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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
（青海）国际生态博览会今日开幕，展会在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典型
案例展区和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特邀案例展区，分别展示青海胸怀

“国之大者”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10个典型案例和相关省份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

10个特邀案例。20个案例全面展示了我国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历程中的经验做法、成果成
效。

本报即日起将连续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生
态旅游发展、生态种养殖产业四个主题，集中展示本届生态博览会上的省
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敬请关注。

——第三届生态博览会省内外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一）

基本情况：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始终致力于清

洁能源开发，开展光伏电站生态环境研

究，以光伏产业带动高原生态文明建设，

探寻和研究如何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维

护高原生态基本功能和健康开发，为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青海贡献。

青海积极探索以光伏产业带动高

原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为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作出青海贡献。

路径与模式：
——积极探索“光伏+生态治理”

新模式，实现了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建

设与生态治理工程双向推、相贯通。

——积极探索“光伏+生态畜牧”

新模式，将光伏产业发展与生态畜牧

业开发相结合，培育了独树一帜的“光

伏羊”“光伏牛”品牌。

成果成效：
该典型案例在发展光伏产业实现

经济效益的同时，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凸显。黄河公司海南分公司光伏电站

年发电量 86.96 亿千瓦时，可替代标煤

285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866.95 万吨。

天然草原植被恢复 63.85 平方公里，可

固碳 6.385万吨。

——黄河公司海南州分公司光伏产业带动生态文明建设案例

高原盛开“光伏蓝”

基本情况：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

兰县茶卡镇位于乌兰县东端 75 公里

处,是历史上商贾游客进疆入藏必经之

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素有

“盆地第一镇”“青藏高原第一驿站”之

称。近年来，茶卡镇通过生态旅游引

领全面发展，打造了全国闻名遐迩的

盐湖类旅游景区——茶卡盐湖景区。

2019 年茶卡盐湖景区被评为“青海省

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基地”，被列入创建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备选名单。

乌兰县培育“茶卡贡羊”品牌，将

莫河骆驼场与农业产业化多效融合。

路径与模式：
—— 加 强 茶 卡 盐 湖 生 态 保 护 力

度，推动“生态+工业旅游”新模式。

——加强畜牧业种质资源保护，

培育“茶卡贡羊”品牌竞争力。

——守好莫河骆驼场红色根脉，

实现农村产业多效融合发展。

成果成效：
茶卡镇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生态旅

游、生态畜牧业、乡村振兴全过程，实现了

单一盐湖工业向绿色生态旅游业转型。

2021年累计接待游客 301.62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16.02亿元。注重品牌效应，

壮大绿色畜牧业，2020年“茶卡贡羊”获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年产值达1.12
亿元。莫河骆驼场依托资源优势，发展柴

达木双峰驼、福牛等特色优势产品，延伸

发展驼奶、驼绒等相关产业，逐步形成了

“产＋销”全链条畜产品发展业态。

——茶卡盐湖生态旅游引领全面发展案例

天空之镜绘就诗与远方

基本情况：
果 洛 藏 族 自 治 州 位 于 青 海 省 南

部，境内有大小河流 36 条、大小湖泊

千余个、湿地面积 80 万公顷，是亚洲

乃至世界孕育大江大河最集中的地区

之一。全州总面积 7.64 万平方公里，

占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67%，

草原植被覆盖率 62.1%，森林覆盖率

13.41%，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种、二级保护

野生动物 11种。

果洛州土地面积占三江源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 67%。近年来，果洛州积

极推进生态保护建设，把牧民从草原

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获益者，推

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路径与模式：
——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乡村振

兴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生态绿色发

展新路径。

——全面实施“转人、减畜、增收”

工程，把牧民从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

态守护者、获益者。

——深入推进退牧还草、黑土滩

治理等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工程，推

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成果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修复草原面积

276.35 万公顷，生态环境得到治理恢

复，三江源核心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提升，生态服务功能不断巩固。数万

牧民搬离三江源核心区迁入生态移民

村，累计发放生态补偿资金 50 多亿

元，核减超载牲畜 50 余万头 （只）。1
万余名牧民成了生态管护员、吃上了

“生态饭”，人均年收入达到 2 万元以

上，牧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生态环境

保护，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生态畜

牧业转变。

——果洛生态管护员案例

走“生态路”，吃“生态饭”

基本情况：
安吉县是中国首个生态县，也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

地、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2001 年，安

吉 县 确 立 了“ 生 态 立 县 ”发 展 战 略 。

2005年 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在安吉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安

吉县在“两山”理念的科学指引下，充分

发挥生态环境优势，率先转变发展方

式，逐步探索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

路径与模式：
——加强“绿水青山”保护，建立

长效保护机制。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和

环境整治力度，深入开展治水治违等

“六治”行动，构建以绿色 GDP 为主导

的考核体系。

——推动“两片叶子”生态产业发

展，强化“金山银山”转化。大力发展

“全竹利用”深加工产业，推动白茶产

业创新发展，实现竹叶子、茶叶子“两

片叶子”富一方百姓。

——以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推进

全域旅游。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旅

游，成为类型较为多样的旅游乡村，乡

村农业旅游“富民效应”逐步显现。

——加强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全

力打造“美丽乡村”安吉样板。推进生

态文明教育及“基地”建设，制定《美丽

乡村建设规范》，实施标准化建设。

成果成效：
安吉县入选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

设试点地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全 国 首 批 休 闲 农 业 与 乡 村 旅 游 示 范

县、中国金牌旅游城市唯一获得县，被

评为全国文明县城、全国卫生县城、美

丽中国最美城镇。全县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42062 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比缩小到 1.63:1，让群众有了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形成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安吉实践”“安吉经验”。

——浙江省安吉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案例

中国首个生态县

基本情况：
五指山市位于海南岛中南部，境

内 有 海 南 最 高 峰 五 指 山（主 峰 海 拔

1867 米），是海南岛的“滤芯”“水塔”和

“三江源”（南渡江、昌化江和万泉河），

素有“翡翠山城”、中国天然氧吧之美

誉。近年来，五指山市依托生态优势，

大力发展“三片叶”等生态产业，做好

“雨林+”文章，走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

与生态产业化的协同发展之路。

路径与模式：
——高质量抓好“六水共治”，大

力实施雨林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工程。

——积极做好“雨林+”文章，突出

抓好“三片叶”等生态产业。

——发展“医养+康养”产业，推动

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成果成效：
五 指 山 市 努 力 走 好 绿 色 发 展 之

路，让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个“国宝”

和五指山这座“宝山”结出累累硕果，

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全岛第一，先后获

得中国天然氧吧、中国十佳绿色城市、

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等“国字号”荣誉

称号，2022 年，又获评中国气候宜居城

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重磅

招牌。

——海南省五指山市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案例

生态融产业 群山变宝库

光伏羊。

果洛的生态管护员。

全国生态文化村——安吉刘家塘村。

五指山。

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将生
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统一，以经
济发展带动生态保护，以生态开发
促进经济发展，是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内容。
统筹推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
化，是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进的
有效路径。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良好生态环境
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一方
面，要把绿色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
中，渗透到具体领域，渗透到每个行
业，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
方面，通过发展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
出现的问题，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从
而实现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
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
富、经济财富。经过多年因地制宜的
实践，很多地方成功探索出了以产业
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
经济体系。

海南州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生态

治理并创造出生态畜牧业新生产方
式，盐湖生态旅游引领全面发展，果
洛牧民从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
护者、获益者，安吉竹叶子、茶叶子

“两片叶子”富一方百姓，五指山“雨
林+”模式依托“国宝”和“宝山”生态
产业结出累累硕果……

通过产业生态化降低对自然资
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同时以生
态产业化提升对各种生态资源的保
护水平。将生态建设、生态产业发
展的经验成果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
具体成就作用于各项事业，不断推
动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记者 赵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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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协同发展之路走协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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