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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市牢固
树立并落实“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实现生态涵养区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
有机统一，交出了一份
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北京答卷。

区域时评

重点推荐

发展数字经济
浙江人尝到了甜头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

兰建平表示，近些年来，浙江顺应以信

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发展趋势，演

绎了从信息技术导入到信息产业发展、

再到以信息经济为第一经济形态的区

域发展范式的生动实践。

6版

□ 梁相斌 涂铭 王君璐

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密

云区、延庆区，以及昌平区和房山区

的山区部分，土地面积11,259.3平

方公里，占北京市面积的68％；2017

年常住人口266.4万人，占全市常住

人口的12.3％……这一组数字，共同

构建出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的家底。

展现北京美丽自然山水和历

史文化的典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的

引领区、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发展

示范区、首都城市的大氧吧和后花

园——这既是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的要求，也是老百姓对生态涵

养区的向往和期待。

近年来，北京市牢固树立并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实现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

展的有机统一，交出了一份实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北京答卷。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生态
涵养区的头等大事

生态涵养区是首都重要的生态

屏障和水源保护地。北京市委强

调，守护好绿水青山是生态涵养区

的头等大事。

京津风沙源治理、太行山绿

化、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百万亩造

林绿化工程、加大密云水库保护力

度……北京市近年来用“头等”力度

办“头等大事”，持续加大生态涵养力

度，让北京绿色发展保持良好势头。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2017

年，生态涵养区7区PM2.5年均浓度

多数处于50微克／立方米上下，低

于全市平均水平；森林覆盖率达到

53.25％，比全市高10.25个百分点；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5.9平方米，比

全市高60％。

金秋时节，崇山峻岭环抱的密

云水库波光潋滟，到处都是层林尽

染的美景。这处华北地区最大水

库是北京最大地表饮用水源地，10

月17日蓄水量达到25.6亿立方米，

创下了20年来的新高。

密云水库水位近年来持续上升、

屡创新高的背后，既有“南水北调”的

因素，也是密云区“上游保水、护林保

水、库区保水、依法保水、政策保水”

等多种举措持续保护的结果。

曾靠在密云水库低位运行时的

河滩地种地来勉强养家糊口的赵桂

合，现如今是水库保水大队的一员，

不仅有了稳定收入，而且随着旅游

者的增多，自家小院民俗商店的生

意也越来越红火，这让赵桂合乐得

合不拢嘴：“山变绿了，水库变美

了！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增加了收

入，老百姓打心眼里理解了总书记

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

话。保护好密云水库这盆水，就是

我的头等大事！”

让保护生态环境的“不
吃亏、能受益”

国家级传统古村落长峪城村地

处北京昌平区流村镇西北部深山

区。据村民回忆，10多年前，山上光

秃秃的，一刮风村里全是沙土。现如

今，通过植树造林，这里植被茂密，空

气新鲜，赢得昌平“小西藏”的美誉。

村民赵俊虎给新华社记者算了

一笔经济账：原本靠天吃饭，赵俊虎

家里两亩地每年收入千把块钱。退

耕还林之后，两亩地每年政府补助

5000元；护林员工资一年1万多元，

加上林权股份的收入，赵俊虎每年

收入两万元左右。

赵俊虎的这笔账，得益于2004

年北京市率先在全国出台的山区生

态林补偿机制：政府出资，请农民看

山护林，至今已有14个年头。

统计显示：2004 年~2017 年，

北京市对山区生态林管护员的岗位

补贴资金，累计投入 31.37 亿元；

2017 年全市 4.4 万名生态林管护

员，人均全年岗位补贴收入 7656

元；2010年~2017年，全市对1000

多万亩生态公益林给予生态补偿金

累计37.64亿元，补偿资金最高的村

人均达到1.4万元。

除了让老百姓通过看山、护林、

保水等实现就业，北京市还对从事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的企业

进行鼓励支持，在绿色金融、优惠政

策等方面给予保障。这些都是为了

一个目的——让保护生态环境的不

吃亏、能受益。

把生态涵养区建成宜居
宜业宜游的绿色发展示范区

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

生态涵养区去掉了“发展”二字。提

法之变，是不是意味着生态涵养区

就不要“发展”了？

对此，北京市鲜明地给出了答

案：生态涵养区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

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不考核GDP，不

是不要GDP，而是要绿色GDP，要建

设成为绿色发展的示范区。

森林覆盖率67.9％，城区绿化覆

盖率52.09％，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20.77平方米……10月15日，依

靠这样的成绩，平谷区成为北京首

个入选“国家森林城市”的区，而借

助举办2020年世界休闲大会契机，

平谷区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延庆妫水河畔，2019年北京世

园会场馆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世

园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给延庆区

带来全新发展机遇：在生态环境持

续优化的同时，冰雪体育、园艺产业

空间布局进一步落实，416家冰雪体

育企业和3952家园艺企业带动区域

经济持续增长。

立足生态承载能力和资源禀

赋，紧抓中心城区疏解机遇，生态涵

养区正在构建符合自身功能定位的

高精尖经济结构。门头沟区围绕历

史村落资源和京西古道品牌，着力

打造文化旅游康养和户外运动产

业；怀柔区围绕怀柔科学城、雁栖湖

国际会都建设，发展绿色创新引领

的高端科技文化；房山区统筹历史

文化和地质遗迹资源，发展国际旅

游休闲产业……

北京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说，下

一步，围绕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

生态涵养区将进一步承接和补充绿色

发展的功能和产业，提高发展质量。

“北京生态涵养区实现了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

京华大地上的生动实践。”国家发

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李忠说。

蔬果种植
盘活城郊农村经济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

稻地镇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规模化

发展绿色无公害蔬果种植，盘活了

城郊接合部农村经济。据介绍，目

前该镇绿色无公害蔬果种植面积

已达2.9万亩。图为唐山市路南区

稻地镇的菜农在收获红萝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 周 楠 段羡菊

在外漂泊了20年的张后芳，今

年终于决定留在家里。站在高高的

茶山上，俯瞰这个湘西的小山村，感

到既陌生又熟悉。

漫山遍野不再荒芜，村里村外不

再冷清。从山上走下来，绿油油的茶

园生机勃勃，新盖的砖房宽敞明亮，

家家户户透着烟火气。热情的邻居

招呼进去喝杯小酒，聊聊家常，说说

今年的茶叶收成。张后芳很知足，

“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这种感觉，踏实

又幸福！”

变化，是从一片茶叶开始的。

张后芳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村

民。过去很多年，村民在贫瘠缺水的

山地种植水稻，收成不佳，到青黄不

接的季节，还要买米吃。在山上种点

橘子，汗流浃背挑到集市上，也卖不

了几个钱。为了生计，村里青壮年劳

动力能出去务工的都出去了，留下老

人和孩子，了无生气。

2012年开始，这个州推进“一人

一亩茶园”脱贫计划：农户开发一亩

“黄金茶”，政府无偿提供茶苗2500

株，每亩给开沟、深翻、稻田开发、肥

料等奖励补助1600元。加上致富能

人带动，全村3年发展了6000亩“黄

金茶”，成立专业合作社，打开了市场

销路。

每年采春茶时，来购买茶叶的客

商络绎不绝，村口堵得水泄不通。村

民的腰包越来越鼓，人均年纯收入从

不足1000元增长到了8300元。一

大批70后、80后甚至90后返回家

乡，留在村里种茶销茶，共享产业发

展的丰硕成果。

在外务工多年的张后芳去年回

到家，试探着种了15亩茶叶，做好了

来年再外出的两手准备。今年采完

春茶，他一算账，赚了5万元，抵得上

过去一年的打工收入。“不出去了，家

里能赚到钱，谁不想留下来啊！”

对于湖南这个有着“芙蓉国”美

称、山区面积众多的农业大省来说，

广大农村地区多年来缺少富民产业，

挣不到钱，留不住人。

由此，近年来湖南省做出了“一

县一特”产业发展决策，并确定了粮

食、畜禽、蔬菜、茶叶、水果、水产、油

茶、油菜、中药材、竹木等十大特色优

势产业，从政策、资金、项目等全方位

予以支持，要给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造血壮骨”。光是为了引导鼓励龙

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积极发展特色

产业、带动农户脱贫，湖南省财政就

投入扶贫资金15亿元。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袁延文

告诉新华社记者，“产业扶贫是脱贫

减贫的治本之策，产业兴旺是乡村振

兴的基础，必须全力抓好产业扶贫。”

近年来，产业发展促进脱贫，促进乡

村振兴，在湖南越来越多地方显现出

成效。

潭田村是新田县的乡村振兴示

范点之一。村干部乐茂介绍说，之所

以能成为示范点，跟村里有富硒大豆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关系

紧密。

深秋时节，走进园区，只见不少

农户正在田间忙碌。44岁的贫困户

乐志平忙得不亦乐乎，他家里4口人

就有3人患残疾，以前经常要靠社会

救助。自从当地政府创建了这个大

豆示范园，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发展富硒大豆产业后，村

民以地入股，又在园区务工。乐志平

去年保底分红加务工工资收入达3

万元，一举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没有稳固的富民产业，村民就没

有稳定收入，只能外出务工，乡村振

兴就无从谈起。乐茂介绍说，以前半

个村的人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留下

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一大堆，

村里几乎没有公共活动，毫无生机。

现在家门口有了产业，越来越多年轻

人回到村里，新的村规民约建立起来

了，各类乡风文明活动也多起来了。

前不久，村里还自发组织了重阳节敬

老文艺演出，老少齐聚一堂，村庄焕

发了久违的活力。

湖南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告诉

记者，自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全省通

过产业扶贫直接帮助220万左右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产业

强了，穷根就拔掉了，乡村的造血

机制就有了，离乡村振兴也就越来

越近了。”

把城乡区域发展
短板变成“潜力板”
□ 田卜拉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

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坚持辩证思

维，转变观念，努力把短板变成‘潜力

板’。”在广东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对当地干部的一番话，既实事求是地指

出了广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又体

现了他对广东这片改革热土再续辉煌

的殷切期盼。城乡协调是否发展，不仅

是广东前行的“必答题”，也是各地必须

面对的“风险题”。

40 年来，中国城镇人口增长近四

倍，城镇化率由 1978 年的 17.9%提高到

2017 年的 58.5%，城市化历程与改革开

放同步，与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相伴。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逐步推进，建立农村社保体系，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扶贫开发垒，让城

乡二元差距、工农业剪刀差不断缩小。

但同时要看到，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依然

差距明显，农村社会治理、土地制度有

待完善，农村空心化、“三留守”等问题

仍较为突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中，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当前我国最突出

的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最突

出的不充分。

农村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从提供

工业原料，到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农

村、农业助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当

“城市奇迹”屡创佳话，城乡协调发展更

应是必然。广大农村，不仅是我们发展

的底牌，也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纵深和

内涵。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村美起来，

让农民富起来，既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

初心，也是全体人民的美好期盼。

“唱和如一、宫商协调”，协调是城

乡协同发展的节奏。在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中，首次提出“构建乡村振兴

新格局”，就是要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

城镇化双轮驱动，让城市与农村协调发

展。有人认为：只要搞好城市化，农村问

题就迎刃而解。从城市支持农村、工业

反哺农业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

展不是从城市本位对乡村进行统筹，而

是彼此依存、共生共荣。所以在行动上，

一方面要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在

城乡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实现均等化，另

一方面则要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

等交换，实现人才、资金、技术市场一体

化，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

近年来，农村电商、乡村旅游拓宽

了农业的空间；“农民丰收节”的火爆见

证着乡土文化的活力；杂交稻亩产纪录

连连打破，科技力量使“中国饭碗”越端

越牢；2017 年全国返乡创业人员超过

740万，“燕归来”的热潮彰显了农村发展

的潜力。这些现象启示我们，“三农”事

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还需增

强内生动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变革城乡

二元结构体制，打破制度藩篱，从产业发

展、人才支撑、环境改善等方面打出“组

合拳”，立住产业，留住人才，保住环境，

进一步激发城乡协调发展的活力。

“如果一边是越来越发达的城市，

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不能算

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三农”问题是

重点和难点。我们既要补齐农村短板，

更要以城乡一体的全局观念，变短板为

潜力板，让城市发展更上层楼，让乡村

故土重焕生机。

“ 芙 蓉 国 ” 里 尽 朝 晖
湖南农村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带来山乡巨变

实现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
—— 北京更高质量保护生态涵养区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