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夏时节，万竹生风，丹青赤水，绿
海藏金浪。

步入贵州格林杜尔环保新材料有限
公司车间，一张张竹浆板经过调浆、稀浆
等过程，通过竹浆塑模技术，犹如 3D打
印一般，再经过激光切割、整形、消毒、包
装等工序，变成电脑、平板、手机、电子手
表缓冲内托以及蛋糕托盘、环保餐盘餐
盒、化妆品包装盒、白酒包装酒托等日常
生活用品。

“这种天然的竹浆纤维原材料，在使
用12周以后即可完全降解于土壤，成为
养料回归大自然。”该公司销售负责人王
杰说。

抓住“以竹代塑”政策机遇，“中国竹
都”——贵州赤水市132万亩竹海“点绿
成金”，一根根竹子被塑造成千姿百态，
竹产业链不断延伸，碧绿竹海加快向金
山银山转化。2024年，赤水竹产业综合
产值超过 90亿元，带动竹农人均增收
7000余元。

赤水竹海增绿又增收，成为贵州拓
宽“两山”转化路径的生动注脚。近年来，
贵州依托优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禀
赋，生态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林下经济成
为生态富民产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
元化路径，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
展优势，逐步走出一条经济兴、百姓富、
生态美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

6 月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气温走
高。贵州“凉都”六盘水吸引不少来自
广东、四川、重庆等全国各地的游客来
避暑旅游。

来自广东中山的徐先生夫妇，已经
是第二次来六盘水市野玉海景区度假。

“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凉爽，民宿舒适，今
年想多住一段时间。”他说。

夏季平均气温 23.6摄氏度，森林覆
盖率 63.3%，抓住良好的高原气候和自
然生态环境优势，“多彩贵州”生态旅游
新业态崛起，以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

孔、西江千户苗寨、赤水丹霞、万峰林、
梵净山为代表的“黄小西，吃晚饭”正成
为文化旅游的一张金字招牌。

被誉为山地公园省的贵州，已建设
78个森林康养（试点）基地，以及凤冈、
黄果树、江口、道真、息烽 5个全域森林
康养试点单位，基地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同时，积极开展生态示范创建，累计创成
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3个、“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8
个，生态“美丽颜值”源源不断转化为绿
色发展“经济价值”。

为青山绿水定价！深入践行“两山”
理念，20年来，贵州探索生态资源产业化
利用，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价值化补
偿，不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2021年，
制定了《贵州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技术规范》，进一步明确全省森林、
湿地、水流等生态要素的价值量化标准。

交易机制创新同步推进，贵州省生
态环境厅数据显示，通过整合现有交易
场所设立的贵州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目
前涵盖水权、碳汇、林权等6大类生态产
品的交易目录。

如今，在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农户的每株树木均被赋予唯一“身份证
号”，通过相关平台实现碳汇量可视化核
算与在线交易，资金直达农户账户。

截至 2024年底，单株碳汇项目已
惠及贵州全省 668个村 12028户群众，
共开发 479.8万余株林木，年可售碳汇
量 4797万千克，开发金额 1439.3万元，
初步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赢局面。

贵州用一个个生动可及的“两山”
转化实践证明：当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
化为发展优势，每一座青山都是“绿色
银行”，每一片林地都是“绿色提款机”，
每一条清流都是“财富密码”，绿水青山
正化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不
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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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彩云之南，天蓝、地绿、水
清。滇池之滨，蜿蜒百里的绿道一路花
开，一路风景。被誉为“水质风向标”的
海菜花重新在洱海连片盛开，洱海畔
129公里的生态廊道，串起苍洱山湖
的美景、大理的历史文化、海西的田园
风光。

肩负着守护祖国西南生态安全
屏障的重任，云南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快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高品质生
态环境支撑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扛牢云南担当、
作出云南贡献。

截至目前，全省共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11.35万平方公里，划建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地 333处。全省森林覆盖率
达 55.25%、森林蓄积量达 21.44亿立
方米，均位居全国前列。90%的典型生
态系统和85%的重点野生动植物得到
有效保护，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愈
发牢固。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
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建成全国
唯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中国西南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高等植物、脊椎
动物和大型真菌种类均占全国50%以
上，生物种类及特有类型居全国之首，

“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生
态品牌闻名于世。

云南配合生态环
境部成功举办 COP15，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以
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收获了“昆明
宣言”“昆明—蒙特利尔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重
大成果。

立足独特生态优势和生物多样
性优势，云南积极拓宽“两山”转化路
径，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
中国建设云南示范样板。近年来，云
南成功创建 20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9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40个省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

放眼全省，“点绿成金”的故事不
断续写——

华坪县守好生态屏障，培育绿色
产业，不断探索矿业转型、矿山转绿、
矿企转行、矿工转岗的“四转”模式，
形成以晚熟芒果为代表的生态产业，
走上了从“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
发展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之路；

西畴县大力弘扬新时代“西畴精
神”，在实践中探索出可复制可借鉴的

“六子登科”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统
筹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产业开
发，发展林木、林果、林花、林药、林禽、
林菌、林游、林草“八林经济”，探索出
了一条适合深度石漠化地区脱贫致
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
荣获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最佳减贫案例；

昭通市赤水河流域以机制创新驱
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联治，
协调推进“生态+红色文化+特色经
作”产业融合发展；

……
轻风拂过山林，走在广袤的云

岭大地上，一幅万物生长的美丽画
卷在云岭大地铺展。抬头看到“天
空蓝”，俯首可见“碧水清”，放眼满
是“生态绿”，处处彰显生态文明之
美，闪耀绿色发展之光，照见新
时代彩云之南生态文明建设的
坚实步伐。

云贵桂三省区深入探索“两山”转化路径——

绿水青山含笑 金山银山生辉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

周年。20年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两山”理念在全国各地

丰富多元的创新实践中熠熠生辉。环境美了、生态好了、产业振兴了，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更多了。各地通过提升“含绿量”不断提高“含金量”，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

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

云南、贵州、广西地处我国泛珠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

的地区之一，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近日，云南日报、贵州日

报、广西日报携手，共同采访报道三省区在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向转

化通道等方面的探索实践、经验成就。

绿美云南铺展
“点绿成金”画卷

云南日报记者 胡晓蓉

多彩贵州厚积
绿色发展之势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金秋时

初夏的南宁市邕宁区顶蛳山，百
亩稻田连成一片碧海。风过处，绿浪翻
涌，稻香裹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阡陌
纵横间，三两游人驻足，闭目轻嗅，耳
畔是此起彼伏的蛙鸣蝉唱。

这片离南宁城区仅半小时车程
的绿野，以最原始的自然韵律抚平都
市疲惫。当湛蓝天幕下掠过飞鸟的身
影，当稻叶沙沙声取代车马喧嚣，顶
蛳山用百亩青翠证明：田园牧歌，从
未远离。

作为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邕宁区近年来主动
融入环首府生态旅游圈，把旅游业作
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抓，同时大力发
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经过几年努
力，邕宁区的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丰收，获得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
广西特色旅游名县等荣誉称号。

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在广西这片热土上还有着更多的
生动实践。

素有“九分石头一分土”之称的来
宾市忻城县，曾经石漠化严重到被联
合国列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作为滇桂黔石漠化核心区，这里 66%
土地曾被嶙峋的石山覆盖，2000年森
林覆盖率仅30.6%。

如今，穿行忻城乡野，一幕幕绿色
奇迹正在上演。目前，忻城金银花种植
面积达 10万亩，形成了包含种植、脱
水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产
值达1.5亿元，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的“金银”之花。“金银花之乡”“桑蚕之
乡”“珍珠糯玉米之乡”……近年来，忻
城加冕了一个个美誉，并成为国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早已摘掉了“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的帽子。

桂林市阳朔县拥
有以漓江、遇龙河

为核心的独特
旅游禀赋。

近年来，阳朔县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为契机，深入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先
导区建设，立足优质特色山水禀赋，促
进漓江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提升阳
朔旅游的国际品位，塑造了“画里山
水、栖居阳朔”旅居目的地新形象。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桂湘
黔三省（区）交界处，生态资源丰富，森
林覆盖率达79.73%。作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近
年来，三江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在
产业绿色发展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两大领域持续发力。在“生态+”产业
的带动下，“千年侗寨·梦萦三江侗族
自治县”已成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积极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
建工作，已成功创建19个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广西扎实服务“一区两地一园一
通道”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全面推进美丽广西建设，不
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强自然
保护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祖国
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
秀生态美”金字招牌。2024年，全省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
列，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两
年获评国家优秀等次；全省生态质量
指数保持一类，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
居全国第三。

从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到鲸豚
遨游栖息的北部湾海域；从碧水悠悠、
螺蛳飘香的工业名城柳州，到白头叶
猴嬉戏玩闹的崇左密林；从一处处花
团锦簇的城市生态公园，到一个个“生
态+”产业蓬勃发展的乡村……时下，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不断壮大的生态产
业，让美丽广西越发成为世人向往的

“诗与远方”。

美丽广西书写
生态富民新篇

广西云—广西日报记者余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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