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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中国改革（2024）年会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地方实践高层研讨会”上，北碚区《打造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缙云山样板》跻身“中国改革
2024年度案例”，成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代表。

缙云苍苍，嘉陵泱泱。位于嘉陵江畔的缙云山，是重庆中心城区的生态宝贝：森林覆盖率达到98.6%，空气负氧离子平均浓度每立方厘米超过1200
个，是名副其实的肺叶和氧吧；拥有2224种植物和1378种动物，保存着全球同纬度地区最为完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和植物基因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把治理好的绿水青山变成发展中的金山银山，全国各地都在探索。而缙云山，正在努力迈出关键一步。

群山连绵、云雾缭绕，绿树成荫、鸟叫虫
鸣。漫步缙云山，美是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
也是最深刻的印象。

这里有钟灵毓秀的自然之美。作为巴渝
十二景之一“缙岭云霞”所在地，缙云山兼具
峡、泉、沱、坪、峰、槽，并且拥有独特的自然景
观。

看山，朝日峰、香炉峰、狮子峰、聚云峰、
猿啸峰、莲花峰、宝塔峰、玉尖峰、夕照峰九峰
横亘，风光秀美、气象万千，怎一个“奇”字了
得；望水，镶嵌在崇山峻岭中的黛湖，湖水清
澈碧绿如黛，生态美景让人流连忘返；观树，
古木参天，既有数百年的古银杏、古桂花树，
也有高大挺拔的红豆杉。

优良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缙云山丰富的动
植物资源。生态优势是缙云山最突出的优势，
仅在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有植物
2000多种，动物107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55种，珍稀濒危植物83种，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18种，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这里有古今共融的人文之美。缙云山古
称“巴山”，是川渝地区的宗教名山之一，缙云
寺、温泉寺等古刹幽深，至今仍香火旺盛，历
来都是人文荟萃之地。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
代诗人李商隐名篇《夜雨寄北》中的诗句，道
尽了巴山渝水的清幽秀美。如今的缙云山沿
着历史文脉，打造现代版“巴山夜雨图”。

回望历史，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中共
中央西南局领导曾在此办公；卢作孚、梁漱
溟、晏阳初等曾在此兴起乡村建设运动；郭沫
若、老舍、梁实秋等名流汇聚于此……如今，
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旧址以及卢作
孚主持修建的北温泉公园和黛湖，仍是当地
文旅闪亮的名片。

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之美。协同推进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增强经济的“含
绿量”，坚定不移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探
索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建设超大城市中心城
区生态文明示范区……绿色日益成为缙云山
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数据显示，近3年，32个温泉度假、精品
民宿、生态农业等文旅康养和田园综合产业
项目落地缙云山片区，激活1400亩缙云山甜
茶园、缙云青梅、缙云糖梨等产业，实现缙云
山片区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300多万元，村民
人均年收入增长达9.5%。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调
研缙云山生态治理后表示，缙云山的“绿色本
底”厚实，集合了云海、奇松、鹰飞、怪石、温
泉、寺庙等不可多得的文旅要素，市民、游客
在这里既可以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神
奇与壮美，也可以了解历史文化、领略人文的
韵味与历史的厚重。

缙云山的绿水青山具有独特性

缙云山综合整治“前半篇文章”具有普遍性

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具有探索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完善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

是发展生产力。”北碚区较好完成了生态环境
整治的阶段性任务，总结提炼、扩面推广了具
有缙云山辨识度的实践经验，但是如何做到

“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亟待
破题。

长期关注缙云山生态治理的西南大学乡
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认为，缙云
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破题的关键在于：

如何突围产业发展困境，处理好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创新形成缙云山高质量生态产业循
环，让生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全民幸福
感”的源泉。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
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不能是为了生态不搞发展，也不能
是多了绿色而少了发展，而是要在绿色之中
求发展。”前来缙云山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农
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说。

近年来，缙云山在综合提升“后半篇文
章”上做了不少的探索，但依然面临着空间拓

展重重受限，产业定位与规划错配，“山上山
下”多头管理，产业多元化发展方法不多，生
态产品价值金融化方式不活等问题，导致资
源出现“沉睡”，绿色成为“包袱”。

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当前，北碚正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迭代升级“12345”体系构架，勇当全面深化
改革先行区排头兵。在“12345”体系构架
中，排在首位的“1”即一个总抓手——以缙
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统揽北碚绿色
高质量发展。

在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沈

满洪看来，缙云山生态环境、优质温泉、革命
传统、都市区位、宗教文化等特色优势突出，
培育文旅康养体、旅游精品等产业的底子扎
实，探索高质量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恰逢好
时机。

“我们既不能走‘守着绿水青山苦熬’的
穷路，也不能走‘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经
济增长’的歪路。”北碚文旅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做好缙云山综合提升“下半篇文章”，必
须摒弃“只要生态保护不要经济增长”的错误
认识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躺平”思想，
大胆试、大胆闯。

当前，北碚正坚持生态立区，以缙云山综合
提升“后半篇文章”为统揽，构建北碚绿色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深入挖掘缙云山综合提升的丰
富内涵、时代价值，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充分
把缙云山生态之变的丰硕成果拓展到产业转
型、城市提升、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
各领域，助力北碚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典范。

具体如何转换，怎样发展，缙云山“两山”转
化路在何方？

“路”在绿色金融方面先行先试。绿色金融
是缙云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接下来，缙
云山要用财政“小资金”撬动金融市场“大资
源”。以市场化方式发起成立生态产业引导基
金、碳中和基金等，夯实绿色金融发展基础；探
索开展林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体系构建试
点，创新推出绿色金融产品，丰富绿色信贷产品
供给，不断扩大各类银行绿色信贷资金支持力
度；探索碳金融创新，落地打造生态资源的收
储、交易和开发平台，盘活碳排放权、排污权、林
业碳汇等生态资产，让缙云山生态资源变资产、
资产变资金。

“路”在生态保护方面走在前列。良好生
态环境是缙云山的发展优势和宝贵财富，也是
缙云山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最大底气。张孝
德认为，缙云山要在组织建设、资源要素和交
通体系一体化上下功夫，用最严格的制度、最
严密的法治保护缙云山的生态环境，不断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在持续保护好生态的
基础上，走深走实“两化路”，助推缙云山生态

“颜值”变经济“产值”，让绿水青山成为致富
“靠山”。

“路”在产业发展方面探路先行。缙云山
“两山”转化的重点与难点，是要发挥项目带动
作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中国
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林璧
属教授建议，一体化整合缙云山发展资源，重点
在温泉康养、研学度假、生命科技、新一代信息
技术、现代农业等产业上发力，久久为功打造休
闲康养“度假地”、科技创新“新高地”、人文历史

“会客厅”、研学教育“大本营”、郊野观光“体验
园”，不断丰富产业发展“含新量”。

“路”在土地政策方面改革求变。土地资
源是发展之基、生存之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土地的高效率利用。未来，缙云山
要健全体制机制，优化片区规划空间，通过总
量控制，分类限制，设置准入门槛，合理规划弹
性用地；探索试点“建多少、转多少、供多少”点
状报批方式，结合产业落地情况，实施“点+
块+片”用地综合利用开发模式，推进城乡用
地空间深度融合；力争将缙云山北碚片区纳入
新一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摸
索以农地确权为先导、放活土地为关键、产权
融资为核心、财产权益保障为要义的农村产权
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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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山“两山”转化路径
要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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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山黛湖缙云山黛湖 摄摄//秦廷富秦廷富

缙云山生态环道示范段，市民们在步
道上休闲 摄摄//万难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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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实践在北碚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视野下的缙云山观察

重庆以“山城”著称——“城在山上、山
在城中”。缙云山就是其中之一。

山上是保护区，山下是中心城区，保护
区外围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缙云山在我国
特大城市中极为罕见。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缙云山居民
为求发展一度突破生态红线，“靠山吃山”，
违规建起了酒店、农家乐，生活污水、厨余垃
圾未经处理直接倾倒，给美丽的缙云山留下
一道道伤疤。

同时，囿于保护区的严格政策，长居于
此的原住居民生活不便，也无法新建基础设
施、发展产业，增收十分困难。

北碚区痛定思变，迅速打响了缙云山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开始实施“铁腕
治山”：高站位开展整治搬迁，引导核心区、
缓冲区203户520名居民完成生态搬迁；高
标准完善配套设施，满足一体化、协同性、
生态性旅游综合需求；高质量深化体制改
革，创新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
算。

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促进”之
下，缙云山综合整治“前半篇文章”成效显
著。

生态环境好了，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就
是更多物种的回归与发现。近两年，缙云山
频频发现缙云脆蛇蜥、缙云掌突蟾、缙云三
窝蛛等“新物种”，暗褐彩蝠、小灵猫也重现

缙云山。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缙云山植物资源

比 1999 年开展保护区植物调查时增加了
441种，缙云山这个“植物物种基因库”不断
扩容。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近年来，
北碚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国家森林城市、
中国天然氧吧等，绘就了天蓝地绿、水清景
美的新画卷。缙云山这片城市“肺叶”逐渐
焕发新生机，助推北碚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新样板、文旅融合康养休闲新高地加快实
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