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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镶嵌在长沙、株洲、湘潭中间，

面积超 528.32 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心，分

外打动人心。它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城

市群绿心，是城市钢筋水泥建筑群中清

新独特的亮色。

这份“绿”来之不易。在全国首创

地方立法保护，划定不可开发区域。房

地产开发，挡！污染工业项目，退！湖

南以“铁心”护“绿心”。

“生态好不好，鸟儿先知道。”被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白鹤，

每年冬天都会跨越万水千山，飞临江西

鄱阳湖。2019 年，白鹤被确定为江西

“省鸟”，这不仅是江西人对本地生态环

境基础有信心，更重要的是对保护白鹤

的栖息环境有决心。

穿行中部地区六省，我们在采访中

不时能听到这些故事。从巍峨的太行

山脉到辽阔的江汉平原，从黄淮平原的

沃野千里到赣江的碧水荡漾，地貌的多

样性在此交织，共同奏响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主旋律。

坚定不移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中部地区

的“颜值”一定会不断提升，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徐徐铺展。

美丽中部绿意浓

2024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主
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时强调——

要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
碳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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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六省水道纵横、山峦叠翠，是

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洪水

调蓄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持功能区，生态地位

举足轻重。

中部地区六省坐拥长江、黄河两大水

系，如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如何转变

观念，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如何先行先试，为美丽中国建

设提供生动样本？

万物繁盛的 5月，记者行走中部大地，探

寻六省写在青山绿水间的“美丽”答卷。

如何守护好幸福江河?

严守生态红线，
厚植绿色底蕴

九江湖口沙洲堤段，

国 能 神 华 九 江 发 电 有 限

责任公司码头，卸船机正

从 运 煤 船 上 卸 货 。“ 卸 下

来后会通过全封闭廊道运

走 ，避 免 扬 尘 和 含 煤 污 水

入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船上的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

也有专门设施接收处理。

江西九江，三江之口、七省

通 衢 ，全 揽 152 公 里 长 江 江 西 段

岸线。

九江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在项目审核上严格执行

“三个一律”：长江岸线 1 公里范围内一律

不许新上任何化工项目，5 公里范围内一律

不许新建任何重化工园区，非化工园区内一

律不许新上任何化工项目。整治完成超 800
个长江入河排污口，长江干流重点水体达到

Ⅱ类及以上水质，入选首批创建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示范区城市。

长江滔滔西来，接纳湘、资、沅、澧四水，

在广阔的洞庭湖区舒展，交汇处有一片沙洲

壮阔、苇荡青幽的江湾。这就是昔日的华龙

码头、如今的江豚湾风景区。

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黝黑滚圆的江豚频

频跃出水面。“最多的一天，来了几十头，一对

一对追逐玩水。”邓铁牛，湖南岳阳君山区东

洞庭湖长江管理站监测员，对江豚湾的一切

熟稔于心。在他看来，江豚湾已名副其实。

从曾经生态破坏严重的非法码头到江

豚活跃的景区，江豚湾交出的优秀成绩单，

是湖南“一江一湖四水”系统保护和治理的

缩影。2019 年以来，湖南围绕长江保护突出

问题和薄弱环节，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

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生态环境

出现问题，常常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所

致。加快推动产业、能源等绿色低碳转型，

才是治本之策、长远之计。

湖北坚持在绿色转型中培育绿色动能，

大力推进“电化长江”“气化长江”“氢化长

江”，通过新能源技术推动长江航运绿色发

展。自主研发的“长江三峡”1号是目前全球

载电量最大的纯电动游轮，实现了零排放、

零噪声、零污染。

黄河宁，天下平。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

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殷 殷 嘱

托，正在黄河沿岸各地的实践中

开花结果——

5 月 13 日，在山西太原小店区韩武村国

考断面水质改善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辆辆

工程车正在加紧施工，打孔、拉管、埋管，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个项目是将农村生活污水纳入市政

污水管网范畴，由下游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确保汾河流域太原段达到稳定优良水体

目标。”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小店分局局长冯

志宏告诉记者，山西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

工程，共谋划城镇生活污水设施建设等十大

类 285 个项目，力争 2025 年全省黄河流域国

考断面稳定达到Ⅲ类及以上优良水质。

近年来，河南建成 501公里标准化堤防、

98 处控导工程，完成 30 万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同时，把“黄河装进计算机”，开展智慧

预警和精准调度，统筹推进上下游、左右岸、

干支流联防联控，高效处置各类风险。

严守生态红线，加快绿色转型，守护江

河安澜，筑牢生态屏障，中部地区展现了应

有担当。

如何激活绿色崛起的内生动力?

把握“双碳”机遇，发挥市场手段

在湖北武汉武昌区中北路上，33 层的中

碳登大厦格外醒目。这里是全国碳市场注

册登记结算功能平台——中国碳排放权登

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碳

登）的“主场”。

碳交易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让有效减

排企业出售多余的碳配额，超标排放的企业

则需购买配额，由此推动企业减少碳排放。

2021 年 7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

市，二氧化碳排放权实现在市场上自由买

卖。中碳登承担了全国碳市场的注册、登

记、结算等职能，相当于全国碳市场“碳资产

大脑”。

过去两年，中碳登高效、准确完成共计

190 亿吨碳配额的分配，登记碳资产规模超

1.5 万亿元，业务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湖北

依托中碳登国家级平台优势，率先在全国打

通“电—碳—金融”三大市场，初步形成碳交

易、碳资产等碳市场全产业链，碳市场成交

量占全国的 42.7%。

在中碳登大厦，47 家国内外双碳领域龙

头企业和研究机构“择邻而聚”，涉及碳金

融、碳资产、低碳数字化科技等细分领域，初

步形成“一栋楼就是产业链，上下楼就是上

下游”碳市场服务产业链。

武汉双碳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阎忠宁

认为，湖北在碳市场建设和碳产业发展上具

有先发优势，以中碳登大厦为中心，200 余家

涉碳服务企业、机构汇聚武昌，“双碳”产业

聚集效应逐步显现。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

抢抓“双碳”机遇的，不只是湖北。

“我在房前屋后栽种的花草树木，没想

到还能带来碳汇收入。”近日，江西武宁罗坪

镇长水村村民卢咸锋对记者高兴地说。

2023 年 2 月，江西首个乡村“四旁”林木

碳汇项目选定长水村“四旁树”（村旁、宅旁、

水旁、路旁自栽生态树种）作为林业碳汇计

量树种。据估算，该村“四旁树”20 年内可吸

收约 4000 吨二氧化碳，按照每吨 50 元的价

格，可产生 20万元碳汇交易收入。

江西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江西森

林覆盖率达 63.35%，居全国第二位。长水村

这个项目实施后，将为省内所有乡村“四旁”

林木碳汇项目开发提供借鉴，成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

2023 年，山西省潞安化工余吾煤业公司

启动“零碳矿山”创建项目，持续对现有设备

进行节能改造，建立矿井电量分析系统。到

2025年，预计实现节电 1235万千瓦时。

依靠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山西进一步

提升开采效能。

河南在流域内率先完成重点行业企业

超低排放改造，2023 年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

比 2019 年下降 23.5%、用水量比 2020 年下降

40.8%，产业含绿量更高了，资源能源利用效

率大幅提升。

在“双碳”背景下，坚持绿色生产、绿色

技术、绿色生活、绿色制度一体推进，新产

业、新业态、新产品层出不穷……中部地区

六省千行百业向“绿”而行，能耗加速下降，

环境显著改善。

如何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

高举“绿色引擎”，做优“金山银山”

5 月 15 日，记者走进位于安徽合肥蜀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国环境谷展示大厅，一

大批环保领域高精尖设备呈现在眼前。它

们被广泛应用于大气污染物探测、水环境监

测、土壤检测以及化工厂区有毒有害气体预

警等领域。

“中国环境谷构建了环境高技术研发、

核 心 零 部 件 生 产 、环 保 装 备 制 造 、环 境 治

理、环保工程及环保服务全产业链生态，引

进培育了 400 余家环境领域重点企业，其中

不乏细分领域的国内龙头企业。”合肥蜀山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经 济 发 展 处 副 处 长 张 杨

表示。

据介绍，短短 5年时间，中国环境谷的营

业收入从 2019 年的 50 亿元，到 2023 年底突

破 450亿元。

“未来我们将依托‘中国环境谷’金字招

牌，加快先进技术产业化，积极向零碳、光

储 、氢 能 等 领 域 布 局 ，培 育 千 亿 级 产 业 集

群。”张杨说。

“中部地区要依托资源、环境优势，打

‘生态牌’、走‘绿色’路，以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打造中部地区强劲的绿色‘增

长极’。”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谢花林表示，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速形

成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实现生

态富民。

作为唯一兼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点的省份，江

西全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全域推进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更高标准打造美

丽中国“江西样板”。

2021 年 8 月，江西在全国率先启动湿地

资 源 运 营 机 制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9 个 试 点 县

（市、区）先行先试。目前，全省共开展湿地

占补平衡指标交易 36笔，完成跨县域湿地占

补 平 衡 指 标 交 易 面 积 1052.8 亩 ，交 易 金 额

9312.4 万元，湿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

的渠道加快打通。

在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山区，起伏的群山

连成绿色海洋。这里曾经是岳阳市最大森

工企业长寿采育场，经营 11万余亩山林。近

几年，山里人呵护绿水青山，用美景换来“金

山银山”。

“以前卖树木，现在卖景观，在岗职工平

均月工资翻倍。”长寿采育场场长介绍，大家

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暑假做准备，把生态旅游

做出“大名堂”。

湖南省林业局根据全省重点监测的 82
个生态旅游景区测算，今年“五一”假期，湖

南共接待生态游游客 1650.66 万人次，实现

综合旅游收入 93.08亿元。

从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

到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攻坚，

湖南政企联动探索产业生态化，绿色发展指

数进入全国前十位。

扎实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文章，推

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和生态环境“高颜值”

协同并进……随着中部地区六省在绿色低

碳领域的不断探索与实践，从逐“绿”前行

“大写意”到绿色发展“工笔画”，这片土地正

焕发更加迷人的魅力，为构建美丽中国贡献

力量。

逐“绿”行 赢未来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碧玉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雅惠

（湖北日报、山西日报、安徽日报、河南日报对本次采写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5 月 9 日，航拍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九江城区段，经过生态

修复的长江岸线成了一

道亮丽风景线。

王蕴蓉摄

恩施市新塘乡红花峰林清江流恩施市新塘乡红花峰林清江流

域域，，游船行驶在清澈碧澄的清江上游船行驶在清澈碧澄的清江上，，

宛如画中游宛如画中游。。 （（湖北日报供图湖北日报供图））

漫江碧透的湘江水中央漫江碧透的湘江水中央，，绿意环绕的绿意环绕的

橘子洲景区犹如一个城市客厅橘子洲景区犹如一个城市客厅。。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摄辜鹏博摄

无人机拍摄的位于安徽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无人机拍摄的位于安徽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中国环境谷中国环境谷。。 安徽日报通讯员安徽日报通讯员 陈三虎摄陈三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