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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雪

近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和《关于深入推进大江大河干流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国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迈入系统

性深化阶段。

2012年，皖浙两省在新安江开启

“水质对赌”，协议约定：若安徽出境水

质达标，浙江每年补偿安徽1亿元；反

之则安徽补偿浙江。这一博弈机制让

新安江跨省断面水质连续 12 年达到

Ⅱ类标准，每年向千岛湖输送70亿立

方米优质水。2025 年，《共同建设新

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协

议》正式落地，资金池扩大至10亿元，

补偿指标从单纯水质拓展到产业协

作、人才共育等六大领域。

这种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正是对最新出台政策的鲜活体现。根

据《实施方案》，长江、黄河干流将建立

统一补偿机制，每 3 年评估调整补偿

指标和资金规模，通过中央国库统一

核算省份间资金划拨。这意味着，过

去依赖地方“两两协商”的碎片化模

式，正在向“中央统筹+地方自主”的

“双层治理”体系转变。截至 2025 年

6 月，全国已建立30个跨省流域补偿

机制，江苏、福建等省份实现省内重点

流域全覆盖，生态补偿资金规模从年

均几十亿元跃升至近 3000 亿元（中

央+地方）。

尽管进展显著，跨省补偿仍面临多

重挑战。补偿标准如何科学量化始终

是核心难点。黄河流域（青海—甘肃

段）协议虽约定按水质类别计算资金，

但不同污染物的生态影响权重、上下游

发展机会成本差异等尚未完全纳入核

算。对此，《意见》提出要综合考虑保护

成本、水质收益、支付能力等因素，鼓励

引入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作为参考。

其次是监测体系的协同性。目

前，长江流域已建成1200余个水质自

动监测站，但跨省数据共享仍存在壁

垒。财政部等部门正推动建立横向

补偿管理平台，整合水质、水量、生态

等多维度数据，实现跨省断面监测“一

张网”。

此外，生态补偿与乡村振兴的衔

接也亟待加强。在新安江流域，通过

“生态美超市”“护水合作社”等创新形

式，带动沿线农户增加收入，但类似经

验仍需进一步推广。

未来，如何让“好水”真正获得

“好价”，需从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协

同发力。

一 是 强 化 顶 层 设 计 与 刚 性 约

束。国家层面需进一步出台跨省流域

横向补偿的具体操作指南与标准化框

架，明确关键环节的最低要求。探索

将重要流域生态补偿协议的缔结与执

行情况纳入相关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

考核，提升制度刚性。欧盟《水框架指

令》通过设定全流域统一的水质目标

与严格时间表，强力驱动了莱茵河等

国际河流的协同治理与成本分摊，其

刚性约束经验值得借鉴。

二是创新多元化补偿模式。突破

单一资金补偿，推广“资金补偿+产业

扶持+技术援助+人才支持”的综合补

偿体系。积极发展水权交易、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如浙江丽水的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与信贷支持

挂钩实践，为生态资源市场化提供了

路径。探索发行绿色债券、设立流域

绿色发展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

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项目。

三是深化全流域协同治理。生态

补偿不能孤立运行，需与流域空间管

控、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污染协同治理

等举措深度捆绑。建立常态化的跨省

联席会议、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

推动形成“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

共治”的流域共同体意识。

当 70 亿立方米清水从新安江奔

涌而下，当汉江两岸因生态补偿实现

产业升级，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水质的

改善，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

□ 张晨宇

新质生产力作为习近平经济思

想的创新性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

产力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新

时代用以指导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新生产力理论。深刻

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有必要深化

对“三个维度”的认识：新质生产力是

先进的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要

素；新质生产力是优化的生产力，劳动

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

与跃升是关键要素；新质生产力是绿

色的生产力，绿色发展是内在要素。

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
是“先进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的全面

升级与跃迁，是对传统生产力的承续和

超越，同时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动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要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首先应

理清新质生产力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区

别于传统生产力，明确新质生产力到

底何以为“新”、何以有“质”，探析其中

蕴含的新与旧、质与量的辩证关系。

新质生产力何为“新”？新质生产

力本质上就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

的先进生产力，是推动传统生产力与新

兴生产力融合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其

“先进性”体现在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

一之中，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必然方

向，又是历史的、动态演进的“新事物”。

新质生产力何为“质”？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根植于人类实践活动对

“质”与“量”辩证统一的深层诉求。

高新技术与高新产业的勃兴，驱动着

社会生产力体系发生内在结构性嬗

变，这一过程不仅是量变的持续累

积，而且是蕴含着质变潜能的内在演

进。随着螺旋式上升的量变进程，新

质生产力突破临界点，引发“质”的飞

跃，由此抵达一个更为高级、更具能动

性的历史阶段，生动诠释了量变与质

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科技的创新发展成为决定社会

生产力整体水平的主导因素。科技

是生产力不断“新质化”的逻辑基础，

是驱动生产力实现破旧立新的根本

动力，打破了以往单一科技主导的创

新模式，实现了多领域融合创新，促

进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同时，

新质生产力展现了科技创新对生产

关系的动态协调。科技的赋能扬弃

了依赖要素粗放投入的生产模式，驱

动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变革，催化协

作共赢的新型劳动关系，重塑劳动分

配与流通模式，为人类劳动解放提供

可能。遵循对立统一规律，科技创新

驱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催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又以其

先进性，辩证要求与之适配的生产关

系，驱动社会向更高水平跃迁。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相互

作用、相互支撑。新质生产力作为否

定性驱动力量，通过科技扬弃了传统

发展模式，重构了产业结构的动态平

衡，为高质量发展奠定现实性根基。

高质量发展则以其内在的规定性，通

过科研生态迭代、人才价值转化、基

础设施赋能等反向构建新质生产力，

持续拓展生产力变革的升级空间。

二者在“实践—否定—超越”的运动

中相互作用，彰显了历史必然性与主

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科学的辩证方法。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就要坚持因地制宜的方法论，

“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优化

劳动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只有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结

合统一才能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因

地制宜地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与优势，

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推进，带

动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要素质优：新质生产力
是“优化的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坚持整体

与部分的辩证统一，以系统思维重塑

生产要素，实现各要素的质优组合和

整体效能的新质革新。

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的基本要

素，也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活跃要

素。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逻辑中,数

字工匠超越传统工匠受生产力水平

的限制，改善执行频繁、出错率高的

实践行为，成为新质劳动者。新质劳

动者作为技术具身化的产物，超越了

传统工匠囿于生产力水平的生存困

境，其技术理性不再是异己的统治力

量，而是成为主体认知结构的延伸；

当算法逻辑内化为思维范式，体力劳

作在自动化技术赋能中升华为知识

创造，消解劳动的机械重复；人工智

能的崛起倒逼劳动者觉醒，使其从被

动执行者复归为创新主导者。劳动

者在劳动异化与主体升华的张力中，

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超越，

达成劳动与自我实现的辩证统一。

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中不可缺

少的一环，更是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互

动的媒介。劳动对象的形态随生产

力发展而发生辩证演进，从自然形态

存在的传统原料，跃迁为科技再造的

高价值新型资源。这一演进体现了

生产力驱动的双重跃迁：纵向深化表

现为对传统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形态

转变，形成可持续发展与循环再生的

清洁能源；横向融合则在于数字技术

与劳动对象的融合重构，虚拟化为可

循环再生、活态化演进（持续生成数

据、优化算法）的要素，本质性地提升

生产效能，最终实现劳动对象实体性

与虚拟性的辩证统一。

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者与劳动对

象相互作用的介质，其数字化、智能

化的新质形态是科技创新的本体论

具现。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劳动资

料向数智化转型，劳动资料重塑了生

产过程的逻辑，推动了生产从人主导

向人机协同跃迁，智能工具通过实时

数据实现局部经验到全局理性的认

识论跨越；另一方面，劳动者与劳动

资料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劳动者通

过客体化实践创造劳动资料，劳动资

料又通过主体能动性反哺解放重复

劳动、扩展个体生产力边界，最终在

工具革命与人类解放的辩证统一中

驱动新质生产力螺旋上升。

在生产力这一复杂系统中，各要

素间的紧密协作与协调发展，促进了

要素结构的合理布局，确保了生产力

系统的稳固性与可持续性，驱动了新

质生产力系统的蓬勃发展，实现了系

统整体功能超越各组成部分功能简

单叠加的效果。

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绿色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

力”，是以绿色为特质，改变传统要素

的大量投入，坚持环境友好发展模式

的生产力，体现着合经济发展目的性

与合生态发展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自近代起，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

“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将自然解构

为单向度的资源供给工具，这种工具

理性形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在本

体论层面，自然被简化为可无限征服

与使用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被异化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价

值观维度，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遮

蔽了自然内在的生态价值，使环境正

义沦为剩余价值的附庸；在方法论

上，科技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通

过技术主义加快物质生产与自然物

质循环的断裂。资本的无限增殖必

然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与整体性相

对立，展现出工业文明的深刻悖论与

历史局限。新质生产力以克服工业

文明之殇为前提，将生态效益内化为

发展的核心要求，从根本上超越了资

本对经济扩张的单一追逐，坚持生态

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强调经济效

益与生态承载力的辩证统一，加快脱

碳降耗与资源循环的生态实践。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直接动因来

自人类发展的需要。要想缓解生态危

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要建立一

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使物质变换更

加和谐有序，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创生的

初衷及其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以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核心要

义，把“人类改造自然”上升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表

现为发展生产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

为解决这一矛盾，就要运用矛盾分析

法，坚持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

一。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

旨归，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机整

体世界观；打破“生态中心主义”与“人

类中心主义”的对峙僵持，修补着“自然

的价值”与“人的价值”之间的缝隙；坚

定不移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加快人与自然从对立走向

统一，切实解决“金山银山”与“绿水青

山”之间的矛盾。

从价值尺度进行分析，既要关照人

类的生存发展要求、发挥自然资源的经

济价值，又要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维

护自然的生态价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的思想应运而生。新质生产力

将地球视为生命共同体，坚持以“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指导，打破生态利

益矛盾，实现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在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遵循

“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治理原则，在时

间和空间上都实现生态正义。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是对传统生

产力的继承创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现实动力。也只有深刻改进和把

握科技创新的先进生产力、要素质优

的优化生产力和绿色发展的生态生产

力，才能真正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健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让“好水”有“好价”

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三个维度”

□ 本报记者 崔立勇

竹排漂流、稻田摄影、田间摸鱼、

山水集市……自2019年创办以来，

大新明仕旅游度假区丰收节已经举

办了六届，成为当地的喜庆节日。丰

收节不仅展示了明仕田园的旖旎风

光和壮乡的民族风情，更通过一系列

农耕文化体验活动，使游客更加深入

地体悟农耕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明仕田园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崇左市大新县堪圩乡明仕村。该景

区副总经理李兴华告诉记者，除了传

统印象中的旅游项目，明仕田园致力

于打造集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娱乐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在不改变

农田性质的前提下，让游客在田间地

头亲近自然、感触土地。

2025广西旅游年活动正如火如

荼地进行中。广西各地积极发掘旅

游资源、丰富产品供给、培育创新业

态，催生出一个又一个文旅新热点。

以节庆吸引游客成为广西多地

发展旅游业的拿手好戏。5月18日，

中越德天（板约）跨国瀑布跨境跑暨

2025年大新半程马拉松开跑，3000

多名跑友从大新县归春河边的硕龙

口岸出发，一路领略中越边境独特的

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

2024年10月，全国乡村乒乓球

（村乒）邀请赛在百色靖西市开幕。

开幕式现场，独具壮乡特色的歌舞

节目轮番上演，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与欢呼。

“广西·凭祥中越边关旅游节”作

为凭祥市最为知名的旅游节庆品牌，

已成功举办了 30届。2024 年的旅

游节涵盖文旅、体育、经贸三大类活

动，还推出了中越边境跨国游、自驾

车跨国游、中越边关探秘游等多款旅

游产品。

“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处处是桂

林。”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

省区，也是江、海、边和谐共鸣的热

土。不满足于将白天的美景呈现给游

客，广西多地进一步将夜晚点亮，“夜

经济”在八桂大地上异彩纷呈。

德天跨国大瀑布位于崇左市大

新县硕龙镇。白天，它以壮丽的自然

景观吸引着无数游客；夜幕降临，大

瀑布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添梦幻色彩。

“奇妙·夜德天”是亚洲首个沉浸

式跨国夜游互动体验项目。尽管夜

场的票价高于日场，但夜晚的德天跨

国大瀑布景区依然游人如织。景区

运营经理黎健坤告诉记者，该项目借

助声、影、动画、游戏互动等手法，还

原壮族先民的生活习俗、文化渊源，

游客在欣赏神话故事的同时，可步入

夜游景观栈道，饱览德天夜景之美。

今年端午佳节，2025“活力夜广

西”嘉年华崇左主场活动在太平古城

启动。活动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夜

食、夜宿、夜景、夜购、夜游”等多元

消费场景，更以“边关国潮”崇左夜

IP为引擎，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助

力崇左打造独具魅力的夜间文旅消

费目的地。

研学旅游在广西独树一帜。广

西凭祥市文化旅游和体育广电局局

长莫莉告诉记者，2024年底，凭祥市

联合广西其他7个边境县（市、区）共

同组成广西边关研学联盟，以文旅创

新为驱动，打造边关研学品牌，边关

研学也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重要途径以及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

文化保护和弘扬为广西旅游业

带来了底气和活力。靖西市旧州修

建的壮族生态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

壮族生态博物馆，展示了壮族刺绣、

织锦、壮剧、木雕等民族文化。

在东兴京族博物馆，京族独弦琴

艺术传承人阮媛媛的独弦琴演奏令

游客惊叹。有“一弦出百音，独弦可

成曲”之称的独弦琴是京族文化重要

标志。京岛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专职

副主任林聪介绍，京岛风景名胜区以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民族风

情、多彩的海洋文化，为游客带来别

具一格的体验。

广西旅游业创新的步伐很快。

今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广西国

家A级旅游景区“一票3日使用制”

实施方案（试行）》，规定从第一次入

园之日算起，3日内本人可持该门票

进入景区游览，实施时间自2025年

3月17日起至2026年2月28日止，

劳动节、国庆节、春节3个法定节假

日及相应调休日除外。

这一政策让游客拥有了更充裕

的游玩时间，有力推动了游客从“走

马观花”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转

变。业内人士认为，这标志着旅游业

正从“卖门票”向“卖服务”、从“单一

景观”向“综合目的地”转型升级。

明仕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面积达

21.38平方公里，喀斯特地貌景观美

不胜收。过去游客受限于门票有效

期，难以尽兴领略景区的魅力，政策

实施后的一段时间内，景区的游客停

留时间平均延长了1~2天，更多游客

沉浸于这片山水田园之中，尽情参与

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

黎健坤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游

客选择在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读一本

书，喝一杯咖啡，晒太阳、荡秋千，在

广西的青山绿水间停下脚步，尽享闲

暇时光，一待就是一整天。

广西旅游：创新求变，妙招不断

本报讯 高宝玲 记者袁小峰

报道 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2025年夏季产品发布会在冰雪秀场

启幕。发布会突破季节想象，将冰雪

基因中的浪漫与创造力融入火热盛

夏，呈现了一场融合艺术、科技与沉浸

式体验的盛会。

本次发布会聚焦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2025年夏季产品，重点推介第二十

三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梦幻冰雪馆、

太阳岛冰雪艺术馆、大型奇幻秀《王的

战车》、《遇见·哈尔滨》大型江上沉浸

式演出、世纪老爷车展、《冰龙寻珠》·

全感VR等产品和项目。

全新升级的《王的战车》将于7月

1日在冰雪秀场上演。演出以“英雄

崛起”为灵感内核，不仅在剧情、阵容、

声光电配合上进行升华，还融入AR

互动技术，深度融合沉浸式游戏化体

验与震撼视听特效，增加高空绸吊等

特技、杂技元素，打造观众可实时参与

剧情的虚实交融演出盛宴。

焕新升级的《遇见·哈尔滨》大型

江上沉浸式演出将于 6 月 26 日上

演。演出将松花江面、岸边陆地、高空

都变成了表演区，通过数控喷泉、水幕

电影、火秀特效、激光秀特效、无人机

表演等科技手段加持，将“人、声、光、

水、电、影、景”完美融合，为观众奉上

一场集歌舞、情景剧、空中杂技、水上

运动等多种表演形态于一体的视觉

盛宴。

《冰龙寻珠》·全感VR以中国神

话为背景，充分运用全感沉浸技术，为

游客打造一场充满奇幻色彩的冰雪世

界冒险之旅。游客佩戴VR眼镜能够

六觉全感沉浸式时空穿梭，畅游壮阔

又奇幻的上古冰雪奇境，与冰龙一起

寻找神秘的龙珠，体验冰雪探险的乐

趣，虚拟世界所见皆可触可感，享受一

场视觉与感官的双重盛宴。

冰雪秀场外，夏日也可在室外看

冰雪的“冰世界·雪天下”冰雪景观车

首次亮相，成为关注焦点。车内打造

了第二十六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塔

“亚洲同心”、第九届亚冬会主火炬塔

“雪韵丁香”、雪花摩天轮、大雪人等众

多知名景观，以及特别雕刻的梅兰竹

菊屏风、宫灯、青花瓷、冰封玫瑰等冰

雪雕作品，将成为这个夏天全新的“冰

雪奇观”。

今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以5

大核心产品和10大亮点项目，打造

“啤酒+冰雪+演出+科技+活动”融合

新业态，优化文旅消费新场景，成为冰

城夏季旅游新的“流量密码”。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夏季版“流量密码”

2012年以来，皖浙两省在新安江探索的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正从水

质保护扩展到产业协作、人才共育等多领域。图为新安江山水画廊风景。

新华社发 （施亚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