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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西 青 区 向 绿 而 行天 津 西 青 区 向 绿 而 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 琳琳

春和景明，草长莺飞。走进天津市西青区

王稳庄镇，翠绿的麦苗铺满田间，微风拂面，满

眼郁郁葱葱。一幅风景秀美、美丽宜居的画卷

正在津西沃土展开。

2023 年，西青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4.1

亿元，成为天津市经济大区，西青区地表水环

境质量较“十三五”期末显著提升，饮用水水源

达标率为 100%，全面消除黑臭水体。2022 年

以来，西青区 PM2.5年均浓度明显改善，优良天

数比率明显提高。

环境美、产业兴，西青区以产业转型为契

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可持续发展道路越走

越宽。

淘汰落后促转型

过去的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制钉产业

发达。鼎盛时期，全镇有大大小小的制钉作坊

和企业 1000 余家，年销售收入超过 50 亿元，国

内市场占有率较高。

“小散乱”的制钉企业在带来显著经济效

益的同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也给当地生态保护

带来挑战。

“过去，全镇常年灰蒙蒙一片，沟渠里常有

黑乎乎的污水，空气里飘散着刺鼻的气味。车

间里别提多脏了，满地都是油，走路都粘脚。”

王稳庄镇二侯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

鹏说。

王稳庄镇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是西青区

产业转型迫切性的缩影。经过调研考察，西青

区政府部门迅速凝聚共识，加快淘汰落后产

能，寻求转型发展。

以王稳庄镇为例，2017 年以来，全镇集中

整治工业集聚区 9 个，治理“散乱污”企业 356

家、环保不达标企业 400 余家、工业集聚区 142

万平方米。

虽然被取缔的“散乱污”企业众多，但王稳

庄镇的制钉产业并未被“一棍子打死”。一些

符合产业标准、达到环保治理要求、具有环保

资质合法合规的企业，被统一迁入了保留下来

的赛达工业园。

天津市信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首批进

驻赛达工业园的制钉企业。公司副总经理颜

舟说：“通过西青区政府部门的帮助，企业安装

了环保油污过滤及防外溢设备、环保污水处

理设备，通过了环评审批。搬到园区后，厂房

扩大至 4000 平方米，设备增加了 40 多台，公司

制作的高端钉子已出口到海外多地，利润明显

增加。”

如今，赛达工业园作为西青开发区拓展

区，成为以高端金属制品工业、

汽车配件、食品加工项目为主的环保工业

园区。2023 年赛达工业园区总产值达 125.09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 36.4%。

为守护一方“水绿天蓝”，王稳庄镇还推出

了一系列配套举措：腾退土地 3000 余亩，提升

1.9 万亩土地垦殖率、利用率，新增耕地 3491

亩；累计绿化造林 3.8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260

万株；实施退渔还湿工程，共计退渔 7338.59

亩，建立起了生态养殖循环模式；高效建成全

域水网。

如今，王稳庄镇林草覆盖率达 33.8%；镇

域湿地面积占比 11.2%；大气各污染物较 2019

年均下降 12%以上，入海河流水质明显转好，

成为西青区名副其实的绿色发展模范镇。

天津市西青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高克军说，近年来，西青区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率持续保持 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始

终保持在 91%以上。2023 年，西青区完成 18

个场景 63 个“无废细胞”创建工作，以点带面

推动“无废城市”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绿色农业强基础

过去，西青区部分地区采用传统的种植、

养殖模式，带来少数农业面源污染挑战。再加

上传统农业附加值低，普通农户种粮、养殖牲

畜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

2018 年，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来到天

津市西青区，将绿色、智慧农业的“种子”种在

津西土地，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盐渍土壤改

良措施。

“刚来时，村民们对于我们提供的种子心

存疑虑。后来，农技人员开始一遍遍引水洗

田、翻地，又从品种挑选、种植方法和肥料选择

等方面给农户授课，完成了科学插秧、土壤改

良等农技培训，天津小站稻的种植效益得到了

农户们普遍认可。”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天

津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瑜说。

2023 年，王稳庄镇小站稻种植面积近 3 万

亩，品种涵盖天隆优 619、津原 89 等，平均亩产

量达 1150 斤。“王稳庄大米”“百年津沽”“隆平

稻花香”小站稻等品牌在全国近 4000 家线下

商超年销售量近 1 万吨，销售收入达 2 亿元。

王稳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高国祺说：“在

2020 年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第四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的基础上，

王稳庄镇持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加

快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智慧农

业，以绿治乱、以碧净水、以金富农，让更

多农户享受到高质量发

展的红利。”

截至目前，西青区秸秆综

合利用率达到 99%，农田残膜回收利用率超过

91%，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超过 93%。建成

68.5 平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区，造林绿化面

积超过 1万亩，再现天津西部鱼米之乡风貌。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田花说：

“都市绿色农业是西青区发展的重点之一，全

区着力推进农业资源利用集约化、农业投入品

减量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农业产业链低碳

循环化，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助力乡

村振兴。目前，西青区立足现有资源禀赋，重

点打造京杭大运河、子牙河、独流减河三条生

态旅游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沿岸农旅

产业发展。2023 年，推介乡村旅游精品路线

8 条，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营业收入 1.6 亿元，

白滩寺村被评为全国休闲美丽乡村。”

科技赋能增效益

好生态既能带动第一、第三产业比翼齐

飞，又是吸引工业企业落户的“梧桐树”。

西青区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始终，推动

产业焕新。2020 年，元气森林（天津）饮料有

限公司在西青区注册成立，作为天津市首家

“拿地即开工”的创纪录项目，元气森林天津厂

建设周期仅有 6 个月，比行业普遍建设周期缩

短了三分之二，减少了项目建造期的碳排放。

“工人穿的工作服是由 26 个这样的瓶子

做的。”元气森林天津厂总经理顾雅蕾举着一

个塑料包装瓶告诉记者，元气森林长期致力于

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从升级污水排放、固

废污染控制标准，到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全

面打造创新型绿色工厂。

降碳增效的倡导者还有很多。日前，西青

区大寺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

该项目占地面积 2346 亩、总投资约 5.16 亿

元，采用“水上发电+水下养殖”模式，是

集 渔 光 互 补 、光 储 结

合、节能减排、智

慧 能 源 管 理

于 一 体

的新能源电力示范项目。

“项目融合了国内诸多绿电技术，形成绿

色能源输出、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和提高渔业经

济收益的多赢新模式。预计每年可对外输送

约 1.5 亿千瓦时的绿色电力，减少排放二氧化

碳约 12.56 万吨、二氧化硫约 24.2 吨、氮氧化物

约 27 吨，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及生产生活

方式绿色转型。”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尤明杨说。

西青区大寺镇副镇长孙龙说：“大寺镇渔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充分展现碳中和示范效

应，是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中坚力量，全

镇以相关企业为链主，围绕光伏产业链上下游

精准招商，创新‘光伏+’模式，推动光伏在工

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在西青，普通百姓也能从绿色发展中提升

获得感。比如，不久前开始建设的西青生活垃

圾综合处理厂，被列入天津市 20 项重点民心

工程。该厂处理天津市多个城区的生活垃圾，

实现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等各类垃圾集中协

同、循环利用处理。

“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PPP 项目自确

立后，农行天津西青支行开通‘绿色通道’，仅

用 1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从贷款申请到审批。

作为牵头行组建银团，农行天津西青支行提供

信贷支持超过 5 亿元。截至今年 3 月末，农行

天津分行整体的绿色金融贷款余额在同业中

率先突破 700 亿元。”农业银行天津西青支行

负责人宋昭军说。

高克军说，下一步，西青区将继续坚持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努力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

西青。

生态保护补偿走向制度化

周

鑫

日前，《生态保护补偿条

例》颁布，自 2024 年 6 月 1 日

起施行。该《条例》是推动我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走 向 制 度

化、法治化的又一积极成果，

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推

动全面建成美丽中国。

长期以来，生态保护补

偿涉及领域多、涵盖范围广、

综合性强，存在补偿周期不

明确、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

题。《条例》对这些问题都有

明确。

生态保护补偿需要合逻

辑。《条例》中“生态保护补

偿”是指通过财政纵向补偿、

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

补偿等机制，对按照规定或

者约定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

和个人予以补偿的激励性制

度安排。明确“保护者得到

补偿”的基本原则，把生态保

护补偿界定为激励而不是惩

罚，有利于将资源和环境责

任与受益进一步市场化，通

过市场机制调节生态行为，

进行生态调控。

生态保护补偿走向制度

化。不同于环境污染损害赔

偿制度，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是激励性制度。类似于国外

的生态服务付费制度，即以

生态系统的服务为基础，通

过经济手段来调整生态保护

者和受益者在生态和环境方

面的利益。例如，美国 1985 年的《农业法案》规定由生

产者将环境敏感的农田转为保护性使用，政府向其提

供补偿。2021 年我国出台《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改革的意见》，对深化生态保护补偿提出总体性要

求，为生态保护补偿走向法治化指明方向。

生态保护补偿实现法治化。以往，有关生态保护

补偿的相关规范和制度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以及文件

当中，内容不够规范和系统，因此亟需制定一部符合国

情、发挥长远指导和规范作用的法律文本。《条例》对生

态保护补偿的客体、范围、机制、监督和管理等都作出

了相应规范，正式开启我国生态保护补偿的法治化进

程，推动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就生态保护补偿全面立

法的国家。

生态保护补偿成效逐步显现。我国生态补偿已经

从早期的森林资源逐步扩展到草原、湿地、荒漠等八大

领域。如今，我国已成为政府投入力度最大、生态补偿

领域最全面、实际效果最显著的国家。

以财政纵向补偿为例，5 年来，我国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资金年均增长 9.6%；2023 年，中央财政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安排 1091 亿元，我国水土流

失、荒漠化及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净减少 10.6 万平方公

里、3.8 万平方公里、3.3 万平方公里。横向补偿领域，

各地也进行了探索。2018 年，北京市与河北省签订

《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协议》，张家口与承德市累计获得密云水库上游生

态补偿资金 33.945 亿元。

《条例》还强调市场补偿机制，明确有为政府与有

效市场的有机结合。生态保护补偿彰显了自然资源的

经济成本与收益，通过可量化、更透明的市场机制建立

起多方补偿效应，也是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题中

之义。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

四月樱花季，在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区章水镇杖锡村种了一辈子樱花的村民

严法棍没想到自己的樱花会被宁波糖

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研发成新款甜

品，成为时下上海、宁波等地消费者

追捧的爆款；章水镇“云上樱花”共

富工坊负责人李红波也没想到，自

己与挪瓦咖啡公司的首笔“樱花乌

龙 茶 ”订 单 会 大 卖 20 万 杯 ⋯⋯ 如

今，宁波海曙樱花正在从可赏、可用

到可食的全产业链上绽放。

宁波海曙区所在的四明山区盛

产樱花，尤以章水镇最多，该镇种植

品质优良的关山樱花近万亩。“以前

花 农 种 樱 花 ，主 要 靠 苗 木 销 售 获

利。”宁波市杖锡花木专业合作社负

责 人 鲁 根 水 说 ，看 到 樱 花 苗 木 能 赚

钱，农户种植热情高涨，一下子杖锡村

漫山遍野尽开粉樱。

2017 年，章水镇举办了首届“杖锡樱花

节”，如织游人带火了乡村游。看到樱花强

大的引流效应，鲁根水与当地政府加强联动

合作，全面升级了杖锡樱花园。章水镇也趁热

打铁，将樱花叠加马拉松进一步放大虹吸效

应，2023 年的杖锡樱花节促成镇域内实现创收

超 600 万元。

“樱花花期太短，四月过后芳菲尽，可美丽

经济不能这么短。”樱花经济遭遇花期瓶颈，章

水镇请来区政协委员，一起走访调研寻找新商

业形态，与多家企业签订协议，以“镇村联营+

组团发展”模式，相继上线樱花香氛、樱花洗护

用品生产线，初步搭建起樱花产业链的基本框

架，命名“云上樱花”。“这个名字寓意樱花不受

时空所限，成为高山村常开不谢的致富花。”海

曙区政协章水委员履职小组召集人王南鹤说，

从可赏到可用，以樱花为支点的美丽经济开始

从农文旅走上了产业化道路。

2022 年初，国家卫健委将关山樱花列入新

食品原料。看到文件的第一刻，时任海曙区政

协章水委员履职小组召集人的林锦眼睛一亮，

海曙区生长的正是关山樱花。他忙不迭地与

大家一起连夜撰写《夯实“云上樱花”品牌谋划

樱花产业振兴》的建议，为当地发展食用樱花

产业理出思路。

“按亩均鲜樱花年产 0.5 吨测算，以现有种

植面积测算，章水年产鲜樱花约 3750 吨，可加

工成干樱花 375 吨。”他们为花农算了一笔账：

仅鲜樱花烘干一项，就可为全镇带来 3 亿元的

年产值，带动高山片区 11 个村均实现经营性收

入突破 30 万元，人均增收超 1 万元。

为确保方案可行，海曙区政协组队前往实

地反复开展调研，手拿樱花数据往返上海、杭

州等地，为章水樱花可食找专家、寻合作。章

水镇也积极行动，整合出 7500 亩关山樱花资

源，与科研机构加强结对共建，对烘干、保鲜、

冷藏等技术进行研究开发，同步联动宁波四明

山樱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立樱花生态产业

中心，成立“云上樱花”共富工坊，构建樱花采

收统购机制，制定樱花产业标准化生产技术

体系。

“从樱花种植、采摘到加工，直至干花销

售，我们的樱花产品有统一的品牌和质量管理

体系，更具市场竞争力。”章水镇党委书记吕大

元说，目前，章水已与荃盛、界界乐等企业共同

完成初加工、食品、日用品三大品类近 20 种产

品的开发。

随着樱花产品相继投放，市场

对 樱 花 干 花 的 需 求 量 与 日 俱 增 。 今 年

初，章水镇就收到樱花干花意向订单超 100

吨。作为链主企业，宁波四明山樱花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树波带着记者走进新升

级的樱花烘干车间，指着真空动态低温脱水设

备说：“在农机补助政策的帮助下，我们攻破了

鲜樱花烘干技术难题，樱花干花原料供应量同

比增长 5 倍，有效破解产量瓶颈，不仅帮助花农

解除了樱花摘来没法存放、没人收购的后顾之

忧，更辐射带动周边乡镇樱花采摘和销售。”至

此，“云上樱花”从可赏、可用到可食的全产业

链初具规模。

补链更要强链。宁波市海曙区紧扣“双

碳”发展战略，提前布局“云上樱花”全产业链

绿色发展路径，以农产品碳标签为切入点，着

力打开国际市场。

2023 年，海曙区借助第三方专业力量，对

章水樱花加工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进行精

准测算，以量化指标、标签化手段标注产品碳

信息。同年 6 月，章水“干燥樱花”产品经专业

机构核算、认证后，获得全国首个樱花产品碳

足迹证书。“碳足迹证书为我们下一步开拓樱

花 干 花 海 外 市 场 奠 定 扎 实 的 基 础 。”李 树

波说。

海曙区还动员广大山区群众开展持续性

标准化樱花种植和生产经营，鼓励加工单位规

范化生产，助推“云上樱花”出海。

如今，宁波海曙粉樱配“绿链”正成为“云

上樱花”全产业链发展的新底色，樱花可食也

成为四明山区花农奔向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一束樱花正从“观赏流量”变为“发展能量”，最

终转为当地人民的“收入增量”。

可 食 樱 花 全 产 业 链 绽 放
本报记者 郁进东

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杖锡樱花园

景色。 张昊桦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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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市

西 青 区 王 稳

庄镇的水稻全程

采用机械化插秧。

田 建摄

（中经视觉）

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三河

交汇”俯瞰图。 田 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