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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浦北县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强县”的发展定位，发挥区位、生态、产业优势，大力推进生态旅游、生

态农业、生态工业为主的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体系，实现生态、经济、

社会效益协调发展，探索形成了一批典型案例与模式，为创建生态环境实践创新基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介绍了浦北县生态环境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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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ei County adheres to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building an ecological county and build-
ing a strong green county”, gives full play to its regional, ecological and industrial advantages, vi-
gorous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key ecological projects focusing on ecotourism,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strives to build an integrated urban-rural ecological en-
vironment construction system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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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benefits. A number of typical cases and models have been explored and formed. It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actices and an innovation bas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base in Pu-
be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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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浦北县坚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立县、

绿色强县”的发展定位[1]，发挥区位、生态、产业优势，大力推进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为主

的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体系，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

在“两山”转化上探索形成了一批典型案例与模式，为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2. 浦北县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定位 

浦北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钦州市东北部，地处北部湾经济区，东与博白县接壤，南以南流

江为界与合浦县隔江相望，西沿武利江与灵山县交错相接，北临横州市、贵港市，东北以六万山脉为界

与玉林市毗邻[2]。是钦州市接受北部湾和珠三角旅游辐射的重要门户，南宁、桂林、广州三大旅游集散

地之间重要的交通节点，是紧临大西南出海通道的南端，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综合区

位优势明显。 
浦北县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新发展理念[3]。确定“生态立县，绿色强县”发展定位，“立足生态谋发展，突出特色农产品品牌，

围绕旅游抓产业，创新发展促提升”为统领，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富裕新浦北。浦北县高度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过程，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始终

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发展理念，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加强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着力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使绿水青山成为长远

发展资本，使生态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3. 浦北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浦北县国土面积 2526.42 平方公里，生态保护重要性中极重要区 1527.55 km2，占比 60.46%，全县森

林覆盖率 73.83%，县境内有广西浦北五皇山地质自然公园、广西浦北公猪脊森林公园、广西六万山自治

区级森林公园 3 个自然保护地，县域内面积约 4574 hm，是我国重要的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浦北县生态

系统脆弱、生态环境责任重大，开展“两山”基地创建是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举措，既要筑牢

生态屏障又要发展社会经济，成为浦北发展的难点，而“两山”基地的创建为浦北突破保护与发展瓶颈

带来了的战略机遇。为此浦北县推进“两山”基地建设，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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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浦北县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初期，但是，发展生态型产业仍面临着自有科技力量不足、机制体制

不健全、营商环境尚不成熟等问题，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还需要继续完善经验模式、开

拓创新。建设“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是浦北县实现高质量发展、缓解城乡不平衡的重要实践。通过“两

山”基地创建以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发展生态经济为核心，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建

设生态人居环境，塑造先进生态文化，履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职责，打造生态绿色品牌。 
加快浦北县“两山”实践创新探索，把加快产业融合和旅游业开发、扩大经济总量作为发展的首要

任务，大力实施“生态立县，绿色强县”发展战略，在护好绿水青山的同时，努力探索将良好的生态环

境、厚重的文化底蕴及优秀的地方特色转化为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有效路径，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

树立“浦北样板”。 

4.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做法及成效 

4.1. 构筑“绿水青山”，保值增值自然资本 

4.1.1. 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等级保持为“优” 
重点行业整治为核心，打好“蓝天保卫战”。全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城市扬尘综合治理和工

业污染源整治，采取严格控制柴油车尾气排放，狠抓秸秆禁烧和烟花爆竹禁燃限放管控等一系列持续有

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控制并逐渐改善。2022 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6.4%，空气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以上。 
以落实河湖长制为抓手，打好“碧水保卫战”。重点围绕南流江、马江等主要流域水环境治理，加

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全力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巩固南流江治理成果等，扎实推进重点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地表水主要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88.8% (上级考核指标 86%以上)，张黄江皇后大桥断面、武

利江白石水南明断面、武思江大桥断面达地表Ⅲ类水质，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成功创建水利部节水型

社会建设达标县。 
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强化固废危废环境监管，督促指导涉危险废物企业开展申报登记工作建立危

险废物管理台账，加强危险废物企业规范管理。辖区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评估达标率合格率 100%。 

4.1.2.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工程，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改善 
浦北县每年均围绕林长制“增绿”工作下足功夫，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重点绿化工业园区、饮

用水源保护区、“两高两道”沿线村庄等区域，拓展城乡绿色空间，共完成造林 5754 hm，义务植树 330
万株，油茶“双千”计划造林 215 hm，树种结构调整 196.3 hm，建设国家储备林 735.1 hm，连续 12 年

超额完成年度植树造林任务。形成以生态廊道为主体、以农田林网为支撑、以村镇绿化为节点的生态系

统。 
聚焦“河更畅”。深入实施“一河一策”，全面开展南流江、武利江、马江河等河道生态治理工程，

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河湖水环境[3]。 

4.1.3.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更加美丽宜居 
浦北县是广西 3 个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县之一，也是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县。近年来，浦北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4]，坚持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风貌提升为抓手，扎实

推进全域基本整治，完成 1852 个基本整治型村庄、132 个设施完善型村庄、16 个精品示范型村庄建设，

开创了“低成本、可复制、全覆盖、可持续”的经验做法[5]，全县村容村貌明显改善，生活环境生态宜

居。2020 年列入广西首批 6 个乡村风貌提升全域整治示范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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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绿色惠民富民 

4.2.1. 做强绿色高效农业 
浦北县坚持以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目标，加快构建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全面实施《现代农

业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打造了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农业优势产业，形成黑猪、

特色水果、优质稻、官垌鱼、陈皮、茶叶、八角、红椎菌以及富硒农业、康养文旅农业“8 + 2”的现代

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成功创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全国有机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

自治区级田园综合体试点、广西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各 1 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4 个、广西现代特

色农业核心示范区 4 个。 

4.2.2. 引导工业绿色发展 
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浦北县在原有 7 个工业园区的基础上，统筹开展浦北县工业集中区总体发

展规划(2021~2035 年)，对产业发展平台进行重新定位，依贵合高速公路经济带，构建林木循环经济产业

园、健康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一带三园”产业发展布局，科学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规模化、

集群化发展[6]，构建特色突出、差别竞争、错位联动的现代产业园发展格局；提质升级新能源、新材料、

制药、家具产业，推动大湾区电子信息、鞋业等优质企业向功能性转移；坚持绿色发展，浦北福旺风电

场、官垌风力发电、六硍风电发电、浦北石井风电场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全面落地建设，建成后每年减排

二氧化碳 100 多万吨，助力碳达峰；聚焦高端绿色产业，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扶持木业、电子、新材

料等一批潜力较大的行业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推动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4.2.3. 做活做强生态旅游业 
浦北县依托丰富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先后实施“办旅游”“旅游活县”

发展战略，持续推动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先后荣获“世界长寿之乡”、“中国长寿之乡”、“全国

富硒农业示范基地”、“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区”称号，初步形成了以“山水浦北，常来长寿”为核心定

位，以“山水风光美、历史人文美、生态绿色美、富硒美食美、开放包容美”为特色优势的文化旅游高

质量发展模式，培育打造了“山水长寿乡康养目的地”、“两山一水一城一乡村”、“生态+长寿+富硒”

等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品牌。重点建设了以五皇山国家地质公园为龙头，越州天湖、神蜉酒庄园、石祖

禅茶园、大朗书院、越州寿仙湖、石祖富斗田等景区景点为支撑的具有浦北山水特色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4.3. 深入贯彻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充分利用活动宣传、社会宣传、信息宣传、新闻宣传四种途径，通过公益广告、报纸电台专栏、微

信微博信息、宣传活页等多种形式，宣传生态文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全面及时推进信息公开，接受

公众监督，有效提升公众对文明建设的知晓度。 
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全县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总书记视察广西提出“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要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

针，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基本目标，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重要指示要求[7]，
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各级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4.4. 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4.4.1. 健立环境保护管理长效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浦北县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浦北县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印发了《浦北县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将 40 个相关部门(单位)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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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单方式进行全面规范固化，逐条列出，有效避免了责任多头、责任真空、责任模糊等现象，确保履

责有依据、监督有抓手、追责有方向，使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能够更好地落地落实[8]。严格执行排污许可

管理制度，实现排污许可全覆盖，督促纳入管理范围的行业企业全部做到依法、规范持证排污。 

4.4.2. 探索深化生态安全执法体制改革 
浦北县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公安局生态安全警察大队和生态安全综合执法大队，与浦北县森林公安局

实行“三块牌一套人员”的管理体制，确定为县人民政府负责全县生态安全领域综合执法的行政机构，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9]。生态安全警察与相关部门执法主体既有明确职责分工，又共同构建立体

化、全覆盖的生态安全综合执法体系，实行上下联动的联合工作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将原来相关部门

的多个“手指”攥成一个“拳头”，形成强大的生态安全综合执法整体合力，共同为浦北县良好的生态

环境保驾护航[10]。 

4.4.3. 严格落实河长制及林长制 
浦北制定《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建立了行政区域与流域相结合的县、镇(街道)、村(社区)三

级河长组织体系，实行由河长负责组织领导、河长会议会商决策、部门分工负责、河长制办公室督导考

核的闭环工作管理机制[11]。 

全面推行林长制，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为林长的浦北县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县、镇(街
道)、村三级林长 + 生态护林员”责任体系，全县“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的目

标初步实现[12]。建立“林长 + 检察长”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涉林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联合处

置影响较大、性质恶劣、疑难复杂的森林资源保护领域行政、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检察蓝”守护

“生态绿”，促进林业生态修复、林业资源保护[13]。 

4.4.4. 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机制 
为充分发挥浦北县特色产业的扶贫作用，实施《浦北县全面推进金融产业扶贫战略实施方案》，通

过撬动金融扶持资金，配套政府性融资担保资金投入与支持，实现农业银行服务“三农”质效进一步提

高，优化升级全县农村产业结构。 

5.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思考 

5.1. 加强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控，守住绿水青山 

5.1.1. 落实分区分类管控，合理构建国土空间格局 
构建生态廊道，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格局。综合考虑全县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目

标和不同区域开发利用程度等因素，统筹保护与开发、集聚与均衡、局部与整体，优化调整生态保护修

复、粮食和农业生产、城乡建设、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布局的基础上，在全

域构建“一轴三片四带贯穿、一屏一核三廊镶嵌”的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格局，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格局。 
加强开发区建设，合理布局生产空间。优化工业聚集区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高标准规划建设好

“一区三园”，着力打造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增长极。规划形成“一轴、三园、经济延伸区”的

产业空间结构。打造以健康产业园、林木循环经济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壮大以鞋

业产业园、智能家居产业园为引领的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的“园中园”“特色园”产业集群，构

建特色突出、差别竞争、错位联动的现代产业园发展格局。 
坚持绿色发展，优化农业空间布局。构建“一核五片多点”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一核”是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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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为主的农业现代化服务核心；“五片”是指以北通、白石水为重点示范的灵浦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张黄—泉水现代农业生产示范片区；安石、石埇为主的传统优质农业生产示范区；寨圩–乐民现代农业

生产片区；东北(官垌、六硍、平睦)特色种养示范区；“多点”主要指石祖禅茶生态示范园、佳荔特色水

果(核心)示范区、越州黑猪养殖示范区、珠乡橄榄(核心)示范区、百香果种植示范区、官垌鱼现代特色养

殖示范区、灵浦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越州天湖现代休闲旅游示范区等具有浦北地方特色的农业

品牌，也是支撑浦北农业现代化和实现产业融合的核心依托。 
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旅游空间格局。重点推进五皇山、越州天湖、六万山、县城等旅游景点集聚区

建设，构建山水相依、城乡互融的“两山一水一城一乡村”旅游布局。 

5.1.2.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保障生态安全底线 
严格生态保护红线准入。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坚持强制性保护，依据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划严格监管，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生态资源安全[14]。对五皇山国家级地质自然公园、

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以及各类自然保护地遵循“生态优先、严格管控、奖惩并重”的原则。 
实施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保护与修复。原则上严禁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提高绿色发展能力。重点生态功能区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开发

利用优势资源，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15]。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封山育林

的方式恢复自然生态，降低生态风险。 

5.1.3. 加强自然保护地保护，强化绿色生态屏障 
以五皇山国家地质公园为保护重点，加强对县内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积极配合博白开展对那林

自然保护区、六万山森林公园开展跨区域共建共管的自然保护地体制机制；积极推动全县矿山生态修复、

风电场生态修复及跨流域生态修复治理与管理问题。 

5.2. 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环境建设 

5.2.1. 建设绿色低碳工业强县 
推进三大产业园区绿色升级。依托新材料产业园、大健康产业园、林木循环产业园等重点园区，推

进传统工业绿色化改造升级，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实现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全

面发展[16]，打造生态型工业集群。 
大力发展风电清洁能源。推进全县城乡用电“一张网”，加快绿色智能电网建设，增强农村、边远

地区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17]。 
壮大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积极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重点发展智能终端、新型显示器材等。

以瀛通智能电子生产基地项目为核心，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5.2.2. 建设绿色高效农业 
做精一批农业特色产业。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与农业资源，推动茶叶、红椎菌、荔枝、百香果、陈

皮、官垌鱼等传统产业向绿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推动月饼、酒业向品牌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建设特色农业集群，推动农业品牌建设。通过打造陈皮、黑猪、官垌鱼、红椎菌、黑黄皮、荔枝、

百香果等一批重点产业集群，推动现有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提档升级。 
促进产业融合，延长产业链条。不断拓展农业新业态。立足浦北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休闲农业、旅

游观光农业，积极探索“特色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培育和打造一批集休闲、康养、娱乐、旅游、

绿色为一体的现代农业观光园、休闲农庄等，实现特色农业与旅游观光、文化传承、健康养生、工业等

产业的共建共享及融合发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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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推进农业高效节水灌溉，建立农业节水体系，完善农田灌溉系统建设，

优化肥料结构，改变传统施肥方式，推广智能化精准施肥，减少不合理化肥投入，构建病虫害监测预警

体系。推进秸秆等废弃物全量资源化利用，加快建设秸秆等农业有机废弃物的收集。抓好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整建制推进种养一体化生态循环发展。 

5.2.3. 发展特色生态旅游，铸就绿色产业新高地 
布局全县旅游面，优化旅游全域空间格局。重点推进五皇山、越州天湖、六万山、县城等旅游景点

集聚区建设，加快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构建山水相依、城乡互融的“两山一水一城一乡村”旅游布局。

推动乡村旅游新业态发展，大力发展观光休闲农业旅游，打造一批自治区级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示范区，

打造环五皇山国家田园综合体。 
开发特色旅品，擦亮特色旅游品牌。开展特色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完善五皇山等景区配套设施，促

进特色旅游景区品牌的提档升级。建立浦北县特色旅游商品目录，紧密结合农业、工业、手工业、餐饮

业等多种业态，建立筛选机制，选取神蜉酒、富硒大米、浦北佳荔、浦北黑猪、官垌鱼、红衣花生、小

江瓷以及泉水猪蹄、平睦石磨粉、芝麻饼为代表的烹饪美食等一批基础较为成熟、有一定市场前景的产

品，重点打造、推介，壮大一批旅游商品生产销售龙头骨干企业，形成品牌效应，实现规模化生产。 
推进文旅全面融合，推动业态高质量发展。围绕五皇山森林公园，重点打造民族特色运动体育旅游

区。在生态环境允许的前提下，支持森林探险、攀岩运动与国家级健身步道等项目建设，促进区域体育

旅游协作发展。深入挖掘五皇山国家森林公园等资源和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资源，主要发展丛林穿越等体

育旅游产品和民族特色体育旅游产品，促进体育旅游产业集聚。 

5.3. 打造文化品牌，推动绿色惠民富民 

5.3.1. 挖掘传统生态文化，打造文化品牌 
全面整理并系统保护浦北各类文化遗存，实施非遗传承发展工程。挖掘利用跳岭头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舞青龙、鹩剧、舞麒麟等自治区级非遗项目，采茶、竹马、鹤舞、舞春牛、八音、龙门编

织等市级非遗项目的价值，传承发展民族节庆文化，繁荣民族戏曲。 
培育浦北县“两山”文化品牌。打造革命文物红色旅游品牌，以大成镇柑子根村为核心，环五皇山

区域为重点，以革命文物主题为主线，建设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文化研学基地，深入挖掘革命

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加大革命文物领域的文化消费产品供给。 

5.3.2. 建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生态福利普惠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推动浦北县图书馆、博物馆稳步实施，

开展浦北县名人故居修缮保护，建设完善浦北县名人纪念馆。实施小江瓷、龙门编织(藤编)、神蜉酒、平

睦石磨粉、泉水白糍籺、泉水圆蹄等制作技艺振兴行动。 

5.4.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保障生态环境建设长效转化 

5.4.1. 建立生态环境基地建设管理运行机制 
建立“两山”基地建设组织领导和运行机制。成立浦北县“两山”基地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

置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梳理分析“两山”基地建设中的问题，组织开展“两山”基地建设重大事

项的协调和联络。 
制定并实施《浦北县“两山”基地建设绩效考核评价办法》，把节能环保、资源消耗、环境损害、

生态效益等体现“两山”基地建设指标纳入各乡镇、各部门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增加资源环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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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建设等“两山”基地建设指标的考核权重[19]。 
构建科学合理、协调运转的监测、评估机制，准确评价、定量考核“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成效。 

5.4.2.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探索政府采购生态产品机制。支持在浦北县设立政府采购生态产品试点，率先在政府生态补偿工作

中应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办法。制定生态产品政府采购目录清单[19]，配合探索建立自治区级、市级

对区县(市)，根据生态产品质量和价值确定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体制机制。配合建立自治区、市、县三级

共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金，重点用于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 
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重点支持以五皇山为重点，探索开展区域生态补偿试点。实施项目带动补

偿机制。整合现有各类生态环保资金，规范资金支付方式和程序，完善资金动态监控机制，建立运转高

效、信息透明、管理规范、监控有力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运行管理机制。 

6. 结语 

浦北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是实现浦北县生态与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途径，

是浦北县实现高质量发展、缓解城乡不平衡的重要实践。通过持之以恒的建设，可以闯出一条生态和经

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之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建成“两山”基地，全面建设幸福和谐的小

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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