认捐信息。

结对工作锚定助力对口地区高质
量发展目标，资助四川叙永县和古蔺县
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助学金每人每年
2000元，连续资助5年。

结对倡议发出后，青田侨胞们纷纷
响应。季永灵是乌干达侨领，多年来热心
公益事业。“我和夫人捐助了45名学生，
除了提供助学金外，还希望为学生提供就
业等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和我一样的许
多华侨都有这样的意愿。”季永灵说。

截至目前，公益活动累计收到 530
名侨胞报名，认捐结对1271名学生。

持续开展的“百名华侨”结对“千名
乌蒙山区学子”活动，让教育帮扶更有

温度；“丽蔺帮”医疗救助基金，让医疗
救助落到实处。

青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和
目标为导向，充分利用东西部协作的机
制切实解决农村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医疗保障方面突出问题。依托

“浙丽保”全民健康补充医疗保险做法，
利用丽水市多个慈善机构捐赠的262万
元资金设立“丽蔺帮”医疗救助基金，增
强对古蔺困难群众的基础性、兜底性保
障，目前已救助65名困难群众。

坚持社会帮扶资金优先保障民生
原则，两年来，青田为古蔺提供社会帮
扶资金1000余万元。

提质：激活造血功能
多措并举开展产业协作

今年 1 月，在青田、古蔺
两地推动下，古蔺—青田进口
商品购物中心在古蔺举行揭
牌仪式。该进口商品购物中心
主要经营包括红酒、啤酒、化妆
品、日用品、母婴用品、零食休闲食
品等进口商品，让古蔺人民在家门口
即可体验到货真价实、产品丰富的平价
国外商品。

深化侨务两地合作，推动打造丽

水—泸州东西部协作侨界合作品牌，
古蔺—青田进口商品购物中心并不是
个例，青田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依托超级邻居、水美篮轻等生鲜新零
售代表企业和平台，将企业购销、电
商代销、机关单位助销同步推进。在
青田县落地青田·古蔺东西部协作消
费帮扶馆及特色酱酒展销中心，成功
举办“首届蔺州年货节暨特色产品推
介会”；在第 108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
会开设古蔺农特产品专馆，展销古蔺
农特产品，全方位、立体式推介古蔺
农特产品。精选古蔺麻辣鸡、赶黄草
等 30 多种特色农产品入驻青田侨乡
农品城，“蔺”字号农特产品品牌持续
提升，累计销售古蔺农特产品 1.02 亿
元。

让合作之路越走越宽，青田着力强
化招商引资，输送丽水在优化营商环境
上的经验做法，加强与丽水相关商会对
接，鼓励在外泸州商会回归投资兴业；
积极开展“浙商泸州‘南翼’行暨招商引
资推介活动”，43 家浙商促进会成员单
位赴古蔺开展商务考察，现场签约项目
6 个，涵盖新能源产业项目、商贸综合
体项目、文化特色村寨休闲康养项目、
酒业配套项目等。累计引进 19 家企业
落 地 入 驻 古 蔺 ，落 地 企 业 新 增 投 资
12.57亿元，带动1736名农村劳动力实
现就近就业。

青田—古蔺：千里携手情意长 共谋发展天地宽
孙 俊 朱佩洁

精诚协作，横贯东西；往来之间，富裕花开。

2021年6月，丽水市青田县与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古蔺县结缘合作，开

启了一场东西部协作的“接力长跑”。两年来，青田县将“古蔺所需”与“青

田所能”相结合，进一步深化“脱贫共抓、资源共享、市场共建、合作共赢”的

协作模式，努力出成果、出亮点、出经验，东西部协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

“青田古蔺两地在项目建设、产业协作、消费帮扶、社会帮扶等方面开

展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协作交流，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全力打造东西部协作工作升级版。”青田

县对口办主任、青田县发改局局长叶永青说。

手牵手，肩并肩，奔共富，一起走。这里有传承，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稻鱼共生”系统，助力古蔺乡村振兴；这里有创新，“百名华侨”结对“千

名乌蒙山区学子”活动、“丽蔺帮”医疗救助基金，让群众幸福感满满；这里

有提质，古蔺—青田进口商品购物中心、“浙商

泸州‘南翼’行暨招商引资推介活动”，为当地

发展积蓄强大动能。 凝聚团结“向心力”，

画好共富“同心圆”，两地共同书写东西部

协作的山区新篇章。

（（图片由青田县发展和改革局提供图片由青田县发展和改革局提供））

浙川携手组织招聘会浙川携手组织招聘会

古蔺县稻鱼共生示范基地古蔺县稻鱼共生示范基地古蔺县稻鱼共生示范基地

发展发展““稻鱼共生稻鱼共生””助推农户增收助推农户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