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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两山”理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黄岩区推进环长潭湖绿色中药材产业带建设 

 

近年来，黄岩区持续推进长潭水库良好湖泊试点,推进农业供给侧改

革，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已在库区发展中药材 7223 亩。通过在库区

种植施有机肥的中药材，减少其他农作物种植面积，优化库区农作物结

构，保护长潭水库水质。 

一、科学部署，推进中药材基地建设。一是与高校合作，掌控技术

关。积极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台州市农科院等院所开展合作，建立“一

校多所+基金”为主体的同创中心，聘请谈献和教授为技术顾问，组建技

术团队，重点研发并推广中药材繁育、良种推广、效益提升等难点技术，

对种植基地的种植、生产过程进行把关。二是与工商资本合作，把好生

产关。引导乡贤创业，打造规范化、规模化的生产基地、研发基地和药

垟用植物园。比如上 乡沈岙村引进天台工商资本投入，流转土地 200 亩，

种植白芨；北洋镇瑞岩村与乡贤李冬富合作，流转土地 150 亩，种植丰

花玫瑰、前胡、芍药和太子参。三是与知名药企合作，打通销售关。积

极与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

知名药企合作，签订收购合同，打通销售渠道，确保中药材能够顺利出

售。 

二、措施得力，中药材促进农民致富。一是与林下经济发展充分结

合。将中药材发展作为发展林下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逐步改变村民增

收困难窘境。如上郑乡林下套种土太子参面积已达 563 亩，总产值近 800

万元，实现了“一亩山万元钱”林业科技富民新模式。二是与西部旅游

开发充分结合。将中药材发展工作融入到旅游中去，推进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如屿头乡白石村，结合凉山景区开发，在近 1000 亩土地上种植了

中药材，既用于观赏，为景区添色，又作为中药材出售，增加收益。三

是与西部扶贫工作充分结合。将中药材产业发展和巩固消除集体经济薄

弱村成果相结合，提升集体经济薄弱村经营性收入，增强造血功能。如

上郑乡黄坦村将“两山”消薄资金用于中药材产业发展，种植 100 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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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芍药、玫瑰等中药材，激发村集体“造血”功能。 

三、机制创新，护航中药材产业发展。一是土地要素倾斜。挖掘坡

耕地、抛荒地、林地等资源，加强土地（山林）流转力度，提升规模。

利用中药材经联会、农合联等集体组织，引导散户、小户抱团发展。如

结合长潭库区二级区生态休耕工作，流转库区二级保护区土地 2000 余亩，

种植鱼腥草、夏枯草、浙麦冬等常用中药材。二是金融供给完善。积极

推行“土地+资金+技术”模式，鼓励企业以资金入股、农户以土地入股、

专业人才和高校以技术入股，三位一体共同建立种植（加工）基地，实

现统一管护。出台贴息管理办法，确保经营主体及时获得足够的周转资

金，同时，将中药材种植纳入农业政策性保险。三是政策保障强力。财

政安排资金用于扶持中药材的基地建设、加工点建设，开展品牌建设和

宣传、中药材先进实用生产技术推广应用、市场开拓等。 

（黄岩区美丽办） 

 

椒江区“四着力”“四促进”助推美丽河湖建设 

 

近年来，我区深入践行“两山”理论，认真贯彻大湾区大花园大通

道大都市区建设，以美丽河湖创建为抓手，奋力助推“水上台州”建设。

2016-2018 年，累计开展河道综合整治 10.6 公里，完成清淤 260.69 万

方，成功创建无违建河道 96.34 公里、市级美丽河湖 1个，其中岩头闸

湿地公园被评为浙江省首个“水文化科普示范基地”。主要做法是： 

一、着力制度为基，长效管控促提升。一是建立清淤轮疏机制。我

区编制完成了《台州市椒江区清淤轮疏长效机制建设方案》，通过先治污

泥后清淤、条块结合，分工负责、因地制宜选择淤泥处置方法等手段，

推进清淤工作全面开展。主要涉及椒江区的 3 个主要水系，共计 363 条

河道、 1 座小（1）型水库、3 座小（2）型水库、20座山塘，现已完成

8 万方清淤。二是进一步深化河（湖）长制。全区共设有总河长 13 名，

分级分段设立区、街道、村三级河长 455 名，湖（库）长 4 名，实现了

河（湖）长设置“全覆盖”。共设置各级河长公示牌 369 块、湖（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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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示牌 4块，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实行三级河长常态化巡查制度，

今年全区共计巡河 22826 次。 

二、着力问题导向，纵深推进促整治。一是深入开展无违建河道创

建工作。对河湖管理保护“四乱”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治，敢于碰

硬。通过联合行动，一举拆除位于前所街道渔港基地的两处“老大难”

违章建筑，共清理 30 个“四乱”点位，本年共完成无违建河道创建

118.4833 公里，占计划任务数的 109.7%，其中市级河道 2 条、区级 13

条、点位数 17 个、合计面积 5483 平方米，提前半年完成全年任务。二

是深入开展河道保洁工作。实现全区河道保洁全覆盖，共配备保洁人员

329 人，保洁船只 130 条。今年已累计出动保洁人员 2.9 万人次，船只

2.3 万次。 

三、着力打造精品，美化绿化促提标。因地制宜，积极打造省级美

丽河湖高闸浦和市级美丽河湖梓林西（东）大河。高闸浦整治工程以台

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主题，融汇山水和人文景观，塑造一个环境优

美、功能齐备、设计先进、文化底蕴丰富的滨河绿地；梓林西（东）大

河整治工程以滨河亲水设计为特色，为市民提供亲水休憩场所。两项工

程现已基本完工。 

四、着力双管齐下，共治共建促格局。一是规划引领，奠定生 

态发展基调。2018 年，我区已初步制定《椒江区美丽河湖建设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今年根据新出台的《浙江省美丽河湖建设行动方案

（2019-2022 年）》按照“实施范围更广、规划程度更细、技术要求更严”

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实施方案。二是加大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采

取多种方式进行美丽河湖宣传，引导全社会自觉践行知水、节水、护水、

亲水的理念和风尚，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水生态文明建设。6 月 5 日，区

治水办、区农水局组织开展全区“污水零直排 美丽新河湖”宣讲团骑行

活动，向市民发放“我出一份力 河道更美丽”倡议书及宣传折页，累计

骑行 90余公里，发放各项资料 10000 余份。（椒江区美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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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县探索“三线”治理模式打造全国最美家乡河 

 

仙居永安溪地处椒灵江源头，仙居县境内流长 116 公里，有大小支

流 38 条，流经 11个乡镇（街道），全县 85%以上人口居住在永安溪及其

支流两岸，该县按照“水清、流畅、岸绿、景美、鱼欢”的要求，充分

利用原有自然形态，通过“打造绿色起跑线、设置红色警戒线、画出金

色致富线”三线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人水和谐”治水之路。 

一、打造绿色起跑线，走实生态路。一是源头防治，推进“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以现代工业园区为试点，通过明管架空、地下水质监测、

设备和工艺提升等系列组合拳，高标准推进园区污水“零直排、零偷排、

零漏排”,同时投资 3800 多万元，在现代工业园区外建设 150 多亩永安

溪生态湿地，永安溪水质稳步提升。二是谋定后动，深化“美丽永安溪”

建设。坚持规划先行，按照流域化、精准化、立体化治理的建设原则，

投资 10 多亿元，统筹开展了永安溪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共治理提

升 2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中下游段，河道综合治理长度 85.6km,基本

覆盖永安溪全流域,同时，以永安溪 2条重要支流作为创建试点，打造了

河湖管理的“仙居样板”。 

二、设置红色警戒线，走稳管护路。一是推进“多规合一”，划定禁

止区。整合各部门专项规划成果，编制完成《仙居县永安溪综合保护利

用总体规划》，共分流域安全保障、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其他专项四大

体系，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发展三大空间，确保了永安溪流域的

生态环境安全。二是加强“智慧监管”，管护无死角。在企业智慧监管平

台、畜牧业养殖污染监控平台、农村生活污水管控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永

安溪“智慧河道”管控平台，通过在永安溪沿岸安装 186 个高清摄像头，

对水政执法、河道巡查、山洪地质灾害监测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实

时监控。 

三、画出金色致富线，走好发展路。一是打造美丽经济“产业线”。

挖掘地方产业特色，合理规划产业功能区块，在永安溪沿线乡镇、村落

发展“四季花海”、“永安溪漂流”、特色民宿经济、休闲旅游经济、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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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等。二是富民增收阔步推进。做活永安溪自然环境“水”文章，

建设了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绿道 165 公里，建成一批“清水进村，水穿村

过”的“美丽生态乡村”，永安溪全流域景观化有效促进沿线村民增收致

富，带来日均近 6000 人流量，沿线民宿经济的蓬勃发展，民宿总数达

450 家，床位约 7792 张，2018 年营业收入超 4亿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

1000 多个、间接就业岗位 2000 多个，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3000 余元，其

中村集体经济增速比非沿线村快 53.6%。           （仙居县美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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