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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县金星村，至今传颂着习近

平 抢 救 千 年 银 杏 树 的 故 事 。“ 那 是

2006 年 8 月 16 日，习书记到村里考察

新农村建设。”金星村党支部书记郑初

一回忆说，考察途中，习近平看到村里

一棵千年树龄的银杏树，根部泥土很

多被挖掉，根系裸露在外，生命岌岌可

危，“他立即和我们说，这是金星村的

象征，十分珍贵，不能让它死掉。保护

古树，就是保护村庄。”很快，大家培土

浇水，展开了一场抢救银杏树的行

动。10 多年过去，这棵巍然挺立的银

杏树，已经成了金星村最亮丽的风景，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要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生态省

建设的良好氛围。”2003 年 6 月 4 日，

习近平在省环保局考察调研时说，要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开展

生态省建设转化为全社会的自觉行

动。在 2005 年 4 月 5 日召开的生态省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强

调，要使生态文化真正成为一种全社

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推崇的

价值观念。

在生态省建设过程中，全省上下、

社会各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着

力培育生态文化，把生态价值观植入

人们心中。2004 年 3 月 25 日，安吉启

动全国第一个“生态日”。那天，青少

年用塑料袋、旧报纸等废弃物制成服

装，走上生态广场进行“环保时装”表

演；千名机关干部走村入户，宣传生态

保护和生态建设知识；10 万名群众在

全县范围内清除白色垃圾。

2010 年 9 月，浙江省十一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

每年 6 月 30 日为“浙江生态日”。这是

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日。浙江意在通过

这一载体发挥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引领作用，切实把生态理念贯穿

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

节，提高全民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责

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加快生态文明新

风尚的形成。

绿色学校创建在浙江全面展开，

在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环境素质的同

时，“小手拉大手”，通过学生带动家

长，进而带动更多社会公众更广泛地

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

通过一系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活动，习

近平倡导的“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

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干部是不

称职的干部，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

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生态的公民不

能算是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已

经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
全社会植根，就是要看
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
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一种价值理念变成人们实际生

产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形成绿色的生

产生活方式，既需要思想观念的深刻

变革，也需要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共同

推动。

在 2004 年 2 月 27 日举行的生态

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习

近平强调说：“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

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

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植根，就

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

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

浙江，伴海而生、因海而兴。千百

年来，人们耕海牧渔，尽情享受着大海

无私的馈赠。曾几何时，随着海洋生

态污染和过度捕捞，这片海域一度面

临渔业资源的枯竭，以致“东海无鱼”、

渔歌不欢。

本世纪初，浙江近岸海域四类和

劣四类海水达 81%，重点河口、港湾海

水均超四类；海洋灾害增多，赤潮频

发；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环境

污染不仅影响海洋生态服务功能的正

常发挥，也对近海、滩涂渔民的种养殖

带来影响。

着眼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治理

修复海洋环境、推动渔区形成绿色的

生产生活方式显得尤为迫切。在2003

年 5 月 16 日举行的加快海洋经济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治理修复海洋

环境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各

级各地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正确处

理发展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的关系，高度重视海洋环境综

合治理，加强陆域污染源的治理和控

制，加强对海上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

监管，加强对重大海洋、海岸工程的环

境评估，实施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生

态环境修复工程。

针对海洋渔业结构调整，习近平

提出了“压缩近海捕捞、发展远洋捕

捞、主攻海水养殖”的方针。他说：“采

取积极有效措施，引导渔民从近海捕

捞转向远洋捕捞，从捕捞转向养殖，从

初加工转向深加工，从海洋一产转向

海洋二、三产，促进传统渔业向现代渔

业发展。”

与此同时，习近平经常下海岛、进

渔村、访渔家，谆谆嘱咐干部群众换种

方式“吃海”。2005 年 5 月 19 日，习近

平赴平阳南麂岛调研。时任南麂列岛

国家海洋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

长的曹光招至今记得，“那天下午 3 时

左右，习书记从三脚寮码头登上机帆

船，出海考察了深水网箱养殖，还和我

们一起增殖放流，亲手将大黄鱼幼苗

倒入大海。”

在渔民阮允好家中，得知当地渔

民从捕捞转产海钓增收时，习近平说，

发展渔业生产、提高渔民收入，关键在

于保护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在发展

远洋捕捞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养殖业，

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2005 年 6 月 13 日，习近平专程赴

舟山普陀区、岱山县考察。在普陀区

蚂蚁岛渔老大林合平家，习近平详细

了解渔业资源、捕捞生产、休闲渔业、

海岛旅游、渔民收入等情况。他说，推

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仅涉

及到渔区经济发展，而且事关渔民的

出路问题。能否解决好转产转业问

题，事关渔区社会稳定和今后长远发

展。必须立足长远、分类指导，对不同

年龄段的渔民，分别通过加强职业培

训、多渠道安置就业、建立社会保障等

途径，解决其生产生活问题，巩固渔民

转产转业的成果。

习近平还对舟山领导干部说，要

不断推动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大力发展生态高效渔业，做大做强水

产养殖和深精加工业，大力发展港口

物流、船舶修造、海运和海洋旅游业。

认真落实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完善海洋生态环境动态监视监测网络

和灾害预警体系，全面实施海洋生物

资源保护与修复工程，切实改善海洋

生态环境。

为了习近平的嘱托，浙江人民开

始以全新的方式“耕海牧渔”：《浙江省

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环保法

规和规章相继出台，为保护海洋生态

筑起屏障；2008 年，浙江又发布《浙江

省碧海生态建设行动计划》，成为全国

第一个进行海洋生态修复的省份；旨

在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一打三整治”

持续推进。可喜的是，广大渔民自觉

守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资源，每年伏

季休渔但见千船进港，更有许多渔民

卖掉渔船，转产转业，靠着海洋生态优

势开办“渔家乐”，海洋旅游风生水起。

“就照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2015 年 2 月 11 日，春节前夕，全

国军民迎新春茶话会在北京举行。

时任湖州市委书记马以，作为全

国双拥模范城湖州市代表，受到习近

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

握手的时候，马以向习近平总书

记汇报：“我们按照您的要求，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现在湖州

南太湖的变化很大！”

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好，就

照着这条路子走下去！”

殷殷嘱托，再次引发了历史的回

响。

早在 2003 年 4 月 9 日，习近平第

一次到湖州安吉调研时，就嘱咐当地

干部：“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一任接着一

任干，一年接着一年抓，决不能松懈，

更不能反复。”

牢记总书记嘱托，浙江各地续写

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故事。

今年 8 月 15 日，是习近平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 12 周

年。这一天，安吉余村的村民俞金宝

投资 200 多万元开办的民宿，顺利结

顶了。

2003年，余村关停矿山的时候，多

年来开拖拉机搞运输的俞金宝“失业”

了。他跟着朋友到外地打工、办厂，后

来回村办起“金宝家庭农场”。去年，

余村成功创建国家 3A 级景区，游客超

过 30 万人次。今年，俞金宝的家庭农

场已经产生效益，新开的民宿即将投

入运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安吉

全县 187 个村串起了一个郁郁葱葱的

生态世界，游客纷至沓来，去年全县实

现 旅 游 收 入 233.16 亿 元 ，服 务 业 占

GDP 比重达到 47.4%，已超过第二产

业。

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吸

引力、集聚力就越强，“绿色动能”会成

为安吉赶超发展的最强动能，安吉县

委书记沈铭权说。

在舟山市定海区新建社区，一条

生态公路顺山蜿蜒，花树辉映。近年

来，村民们依靠生态优势，主动挖掘

海岛特色，将村庄打造成远近闻名的

壁画村，并借助生态旅游，实现了绿

色崛起。近两年，20 多户农家乐陆

续开业，每年游客数量突破 30 万人

次。

2015 年 5 月 25 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新建社区。在村民袁其忠的

农家乐“画春园”里，他和村民们促膝

交谈。

村民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地

述说着村庄的变化，“我们这里空气好

啊，老人都长寿”“城里人来这里把水

带回去泡茶喝”“青山绿水可以发财”

“以前我们穷，现在办农家乐致富，盖

新房、买了车。”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国很多地方

都在建设美丽乡村，一部分是吸收了

浙江的经验。浙江山清水秀，当年开

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确实抓得早，

有前瞻性。希望浙江再接再厉，继续

走在前面。

当听说新建社区正在规划建设绿

色生态旅游景区，习近平总书记说：

“这很好。我在浙江工作时说‘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是大实话，现

在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这个观点，这

就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我们就要

奔着这个做。”

后记

在余村村口，有一块巨大的石碑，

上面刻着10个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10 多年来，这 10 个大字已

经深深镌刻在5600万浙江儿女心中。

朴素的真理，往往拥有引领发展

的巨大力量；开创性的探索，往往具有

影响未来的深远意义。

10 余年来，浙江人民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以“八八战略”为总纲，

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遵

循，坚定不移地照着“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路子走下去，持续深化生态

文明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

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支撑点。

今年6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

“美丽浙江”建设目标，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大力开

展“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积极建设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人民

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大力建

设具有诗画江南韵味的美丽城乡，把

省域建成“大花园”。

“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翻

覆。”东海之滨的这块沃土上，人们信

心满怀，在山川秀美的“大花园”里，把

绿水青山护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

更大，接续描绘一幅充满诗画江南韵

味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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