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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长三角

从“卖石头”走上“卖风景”的致富路

在绿水青山中
逐梦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

近日，因为用了低挥发性的
水性漆，位于南浔区的湖州

世友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几乎闻不到刺鼻的味道。

“尽管成本有所增加，但产品
的环保性得到了提升，也就

更能获得高端市场的青睐。”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中国木地板 之

都———南浔，木业行业历经
40多年的风雨。从作坊式加

工厂到智能化现代工厂，由
“散乱污”的经营局面，蜕变成

为绿色、健康、高品质的产业
格局。如今，在新旧动能的转

换中，南浔木业愈发壮实。
地处太湖南岸、杭嘉湖平

原腹地的南浔，小桥流水、粉
墙黛瓦。上世纪 80年代后期，

周边地区一批生意人纷纷做
起了家具、板材进口生意。

1990年，南浔一条宽 20米、长
200米的路上，出现了 20家胶

合板经营店。随着板材市场的
繁荣和知名度提升，原先以街为市的

建材市场已呈饱和状态。为此，南浔
在 1993年开始建设大型建材交易市

场，每天木业企业生产的木地板、家
具等制品，通过这个市场源源不断地

流入全国。2008年，受原材料价格上

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

响，木业行业也面临巨大挑战。
南浔一大批木地板企业，不断

改进工艺技术，在木业消费市
场留下了南浔字号烙印。

近年来，木业行业粗放式
的生产管理不可避免地会带

来了废水、废气、木屑粉尘等

诸多诟病，这不仅与绿色发展
的理念背道而驰，还更容易引

发安全生产事故。在这样的背
景下，南浔木业转型升级、绿

色突围迫在眉睫。

2017年，南浔出台《木业
行业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方案》，打响木业行业环境污
染专项整治行动攻坚战。今

年，该区再次启动木业行业绿

色发展提升行动。随着水性漆
的生产加工技术逐渐成熟，能

够替代油性漆。综合考虑，南
浔决定开展水性漆源头替代

工作，并支持全区所有木质家
具制造企业生产用低挥发性

的水性漆，不仅提升了经济效
益，更换来了湖水清清，天空蔚蓝。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 7月，南浔

PM2.5均值为 20微克每立方米。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看着越来越多的

“南浔蓝”。对于南浔木业绿色转型
的效果，当地群众已有切实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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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一方水 打好富民牌
吴兴义皋村加快“两山”转化路

    本报讯（通讯员 王力中）300

多亩荷花会给村庄带来什么？近
日，在德清宋市村苎溪漾畔，一场

充满江南水乡韵味的荷花乡村音
乐节，给大家揭开了这个答案。

笔者获悉，宋市村首届荷花音
乐节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十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包括

放荷花灯、音乐会和露天电影等环

节。村民、游客在分享改革开放带

来的幸福果实的同时，也将在趣味
活动中品味乡村风光与文化沉淀。

夜幕尚未完全降临，在村委门
口码头上，村民、游客手持寓意团

圆和美的荷花灯，有序地放流。“这
几年，村里变化越来越大。”结伴放

完荷花灯的村民房贺华说道，现在

的村庄干净整洁，村里这次在家门

口举办这样活动，大家都很开心，
村里的乡村文化氛围也浓厚了。

“深耕乡村与文旅融合之路。”

宋市村党支部书记张兴旺表示，村
内拥有 2000多亩的苎溪漾生态湿

地，这是我们打造“荷花节”品牌的
关键。这些年，村里上下坚持“五水

共治”，守护好绿水青山，既优环境
更惠民生。下阶段，将充分利用苎

溪漾水资源优势，做大做强乡村旅

游产业，搞活美丽经济。

荷花音乐节提升乡村人气
德清宋市村深耕乡村文旅融合之路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许旭）长兴地处太湖之滨，境内河
网密布，水系发达。这些年来，长兴

守护绿水青山，举生态旗、打生态

牌、走生态路，将生态优势源源不
断地转化为发展优势。2003年，长

兴在全国率先实行“河长制”，并在
“两山”理念指引下不断推动“河长

制”工作提档升级，大力推进三大
水系整治工程，高标准谋划美丽

河湖建设，绘就了一幅碧水蓝天

新画卷。
“夏季气温高，河内有白色垃

圾漂浮、藻类过盛等问题要一一记

录，及时打捞、清除泛滥的水生植
物，防止水体污染，同时，向广大村

民宣传水体保洁的重要性非常重
要。”近期，每天巡河一小时，对于

长兴县林城镇午山岗村党总支书
记鲁贤龙来说，早已成为习惯。作

为村级河长，由他成立的“河小
青”队伍，青年党员、村民代表、年

轻民兵参与其中，他们每天义务
巡逻，守护着村庄的河道环境。

这些年来，长兴的河长们，肩

负沉甸甸的责任，把治水放在了心

上，表现在行动中。“河长不是一个

职位，而是一种责任，完不成任务
就要追责。”长兴县水利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每月通报巡查指标，每
季亮晒项目进展，每年开展年度述

职，该县将河湖长履职情况纳入综
合考核与领导干部个人考核范围。

今年 3月，长兴县检察院还会
同县“治水办”、县“河长办”联合出

台河长制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开
展涉太湖流域环境资源保护协作。

截至目前，已成功创建省级“美丽
河湖”3条，市级“美丽河湖”20条。

长兴“河长制”保障长效治水

    夏?的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

余村，青峦叠翠、竹海绵延，满目皆
是清凉。 平坦开阔的绿道串起乡村

别墅、 农业观光园和生态旅游区翠
竹环绕，游客徜徉绿水青山，乡村旅

游红红火火。

2005年 8? 15?，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在安吉余村考察时强

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5年
来，湖州市广大干部群众始终牢记谆

谆教诲，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了一条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绿色正成为湖州发展最动人的色

彩。 作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余村
用 15年时间，交出了一份以践行“两

山”理念，书写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

生态逆转
近期，来余村游玩参观的游客

多了起来。在村口那块刻着“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碑下，当地导

游向游客娓娓讲述这个小山村从
“脏乱差”向“绿富美”蝶变的故事。

往来游客中，不时有人驻足拍照。
20世纪 90年代，余村是安吉

最大的石灰岩开采区。红红火火的
“石头经济”让村集体经济年收入曾

高达 300多万元，那时候在村民的
眼里，石头是宝贝，矿山是金山。但

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最严重时，村里终日黑雾冲

天、粉尘蔽日。直到 2003年，安吉确
立“生态立县”战略目标后，村“两

委”开始关闭部分矿山及相

关企业，村里环境才逐渐好转。

2005年 8月 15日，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余村调研，对
村里痛下决心关停矿山和水泥厂、

探寻绿色发展新模式的做法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是“高明之举”，并在余

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

“那些年，余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骤降至 20万元，大部分村民没有了生

计。习近平总书记为余村指明了一条
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了余村人的信心

和决心。”原余村村党支部书记鲍新
民回忆说。之后，村“两委”带领村民

封山护水，拆除溪边所有违章建筑，
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村庄绿

化、庭院美化等工程，全面系统改造
提升人居环境。环境渐渐恢复后，村

“两委”又重新规划，将村子划分为生
态工业区、生态旅游区和生态观光

区，开始发展旅游业……2008年，余

村成为安吉首批美丽乡村精品村。

转产转业
在余村东西走向的村级主干道

上，春林山庄农家乐的黄底红字招

牌十分醒目。作为余村关停矿山、走
绿色发展之路后创办的第一家农家

乐，春林山庄如今生意红火。说起农
家乐的发展历程，潘春林颇为感慨。

他表示，当初没了矿山运输司机的

工作后，他拿出全部家当，通过银行
贷款和政府补贴，开办了春林山庄。

起初客人并不多，后来随着余村的
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农家乐生意越

来越好。“仅仅用了两年时间，我就
还清了所有欠款。”

同样转型吃上“旅游饭”的还有
村民胡加兴。2005年以前，胡加兴

在村里的水泥厂做过工，也在外创
过业。2008年，他见村里溪水渐渐

变清，便决定在余村搞漂流旅游项

目。尝到甜头后，他又顺势办起了农
家乐。“乡村旅游搞得旺，日子过得

才有奔头！”
15年来，像潘春林和胡加兴一

样，从矿山上转到山脚下的村民还有
很多。有的卖起了农产品，有的做起

了乡村文创产品……2019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 521万元，村民人均年收
入达 49598元。“从以前卖石头到现

在卖风景，我们感受到保护好生态环
境，生态也会回馈我们。”潘春林说。

如今的余村，百姓安居而“富
美”。15年来，从生态觉醒到率先启

航，再到加速蝶变。火热的旅游给余
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让昔日的偏

僻小山村一跃成为流金淌银的聚宝
地。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余村接

待游客达 90万人次，农民人均收入
从 2005年的 8732元增加到如今的

近 5万元。 本报记者 唐闻宜

■ 空中俯瞰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 特约记者 吴建勋 摄

    近年来，湖州市吴兴区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为方向，加速推

动环境向“绿富美”转变，走出了一
条生态保护与美丽经济共赢的吴兴

特色发展之路。吴兴区织里镇的义
皋村就是这条发展之路的排头兵。

水乡加快“两山”转化

义皋村，地处太湖溇港一带，是
典型的江南古村，古村水街的形成

最早可追溯至五代。据该镇干部王
凌云介绍，义皋是南太湖沿岸地区

传统民居和历史遗存分布最为集
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村庄之一。但

是，说起曾经的义皋村，生长在溇港

一带的村民都有一肚子苦水，“以前

我们这里离太湖边近，但还是没水
喝的，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意识，村民

养鸡养鸭很普遍，河里洗衣服啊洗
尿盆的都有。”今年 83岁的王阿婆

告诉记者，自己在义皋已经生活了
50多年，如今的义皋才是真正水乡

该有的样子。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经济生机勃

勃，“美丽经济”持续升温。“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在

义皋村的“蜕变”过程中得到了印证。
水，是太湖一带溇港村落的亮点，也

是痛点。“以前我们村是薄弱村，整个
水环境非常堪忧，别提游客了。”该村

党总支书记钟良说道，“环境不好，村
子就更难发展了，所以我们当时也是

一心要把村庄环境整治好，这是最

要紧的事情。”抱着这样的信念，村
领导班子开始发展绿色经济。

生态治理盘活“绿色经济”

“在 2014年意识到要注重生态
治理和要用水去盘活经济，全村上

下就一直在做一件事，修复义皋的
溇港水系和原有溇港文化，带动全

村特色的水乡旅游。”钟良说道。
在生态治理的两年之后，2016

年，太湖溇港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名录。借着这个契机，义皋村顺

势发力，启动打造“太湖溇港第一

村”，将原本普通的小村往文旅方面
发展。如今走在义皋村，古宅、古桥、

老街相映成趣。钟良表示，多年来，
义皋人不断探索溇港文化与旅游产

业的无缝对接。如今，越来越多的村
民开始以餐饮经营、土特产销售、民

宿服务等方式，参与到义皋古村文

旅产业经营中，集体经济迅速增长。
义皋村守护好了绿水青山，带

来了金山银山，这正是“两山”的合
理转化。接下来，义皋村准备一张蓝

图绘到底，目前，新引入的安澜雅院
酒店项目、太湖溇港圩田田园综合

体项目等都将陆续落地运营。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吴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