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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综述

开足马力 化绿成金

55月月2727日日，，浙江自然博物院浙江自然博物院，，一场主题为一场主题为““钱江之源钱江之源、、生态开化生态开化””的开化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览隆重举行的开化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览隆重举行。。这也是浙江自然博物院这也是浙江自然博物院““十四五十四五””生态系列展的首生态系列展的首
场展出场展出，，为期三个月为期三个月。。

开化开化，，是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是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吾乡山水真丹青吾乡山水真丹青，，晴川无乃窃其灵晴川无乃窃其灵””，，500500多年前多年前，，大儒王阳明在开化籍画家时俨描绘开化山水的画上题字大儒王阳明在开化籍画家时俨描绘开化山水的画上题字，，寄予开化寄予开化““天天
人合一人合一、、天人和谐天人和谐””的美好期许的美好期许，，开化山水名动江浙开化山水名动江浙。。

在这片在这片““九山半水半分田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大地上的大地上，，3636万淳朴的开化人始终深入践行万淳朴的开化人始终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理念，，扛起扛起““钱江源头筑屏障钱江源头筑屏障，，一江清水送下游一江清水送下游””的初心和使的初心和使
命命：：从从““生态立县生态立县””的振臂一呼的振臂一呼，，到国家公园的探索先行到国家公园的探索先行；；从关停从关停200200多家污染企业的多家污染企业的““壮士断腕壮士断腕””，，到近千家民宿拔地而起的到近千家民宿拔地而起的““风起云涌风起云涌””……一幅生态创建的美好画……一幅生态创建的美好画
卷正在钱江源头蔚然铺展卷正在钱江源头蔚然铺展。。

推窗见绿推窗见绿，，步步是景步步是景，，恰是恰是““绿水青山处处诗绿水青山处处诗，，金山银山目目画金山银山目目画””。。如今的开化如今的开化，，正在绿色发展大道上正在绿色发展大道上，，阔步前行阔步前行。。 记者记者 汪宇露汪宇露

转型——

守绿护水，换来绿色新机遇

蝶变——

全域旅游，拓宽共富新路径

跨越——

生态优势，成为发展新支点

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让绿水青山成为高质量
发展新支点？当下，开化正瞄准国家公园城市目标，致力打
造现代产业新高地、现代开放新门户、现代气息新图景、现
代生态新典范、现代生活新家园。

2018年底，全国首个县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中心落户开化，定期开展GEP核算，算清县域内自然资源

“家底”；2020年6月，开化启动“两山银行”改革，探索政府、
企业、村集体、村民及金融机构多方参与的协同合作模式，
带动 20多个传统村庄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蝶
变之路；2020年底，开化高规格成立生态文明委，从顶层设
计层面加强统筹协调，全面提高开化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当
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生”和“标杆地”。

“‘好空气’也能卖钱！”马金镇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邱朝贵记忆犹新，去年5月，凭借5244亩林木资源，
村里拿到 300万元“零碳相伴”森林碳汇价值质押贷款，用
于开展绿化造林等生态修复项目。这也是浙江省首笔森林
碳汇价值质押贷款。

目前，依托“两山银行”，开化已创新推出森林碳汇、清
水鱼等生态产品抵质押贷款，累计向 235户农业主体发放
贷款1.15亿元。前不久，在由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文旅网
主办的“两山银行”建设优秀案例征集中，开化“两山银行”
案例入选全国十大优秀案例。

依托好山好水，生态工业、现代农业等新业态从传统产
业中裂变出来，为山区跨越式发展注入动能。

借一江清水，开化经济开发区引来了浙江泰恒新能源
有限公司。这一由正泰集团参与投资建立的太阳能光伏高
新技术企业，2021年产值达到13亿元。“太阳能电池片生产
对空气、水质等要求极高，开化的水符合我们所需的超超纯
水要求。”该公司执行董事周沫说。投桃报李，饮水思源，企
业在提升产能产值的同时，也不断加大技改投入，努力保护
好源头山水。

近年来，开化逐步形成了以数字经济为引领，大健康产
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为主导产业的“3+1”产业体
系，走出了一条山区县生态工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2021年，开化规上工业增加值 27.14亿元，同比增长
27.4%，连续 10月保持全市第一，有机硅、糖醇两大核心产
业链总产值突破50亿元。

为了打响产业“生态牌”，近年来，开化县委、县政府高
质量打造生态农业“升级版”，先后出台一系列产业绿色发
展扶持政策，并正式启动“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让顶级
茶、身份鱼、有机蜜等开化限量版生态珍品走出大山、走进
千家万户。目前，“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共开发品牌产品
20余种，已有钱江源品牌产品 8大类 80余款，授权生产企
业及销售企业16家，今年一季度实现总销售额512.3万元。

今天的开化，行进在国家公园城市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上，不断变得更美丽、更宜居、更宜业，但不变的是，每一次
发展决择都与绿色、生态紧密相连。“绿色生态是开化最大
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我们要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努力成为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示范窗口。”
开化县委书记夏盛民表示。

大山深处，层峦叠嶂，云雾缭绕。汪树龙从
家里出发，穿过小溪，翻过后山，步行来到海拔
1200米的石耳山上，监测这里的动植物生长情
况。

这位被称为“农民科学家”的护林人，十几年
前却是个伐木工，吃的是砍树、烧炭的辛苦钱。
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能“摇身一变”，成为大山的
守护者。

在他的印象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化走
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发展路子。那
时候，依靠丰富的林业、煤炭等资源，开化大力兴
办水泥厂、造纸厂等企业，带来了一年10亿元以
上的产出效益。“半米木头是收音机，一米木头是
电视机，两米木头是拖拉机”，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但很快，因为“生态账户”透支，从钱江源流
出的水，在出开化境时，水质变成了劣五类，不仅
给当地群众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还威
胁到了下游地区人民的生活用水安全。

面对残酷现状，如何破局？1997年，开化率
先在全国开展生态示范区建设；2000年，开化率
先在全国确立并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在保
护好开化的绿水青山中谋求长远利益和永续发展。

“保护生态就是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就必须
保护生态。如果不转型，发展路子只会越走越
窄。”市生态环境局开化分局相关负责人深有感
触。当时，开化有家造纸厂，每年上缴的税收达
数百万元，但因排污不达标最终被关停。这些年
来，开化不惜代价、不遗余力“腾笼换鸟”、去黑色
GDP，先后关停污染企业 200多家、木制品加工
厂235家，否决化工及有污染项目265个，为绿水
青山筑牢生态屏障。

2003年、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到开化调研，留下了“一定要把钱江源头生态
环境保护好”等重要嘱托。20多年来，开化始终
牢记嘱托，把保护生态作为首要担当，构建三省
四县省际协作保护网，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司法护
航生态责任链条，全省率先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用最顶格的标准、最严苛
的处罚、最高效的举措，持续创优生态环境。

一次艰难的抉择、一段短暂的阵痛，开化换
来了新生的绿色机遇——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列入国家主体生态功能区，获评全国
首批“中国天然氧吧”，全国10个、长三角地区唯
一的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落户开化，成为全
省首批10个大花园典型示范建设单位之一。

如今，守绿护水成为开化人的生活习惯和自
觉行动。每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坚持了 41年，全县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60.1%提高到80.9%。

俯瞰开化地形，宛如一片舒展的树叶，蕴含勃勃生
机。一条马金溪，如同叶子的叶脉，由北向南贯穿着开
化全域。

初夏时节，音坑乡下淤未来乡村绿树成荫，不少游
客在马金溪上划船嬉戏。远处，“霞洲艺术村”一幢幢充
满田园野趣又不失现代气息的建筑，更是散发着浓厚的
艺术气息。谁能想到，20多年前，这里曾经污水横流，溪
水浑浊，村民纷纷外出打工谋生，打工收入一度占村民
收入70%以上。

昔日无人问津的小山村，如何变成了“网红打卡
点”？下淤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叶志廷坦言：生态
保护释放了巨大红利。

2014年初，下淤以“治水造景”为突破口，依托“水
清、岸绿、景美”的生态优势，对河道、村庄进行整治，建
成集亲水游玩、农事体验、户外烧烤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乐园。看准商机，在外打工多年的村民叶小平返乡办起
农家乐。“我们村美得像一幅画，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赚
钱！”叶小平乐呵呵地说，生态好了，游客随之增多，他的
农家乐年经营性收入突破两百万元。

去年10月，随着下淤未来乡村正式开村，这个拥有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国字号品牌的美丽乡村，迸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以下淤为核心，开化组建起“泛下淤”
共富联盟，带动周边的两镇九村“抱团发展”，仅去年国
庆就吸引游客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近五成。

因水而灵、因水而兴。以马金溪为主轴的百里金溪
画廊诗画风光带，不仅见证了下淤的转型发展，更映照
出开化的“绿色崛起”。目前，沿线已打造省级特色精品
村 12个、省 3A级景区村 15 个、水景观节点 30余处，诗
画风光带正逐步成长为一条“共富示范带”。

近年来，开化始终将生态富民作为首要任务，在绿
色发展上走深走实“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山转化
之路，让绿色成为开化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近日，
浙江省第二批大花园耀眼明珠名单公布，开化根宫佛国
文化旅游区成功入选，这也是继钱江源国家公园后，开
化再次有景区获此殊荣。

如今的开化，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但风景
大不一样了。随着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绿水青山引来了
全国各地游客“深呼吸”“品乡愁”，开化旅游人次和旅游
收入连续18年实现双位数增长，走出了一条“处处是风
景，处处可旅游，人人都参与，人人都受益”的全域旅游
发展之路。

在齐溪水库旁，90后小伙江建峰和家人们共同经营
着一家小有名气的农家乐，远道而来的游客最喜欢的就
是点上清水鱼这一道“当家名菜”，边吃边欣赏水库风
景。

“我们一家三代人，爷爷以伐木为生，爸爸曾网箱养
鱼，但因为破坏环境被拆除。现在，我开了农家乐，一年
有40余万元的收入。原来，美丽的绿水青山，才是真正
的财富。”江建峰的话，如一滴水，折射出生态环境的改
善给开化带来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