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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化是大自然给我们留下的必然选
择。”谈及福建省的生态文明建设，福建农林大
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温铁军表示，不同于其
他地区，福建是人均资源非常有限的省份，受地
理条件制约，福建只能根据省情选择一条不同
于其他地方的发展道路。

“八山一水一分田”是福建人最为熟悉的一
句话，作为绿色生态强省，福建的森林覆盖率达
66.8%，而在温铁军看来，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只
停留在实现生态和维护生态层面。

“我们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得之于

生态；失，也是失之于生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方向，我们应该着力推
进。”温铁军表示，通过推进生态产业化实现生
态价值，是如今应该讨论的现实问题，也是生态
省建设的重要任务。

作为最绿省份的最绿城市，三明在上世纪
80年代被列入国家林业改革试验区，着力探索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当年，温铁军在中央农村
政策研究室工作。“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三明是
一个用‘飞’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的地方。”温铁
军说，因为“小三线”建设，三明的工业曾经一度

辉煌，但因为地方经济是依靠工业搬迁支撑，改
革开放以后，许多产业开始向沿海转移，所以三
明在这个阶段发展相对滞后，但也因此从过去
污染严重的产业资本阶段骤然转向了恢复生态
这个阶段，从生态角度上，三明的发展是个“V”
字型过程。

“对于三明的发展，我觉得，应该让大家更
为实事求是地讨论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然后再考虑在‘十四五’发展阶段应该怎样努
力。”温铁军说。

（本报记者 曹 珂/文 陈登达/图）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希望三明
不仅能够在福建起到引领示范作用，还能够进
一步发展成为全国典型，并能作为经典案例在
国际上推广。”4月18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院长吕永龙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吕永龙看来，三明人民始终牢记嘱托，将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
域，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生态富明的新路子，
而位于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的常口村就是很好
的样本。

“没想到在三明，碳票能作为一种可存储的
资源，还能作为嫁妆传承下去。碳票对三明的影

响，比我想象中更为深远，它早已渗透到人们心
中。”吕永龙说，嫁妆体现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
的寄托，把碳票作为嫁妆，就是希望子女能够把
保护绿水青山的接力棒代代传承下去，这非常
有新意。

三明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与习近平总书
记在福建工作时的生态理念息息相关。“上世纪
90年代，大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还比较低，但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已经
把自然资源的保护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非
常具有前瞻性。”吕永龙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才能够探索出一条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环境容量极其有限、交通极其不方便的瑞
士小镇达沃斯就是因为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使
得这个偏僻的小镇在保持绿色自然环境的同
时，还能带动经济发展并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
地方。”吕永龙说，中国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需
要更多如同达沃斯这样的小镇。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科学
家、科研机构及大学的合作，系统总结和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作为福建省领导时对生态文
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探索，深入挖掘其
中的理论价值，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
发展模式，并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推向全球。”吕
永龙说。 （本报记者 黄宝琴/文 陈登达/图）

守护绿水青山，打造绿色发展实践样板

共建生态文明 共享绿色未来
—— 专访出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部分专家学者

做足优势谋发展

吕永龙

温铁军

与会代表深入沙县区夏茂镇俞邦村考察（胡 俊 摄）

与会代表在泰宁县上清溪聆听《一条鲤鱼：
好生态带来好日子》故事 （陈启芳 摄）

与会代表考察沙县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胡 俊 摄）

与会代表在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参观初心馆
（陈雨丽 摄）

4月19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与会代表
深入沙县区、将乐县、泰宁县等地，实地考察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情
况。

在沙县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不少林农正在办理农村产权交
易、抵押贷款等业务。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循环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徐鹤边听边看边记，详细了解三明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情况。

“三明通过林业碳票、林业碳汇，将无形的生态资产变成有形
资产。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创新，有效解决了林农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面临的‘在哪种’‘如何种’‘如何分’等问题，将‘两山’理论
在微观层面进行了很好的运用。”徐鹤认为，三明坚持保护生态环
境，发展生态经济，改善民本民生，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以
实际行动践行了“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理念，让“两山”理论在三
明落地生根。他希望三明继续以“两山”理论为指引，扩大林改试
点，守护绿水青山，丰盈金山银山。

走进沙县区俞邦村，一幢幢别致的民房依山傍水、错落有
致。“寻根追味”牌坊下，热腾腾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扁肉、烧
麦、芋饺等小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村口旁立着一棵千年古樟树，因年代久远，常年风吹雨打，树
身倾斜生长，但丝毫掩盖不住它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这棵千年古樟树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福建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蔡华杰表示，通过这两天的考察，
感受到三明对青山绿水的呵护。青山绿水可以给人类带来无价
的财富，一定要牢记嘱托，秉承树立好“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
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保护好生态环境，把它转化为绿色
财富。

暮春四月，草长莺飞，站在村部向远处眺望，将乐县高唐镇常
口村对面是一座大山，满山青翠、郁郁葱葱，金溪河缓缓流过，倒
映着山景。

“福建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这在常口村得到了充分的
印证。”福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黄辉说，如何利用好眼前的青
山绿水，常口村向世界做了生动的实践。去年，常口村领到了全
国首张林业碳票，这对于增加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促进森林
健康，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在我看来，生态文明不仅仅是做到让环境更优美，更重要的
是能促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让百姓体验到因为生态文明的发
展而更加美好的生活。”黄辉说。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杨振锐被风景如画的常口村深深
吸引。“我长期关注福建生态文明建设，也深刻领悟到生态资源对
于我们的生产生活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继续践行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理念，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继续走好生态致富之路。”杨振锐说。

“良好生态是乡村振兴的支撑点。我们看到三明的生态文明
底蕴非常深厚，在这样的环境里，再去讨论乡村振兴就有很多新
的内涵，比如乡村振兴里的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应该是联动的。”
泰宁县将流域保护开发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因地制宜打造
了“水趣崇际”“豆香上青”等乡村旅游特色项目，通过实地参观考
察，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
教授潘家恩对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表示了充
分肯定。

潘家恩建议，当地应该将“两山”理论与“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结合起来，与“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以及
生态价值转化和生态的资本深化结合起来，将生态优势不断转化
为经济优势，走出一条三明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一路看、拓思路，一路学、明方向。我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让大家深受启发、获益颇多。“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大家纷纷表
示，要学习借鉴三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入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与会代表在我市考察

●本报记者 朱丹宇 吴文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