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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累了新安江试点经验后，安徽首个省
级层面的生态补偿机制 2014 年落地大别山。
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省财政出资 1.2
亿元，合肥、六安两市分别出资 4000 万元作为
补偿资金，推动大别山水环境治理和保护。同
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开展共同检测、联合
执法和联合整治等工作。截至目前，六安市已
累计实施生态补偿机制项目 107 个，有 33 个项
目基本建设完成。根据 2017 年全年联合监测
结果，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已连续 4 年达
到补偿条件，出境水质为优。

2017 年 12 月 30 日，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 了《安 徽 省 地 表 水 断 面 生 态 补 偿 暂 行 办
法》，标 志 着 安 徽 全 省 建 立 了 以 市 级 横 向 补
偿为主、省级纵向补偿为辅的地表水断面生
态补偿机制，促进全省河流、湖泊水质的进一
步改善。

《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的补偿范围为跨市界断面、出省境断面以及国
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考核安徽省的断
面。目前，全省 121 个断面已全部纳入生态补

偿的试点，其中跨市界断面 28 个、出省界断面
11 个，涵盖了安徽境内的淮河、长江干流及重
要支流、以及重要湖泊。遵循“谁超标、谁赔
付，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要求超标断面责
任市财政支付污染赔付金，水质改善断面责任
市财政获得生态补偿金，以财政杠杆促进各市
不断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确保补偿断面稳定
达到年度目标，切实改善辖区内水环境质量。
今年 1 月~5 月，安徽省生态补偿资金产生污染
赔付和生态补偿金共 1.845 亿元，其中：产生污
染赔付金 8600 万元、生态补偿金 9850 万元。

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安江流域生
态补偿试点经验的推广，于今年 6 月 29 日专门
印发《关于全面推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试点经验的意见》的通知。《通知》明确了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确
立了全面推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经验的四个基本原则，即：权责统一、合理补
偿；政府主导、统筹兼顾；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重点推动、全面推广。

新安江生态补偿的经验被推广到安徽省

长江经济带。安徽省委、省政府还印发了《关
于全面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
经济带的实施意见》，将建立覆盖沿江 5市的水
环境生态补偿机制，2019 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沿
江市内县（市、区）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省
财政厅、省环保厅组织长江干流池州、安庆、铜
陵、芜湖、马鞍山市，在上下游两市之间分别签
订了《安徽省长江流域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协
议》，共同保护长江水质。

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安徽省尝试应用
“新安江模式”。2018 年 7 月，安徽省政府第 16
次常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
补偿暂行办法》。“办法”按照“将生态环境质量
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的约束性要求”和“谁
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以各设
区 市 的 细 颗 粒 物（PM2.5）和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平均浓度季度同比变化情况为考核指
标，建立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机制。省财政计
划每年安排 1亿元作为补偿资金。对各设区市
实行季度考核，每季度根据考核结果确定生态
补偿资金额度，年底统一清算。

“新安江模式”还将进一步深化和全面推
广。下一步，安徽省将按照《关于全面推广新
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经验的意见》要
求，全面推行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即建立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完
善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推广地
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重点领域
生态补偿机制，即完善公益林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健全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完善耕地生态补
偿机制、建立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建
立健全重点生态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并且都
明确了相应牵头与落实单位及协调、投入、考
核等保障措施。

计划到 2020 年，建立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
补偿长效机制，全流域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实
现一体化保护和发展；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经验全面推广，省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
态补偿机制有效建立，基本实现森林、湿地、水
流、耕地、空气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
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补偿全覆盖，补
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

六载打造流域生态补偿样板
安徽省全面推行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经验，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一条银帘从苍翠欲滴的浓密山林中倾泻而
下，冲入山下的石潭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水深千丈，清可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
碍。”1000 多年前，南北朝文学家吴均的《与朱
元思书》中描写的景色在这里完美重现。

这里是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六股尖，是流
经古徽州大部分地区的新安江的源头，由此哺
育了独树一帜的徽州文化。

这里是钱塘江的正源，源头活水出六股，百
转千回下钱塘，滋养着安徽、浙江两省 1.1 万多
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里是长三角的重要生态屏障，关系到杭
州和黄山两市 1000 多万人的饮用水安全。

为了让“一江清水东流”，安徽省从 2012 年
开始，在财政部和原环境保护部的指导下，与浙
江省一起开展了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
偿两轮试点。

如今，新安江水质常年达到或优于地表水
河流Ⅱ类标准，街口断面水质连续 6 年达到补
偿标准，是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生态补
偿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多元化补偿机制初步
建立，基本形成符合安徽省情的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体系，促进形成了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

走进位于六股尖山腰的休宁县鹤城乡樟
源村，这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古村处处显露出新
的活力。

一条清可见底的溪流活跃在村子中间，一
条青石板铺就的小道沿小溪而建，溪涧两旁狭
窄空地上的民居全是典型的徽派风格，十几座
形态各异的木桥、石桥、水泥桥横跨溪涧，村头
巷尾随处可见古木参天的红豆杉、银杏和香榧
树。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烟头、一个垃圾堆。即
使是柴禾，也被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专门修建的
小棚子下面。

“ 在 生 态 补 偿 试 点 之 前 ，村 里 并 不 是 这
样。”鹤城乡文化站的盛红兵告诉记者，以前生
活垃圾、柴堆都随意堆放在树下，蚊蝇孳生，整
个村庄环境脏乱差。“生态补偿试点不仅是对
村庄环境的一次整治，更多的是从思想意识上
对村民进行了一次改变。”

樟源村的变化是安徽省新安江流域的一
个缩影。

新安江安徽段平均出境水量占千岛湖年

均入库水量的 60%以上，是下游地区重要的战
略水源地，是华东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早在
唐代，诗人孟浩然赞云：“湖经洞庭阔，江入新
安清。”

进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加快，新安江及千岛湖也出现蓝藻异常增殖
等令人担忧的问题。

2010 年底，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率
队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了《关于千岛湖水资源
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得到了中央
领导同志的重视和重要批示，指出千岛湖是我
国极为难得的优质水资源，加强千岛湖水资源
保护意义重大，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重蹈先污
染后治理的覆辙。浙江、安徽两省要着眼大
局，从源头控制污染，走互利共赢之路。为做
好新安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
动指南。

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均作出重要批示，推
动新安江综合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新安江流
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巨大成效。

2012 年起，皖浙两省开展了新安江流域上
下游横向生态补偿两轮试点，每轮试点为期 3
年，涉及上游的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和下游
的杭州市淳安县。这是国内首次探索跨省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

中央财政每年拿出 3亿元，安徽、浙江各拿
1 亿元，两省以水质“约法”，考核依据则是安
徽、浙江两省 跨 界 断 面 水 质 的 监 测 数 据 。 若
年 度 水 质 达 到 考 核 标 准 (P≤1)，则 浙 江 拨 付
给安徽 1 亿元；若年度水质达不到考核标准
(P>1)，则 安 徽 拨 付 给 浙 江 1 亿 元 ，专 项 用 于
新 安 江 流 域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和 产 业 布 局 优
化 、流 域 综 合 治 理 、水 环 境 保 护 和 水 污染治
理等方面。

多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新安江
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积
累了宝贵经验，形成了“新安江模式”：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分彰显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自然观；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充分彰显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展观；
坚持增进优美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
本民生观；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充分彰显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严密
法治观。

8 月 13 日，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在安徽省
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指出，“新
安江模式”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重要批
示精神为指引，以生态补偿为核心，以生态环
境保护为根本，以绿色发展为路径，以互利共
赢为目标，以体制机制建设为保障的生态文明
建设模式。“新安江模式”是安徽近年来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的又一重大成果，具有重要的时代
价值和实践意义。要从着力打造生态文明建
设安徽样板的高度，深刻认识“新安江模式”的
重要推广价值。

正午时分，烈日炎炎，在六股尖山脚下的
右龙村，几名农妇戴着草帽、扛着锄头前往山
上的茶园。她们要趁着中午太阳好给茶园除
草。为了保护新安江，茶园里禁止使用农药、
化肥和除草剂等药剂，这也让右龙村的新安源
有机银毫成为驰名中外的有机茶叶。

在黄山市，保护新安江刻在了生产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中。

试点生态补偿以来，黄山市关停了 170 多
家污染企业，90 多家工业企业陆续搬迁至循环
经济园，优化升级项目 510 多个。黄山市环保
局副局长鲁海宁说，近 3年来，黄山市共否定外
来投资项目 180 个，投资总规模达 160 亿元。
流域内 6 个省级工业园区均通过规划环评，循
环经济园实现供热、脱盐、治污“三集中”。

从 2015 年起，黄山市在全省率先全面推行
农药“零差价”集中配送和有机肥推广，实现村
级农药集中配送覆盖率 80%、废弃农药包装物
回收率 60%以上，有机肥销售量较试点前增长
16.75 倍，全市建立“垃圾兑换超市”24 个。根
据复旦大学开展的一项社会公众调查问卷统
计结果，黄山市基层群众对新安江生态补偿试
点政策知晓率为 95.69%。

今年年初，为感谢当地百姓为保护一方水
土做出的努力，黄山市 新 安 源 六 股 尖 水 环 境
保 护 基 金 会 向 休 宁 县 鹤 城 乡 634 位 70 岁 以
上 老 人 发 放 生 态 红 包 ，并 为 每 位 老 人 购 买

一份意外保险，价值超过 18 万元。此外，还
向 当 地 7 名 优 秀 保 洁 员 、两 个 先 进 生 态 村 、
30 户“宜居人家”等发放环保奖励。“近三年
来 ，黄 山 市 新 安 源 六 股 尖 水 环 境 保 护 基 金
会 致 力 于 新 安 源 头 的 生 态 保 护 ，连 续 三 年
为 70 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态红包。”休宁县鹤城
乡党委书记江向荣说。

老人们也自发地保护生态环境。今年 70
岁的方乖巧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生活垃圾被
分门别类地装在不同的垃圾桶里。“平时看到
地上的烟头废纸，就立刻捡起来。有些还能去
超市换东西。”老人还把竹子和废旧烟盒、布头
制作成手工艺品，既可以装点美化家居，又可
以卖出去增加收入。

生态补偿试点给黄山市带来了一系列显
著变化：

水更清，流域水质稳定向好。原环境保护
部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12 年~2017 年新安
江流域总体水质为优，跨省断面水质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要求；新安江上游流
域总体水质为优，千岛湖湖 体 水 质 总 体 稳 定
保 持 为 Ⅰ 类 ，营 养 状 态 指 数 由 中 营 养 变 为
贫 营 养 ，与 新 安 江 上 游 水 质 变 化 趋 势 保 持
一 致 。 黄 山 市 地 表 水 水 质 达 标 率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均 达 100%。 经 原 环 境 保
护部环境规划院评估，2017 年新安江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总计 246.5 亿元，水生态服务价值总

量 64.5亿元。
岸更绿，生态颜值全国标杆。以实施生态

补偿机制试点为契机，黄山市以新安江干流为
主轴，打造了横江、渐江、新安江滨水旅游区、
新安江山水画廊等 4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并
与沿岸的齐云山、花山谜窟、古徽州文化旅游
区形成呼应，绘就了一幅山水相济、人文共美
的精彩画卷。全市森林覆盖率由 77.4%提高到
82.9%，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98%以上，获评国
家森林城市，去年以来仅央视就 13 次报道或直
播新安江美丽风光。

产更优，绿色经济特色鲜明。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特征日益明显，以旅游业为主
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精
致农业为基础的绿色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服务
业增加值占比居全省首位，绿色食品、汽车电
子 、绿 色 软 包 装 、新 材 料 等 主 导 产 业 加 快 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
增长 12.2%和 11.9%，单位能耗累计下降 16.8%，
实 现 了 生 态 保 护 与 经 济 发 展 的 相 得 益 彰 。
2012 年 ~2017 年 ，黄 山 市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增 长
7.7%，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6.6%，人均 GDP、人均
财 政 收 入 等 主 要 均 量 指 标 位 居 全 省 中 上 水
平。尤其是两轮试点以来，经济全面增长、稳
中向好，生产总值连续跨上 500 亿元、600 亿元
两个台阶，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去年安
徽省反馈的 17 项监测指标中，有 14 项增幅同

比提高，5项增幅同比进位。
人更美，环境意识厚植于心。通过新安江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深入推进，生态文明
风尚深入大众、植根人心。各级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层层传导压力，级级压实责任，形
成了狠抓生态环保工作的浓厚氛围。广大群
众环境意识全面增强，实现了从“求温饱”向

“盼环保”的转变，形成了爱我乡村、节约资源、
整洁环境、从我做起的高度自觉。

招更实，工作机制高效管用。黄山市聚焦
流域保护治理任务不清、责任不明等难点问
题，建立了任务明晰、要求具体的目标管理机
制，完善了市县乡村一级抓一级、上下游联动、
各部门配合的责任落实机制，形成了全党动
员、全民发动的大环保工作格局。试点写入中
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入选中国改
革十大案例，亮相“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
就展。

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取得了重要的
阶段性成果，不仅撬动了全流域生态文明建
设，而且探索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效转
化路径，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的同步提升。

为持续保护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质量，建立
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皖浙两省就做好第三轮新
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多次会商沟通，已达成
一致意见。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探索“新安江模式”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推动绿色发展

总结“新安江模式”，面上全面推开

题 记

新安江源头雾蕴茶乡

屯溪区正在江面工作的打捞船

新安江流域皖浙两省跨界断面水质联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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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安徽与浙江街口联合监测断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