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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实践成效分析
———以上海市漕泾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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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本文以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为例ꎬ从环境治理成效、“生态经济”建设成效及其建设惠民程度三个维度对漕泾镇

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开展了综合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漕泾镇通过实施乡村经济绿色转型和生态产业化等具体措施ꎬ在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改善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以及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渐

形成了有创新、可推广、易复制的方法和路径ꎬ打造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样板模式ꎬ为长江三角洲区

域乃至全国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与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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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Ｘ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８８Ｘ(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２４－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９７５８ / 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２８８ｘ.２０２１０４０２４

　 基金项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工作经费(２１１０４０１)ꎻ农村与农业环境保护监管(２１１０４０２)ꎻ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４２０７７３４７ꎬ４１６０１５５１)

　 作者简介:杨生光ꎬ助理工程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流域面源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通讯作者:耿润哲ꎬ高级工程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流域面源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

手ꎮ ２０１８ 年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ꎮ
乡村振兴ꎬ生态宜居是关键ꎬ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

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ꎬ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和基础[１]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ꎬ要巩固和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ꎬ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ꎬ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

重大问题ꎮ
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乡村高质量发展

的协调统一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前提ꎬ如
何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ꎮ
刘志博[２]认为要破解乡村生态振兴面临的自然

资源、人居环境、生态系统三类制约ꎬ需要统筹协

调乡村生态制度、乡村生态设施、乡村生态行为、
乡村生态文化“四层”建设ꎮ 宋洪远等[３] 认为ꎬ健
全农村生态文明管理体制和制度、创新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技术体系和服务方式、强化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并加大农村生态文明

建设投入力度是加强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推进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ꎮ 高江涛等[４] 提出

通过加快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绿色农业等协同发

展ꎬ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ꎬ营造宜居

优美的乡村生态环境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ꎮ
高洪贵[５]进一步论证应该促进生态和产业融合ꎬ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ꎬ优化人居生

态环境ꎮ 曹桢[６] 认为需在宏观层面完善绿色发

展的乡村生态宜居制度ꎬ在中观层面构建政府和

企业“生命环境共同体”理念的管理机制ꎬ在微观

层面提升农村居民生态宜居共同参与的意识与素

养ꎮ 于法稳[７] 认为需要从战略层面切实保证水

土资源的核心和基础地位ꎬ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ꎬ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ꎬ提升农村居民生

态福祉ꎬ加强农村文化建设ꎮ 孔祥智[８] 认为生态

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ꎬ要实现生态宜居ꎬ要
注重村庄规划ꎬ探索农村基础设施长效运维管理

机制ꎮ 陈占江[９]认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ꎬ并将

城镇关系由二元向一体转变ꎬ实现“金山银山”与
“绿水青山”的有机统一ꎬ充分发挥党委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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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角色定位和功能ꎬ并形

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双轨治理体制

和多方一体的治理格局ꎮ
综上所述ꎬ生态振兴推进乡村振兴ꎬ核心是要

从经济效益、资源环境、社会效益角度破解人口、
资源、环境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ꎮ
从经济效益维度来分析ꎬ应加快融合生态和产业ꎬ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ꎻ从资源环境维度分

析ꎬ应坚持合理利用资源ꎬ树立“科学开发、合理

利用、系统修复”的意识ꎬ转变农业生产方式ꎬ推
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ꎻ从社会效益维度分析ꎬ应
建立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基层党委政府、村民自治

组织、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合作共赢机制ꎬ建立健全

绿色发展的长效运维机制ꎬ实现生态宜居和生态

富民的美丽乡村愿景ꎮ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长期以来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简称“两山”)发展理念ꎬ根据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要求ꎬ立足

“水木栖谷、滨海绿廊”的功能定位ꎬ保育生态涵

养ꎬ坚持“生态优先ꎬ绿色发展ꎬ互为促进ꎻ实事求

是ꎬ因地制宜ꎬ山水文章ꎻ制度创新ꎬ科技创新ꎬ模
式创新ꎻ情系群众ꎬ依靠群众ꎬ惠及群众”的原则ꎬ
通过技术提升、打造品牌等多种方式实现生态振

兴ꎬ促进生态惠民ꎬ坚持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ꎬ
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ꎮ 本文以漕泾镇为

案例ꎬ通过分析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益、资源

环境、社会效益三方面内容ꎬ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乡村振兴方面的有益做法进行总结ꎬ以期为

我国其他地区发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ꎮ

１　 研究区概况

漕泾镇隶属于上海市金山区ꎬ位于金山区东

部ꎮ 漕泾镇东与上海化学工业区接壤ꎬ西与上海

金山工业区和山阳镇交界ꎬ南濒杭州湾ꎬ北接奉贤

区拓林镇ꎬ镇域面积 ４５ ３６ 平方千米ꎮ 漕泾镇区

位优势明显ꎬ距金山新城区 １４ 千米ꎬ东北到上海

市区 ５８ 千米ꎬ西南到浙江杭州 １２８ 千米ꎮ 镇域交

通发达ꎬ拥有公路、铁路、海运、内河等多种交通运

输方式ꎬ区域内外联系紧密ꎬ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

基础ꎮ 镇域内水系发达ꎬ共有河道 ２９７ 条段ꎬ长度

２４２ ８３ 千米ꎮ 目前漕泾镇已编制«金山区漕泾镇

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 «漕泾镇郊野单元(村
庄)规划»以及«漕泾郊野公园概念规划»等ꎬ规划

引领生态振兴和乡村发展ꎮ 目前ꎬ已有实现年销

售额千万元以上的农产品电商 ２ 家ꎬ年销售额百

万元以上的销售企业 ８ 家ꎬ年收入 １０ 万元以上的

职业农民 １５ 余户ꎬ全镇实现旅游收入 ０ ０５ 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０％ꎬ游客接待量 ５ 万人次ꎬ同比增长

１０％ꎮ

２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２ １　 研究方法

基于文献调研结果ꎬ本文从经济效益、资源环

境、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分析总结上海市金山区漕

泾镇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方面的有

益实践与经验ꎮ 选取指标见表 １ꎮ
表 １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序号 经济效益 资源环境 社会效益

１ 单位面积生产总值 优良天数比例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 人均 ＧＤＰ ＰＭ２ ５年均浓度 “三品一标”数量

３ 第二产业增加值 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ＥＩ)
　

４ 第三产业增加值 地表水优于Ⅲ类

水体比例
　

　 　 注: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统称“三品一标”ꎮ

２ ２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各区县统计年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政府网和生态

环境部门等网站ꎬ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数据来源

数据类别 数据名称　 　 　 数据格式 数据来源

经济水平 单位面积生产总值 .ｘｌｓ 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区县人民政府官网

　 人均 ＧＤＰ .ｘｌｓ 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第二产业增加值 .ｘｌｓ 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第三产业增加值 .ｘｌｓ 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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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据类别 数据名称 数据格式 数据来源

生态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 .ｘｌｓ 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生态环境部门、各区县«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县规划»

　
ＰＭ２ ５年均浓度 .ｘｌｓ 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各区县«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县规划»

　 ＥＩ 指数 .ｘｌｓ 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监测总站

　 地表水优于Ⅲ类水体比例 .ｘｌｓ 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

社会效益 人均可支配收入 .ｘｌｓ 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品一标数量 .ｘｌｓ 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区县«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规划»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环境治理成效分析

(１)生态环境状况

２０１９ 年ꎬ漕泾镇生态环境状况指数(ＥＩ)为

６１ ４６(ＥＩ≥７５ 为优ꎬ５５≤ＥＩ<７５ 为良)ꎬ较 ２０１６ 年

增长了 ７ １４ꎬ生态环境状况为良好(表 ３)ꎮ 其中ꎬ
与 ２０１６ 年相比ꎬ生物丰度指数降低了 ０ １７ꎬ植被覆

盖指数提高了 ０ ８５ꎬ水网密度指数提高了 ２ ３０ꎬ
土地胁迫指数提高了 ０ ２７ꎬ污染负荷指数提高了

６ ９２ꎮ 金山区过去作为上海工业区ꎬ土地开发利

用强度比较高ꎬ土地胁迫指数是拉低全区 ＥＩ 指数

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但是漕泾镇的土地开发强度远

低于金山区的平均水平ꎬ因此未来漕泾镇通过持

续推进“两山”建设ꎬＥＩ 指数上升的空间比较大ꎮ

图 １　 ２０１８ 年漕泾镇与现有“两山”基地区县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ＥＩ)值

(２)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２０１９ 年ꎬ漕泾镇 ２ 个市级考核断面地表水达

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为 １００％ꎬ无劣Ⅴ类水体ꎮ

　 　 　 　 　 　表 ３　 金山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变化情况

年度 ＥＩ

生物

丰度

指数

植被

覆盖

指数

水网

密度

指数

土地

胁迫

指数

污染

负荷

指数

２０１９ ６１ ４６ ２７ １３ ７１ ９１ ７４ ８４ １３ ８２ ９８ ３９

　 良 较差 良 良 较差 优

２０１８ ６１ ３５ ２７ １９ ７２ ３９ ７４ ７９ １３ ７２ ９５ ７３

　 良 较差 良 良 较差 良

２０１７ ６１ ３６ ２７ ２５ ７２ １７ ７５ ０４ １３ ６３ ９５ ７３

　 良 较差 良 优 较差 良

２０１６ ５４ ３２ ２７ ３０ ７１ ０６ ７２ ５４ １３ ５５ ９１ ４７

　 一般 较差 良 良 较差 一般

从河流水质来看ꎬ东海港和运石河在 ２０１９ 年由Ⅳ
类水体改善为Ⅲ类水体ꎬ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

水体比例由 ５０％上升为 １００％ꎮ 同年ꎬ海南省昌

江黎族自治县、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云南省丽江

市华坪县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的比例均达到

１００％ꎻ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北京市密云区地表水

达到或好于Ⅲ类水的比例达到 ９０％ꎮ 参见图 ２ꎮ

图 ２　 ２０１９ 年漕泾镇与现有“两山”基地区县地表水

质量状况对比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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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生态经济”建设成效分析

(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金山区产业格局的转变调整ꎬ漕泾镇的

产业发展也明确了新方向ꎬ即推进产业集聚一体

化管理ꎮ 漕泾镇严格遵循金山区产业发展导向ꎬ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产业结构调整各项

工作ꎬ积极落实淘汰落后产能、二次开发、建设用

地减量化工作ꎮ 漕泾镇未来产业发展将在维持二

产主体功能地位的基础上ꎬ对二产进行转型引导ꎬ
发展绿色工业ꎬ重点关注生物医药、新材料和智能

制造等行业ꎮ 同时积极培育发展现代农业＋旅游

服务业ꎬ利用“旅游＋” “生态＋”等模式ꎬ推进农

业、农产品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

合ꎬ推动农村改革与创新ꎬ促进产业融合发展ꎬ鼓
励发展休闲农业与庄园经济、乡村田园综合体ꎬ有
效实现产业结构整体优化ꎮ 漕泾镇积极打造水产

产业ꎬ深化西甜瓜产业品牌建设和漕海一粟稻米

品牌建设ꎬ积极打造优势产业ꎬ以产业振兴带动乡

村振兴ꎬ带动农民增收ꎮ

图 ３　 漕泾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三产结构变化情况

从图 ３ 发现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漕泾镇生产总值

逐年增加ꎬ且 ２０１９ 年增长速度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速度

的幅度较大ꎮ 按行业分类ꎬ漕泾镇第一产业增加值

呈负增长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均呈正增

长ꎮ ２０１９ 年ꎬ漕泾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１ ９２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２ ９０％ꎮ 其中农业 (种植业) 产值

１ ４８ 亿元ꎬ比上年增长３７ ２０％ꎻ渔业产值０ ３７ 亿元ꎬ
比上一年增长 ３５ ４０％ꎬ其中乌鳢产值 ２０００ 万元ꎬ
上海市场 ８０％的乌鳢均来自漕泾镇ꎮ ２０１５ 年至今

当地农民人均收入增加 ２ 万元ꎮ ２０１９ 年完成第二

产业增加值 ２６ ３６ 亿元ꎬ比上年增长 ４ ６７％ꎬ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２１ ０８％ꎮ 其中ꎬ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２３ ４９ 亿元ꎬ增长３ ８０％ꎬ建筑业完成产值２ ８８ 亿元ꎮ
漕泾镇 ２０１９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 ２０１５ 年增

长 ６１ ４６％ꎮ ２０１９ 年漕泾镇 Ａ 级及主要景区接待

游客 ５ 万人次ꎬ比上年增加约 １０％ꎬ实现营业收入

０ ０５ 亿元ꎮ 观光园和乡村旅游共接待游人 ２ ８ 万

人次ꎬ比上年增加约 ３０％ꎬ实现收入 ０ ０２ 亿元ꎮ
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０ ６０ 亿元ꎬ比上

年增长 ５ ２０％ꎬ接待住宿人数 ５ ００ 万人次ꎬ增长

０ ３５％ꎮ 漕泾镇围绕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

区“三位一体”发展目标ꎬ不断推进市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设ꎬ积极加快农业、旅游、文化项目落地

实施ꎬ积极引进社会资本ꎬ构建上海西南远郊以滨

海郊野乡村风光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区ꎬ充分利用

全镇南林北水的生态格局ꎬ着力在沪金高速以北

发展现代农业ꎬ以“水”和“木”文化为主题、为空

间特色、为活动特征ꎬ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服

务业ꎬ打造一个有产业、有生态、有文化的漕泾郊

野公园ꎬ带动全镇农民致富ꎮ
(２)生产总值持续提升

漕泾镇经济实力较强ꎬ产业绿色发展的趋势

较为明显ꎮ 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人均 ＧＤＰ、第
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较高ꎮ 在 １７ 个现有“两山”基地区县中ꎬ
２０１９ 年漕泾镇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三ꎬ
为 ６７７８ ２２ 万元ꎬ同年重庆市南岸区、福建省漳州

市东山县的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２９３６３ ２６ 万元和 １０３５２ ７５ 万元ꎻ 漕泾镇人均

ＧＤＰ 排名第三ꎬ为 １１１４３３ 元ꎬ低于江苏省常州市

溧阳市的 １３２３００ 元和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的

１１４３７２ 元ꎮ 参见表 ４、图 ４、图 ５ 和图 ６ꎮ
表 ４　 ２０１９ 年漕泾镇与现有“两山”基地区县经济数据

　
ＧＤＰ /

亿元

人均生产

总值 / 元

第一产业

增加值 / 亿元

第二产业

增加值 / 亿元

第三产业

增加值 / 亿元

产业结构

比例

江苏省泗洪县 ４９５ ４５ ５５０９９０ ８１ ３６ １８６ ９０ ２２７ １９ １６ ４ ∶３７ ７ ∶４５ ９

浙江省安吉县 ４６９ ６０ ９９６１２０ ２７ ７２ ２１１ ８３ ２３０ ０４ ５ ９ ∶４５ １ ∶４９ ０

福建省长汀县 ２８９ ７５ ７２２５７０ ３８ ０５ １３２ １０ １３２ １０ １３ １ ∶４５ ６ ∶４１ ３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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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ＧＤＰ /

亿元

人均生产

总值 / 元

第一产业

增加值 / 亿元

第二产业

增加值 / 亿元

第三产业

增加值 / 亿元

产业结构

比例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 １２６ ３２ ５３７９８０ ３２ ３１ ５２ ７７ ４１ ２３ ２５ ６ ∶４１ ８ ∶３２ ６
浙江省宁海县 ７０１ ０８ １１０６５２０ ４６ ２７ ３６３ ６１ ２９１ ２０ ６ ６ ∶５１ ９ ∶４１ ５
四川省稻城县 １３ ０２ １８４１８０ １ ９０ １ ４３ ２ ６４ １６ ８ ∶８ ０ ∶７５ ２
江苏省溧阳市 １０１０ ５４ １３２３０００ ５２ １４ ５１３ ９６ ４４４ ４４ ５ ２ ∶５０ ８ ∶４４ ０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 ２５４ ５０ ７１０８８ ３８ １４ ７７ ９６ １３８ ４０ １５ ０ ∶３０ ６ ∶５４ ４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 ２５７ ６８ １１４３７２ ３８ ０３ １３２ ３０ ８７ ３５ １４ ８ ∶５１ ３ ∶３３ ９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 ４８４ １０ １０３４３９ ２５ １７ ３０５ ５８ １５３ ３５ ５ ２ ∶６３ １ ∶３１ ７
北京市密云区 ３４０ ９０ ６８３２３ １３ ６０ １０１ ９０ ２２５ ４０ ４ ０ ∶２９ ９ ∶６６ １
北京市怀柔区 ３９９ ９０ ９５６６０ ６ ４０ １６３ ９０ ２２９ ５０ １ ６ ∶４１ ０ ∶５７ ４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 ５２６ ３５ ６９０３９ ６６ ８８ １９３ ０１ ２６６ ４６ １２ ７ ∶３９ ４ ∶４７ 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县 ５８ ８２ ３６２７３ １２ ４１ １３ ８８ ３２ ５３ ２１ １ ∶２３ ６ ∶５５ ３
重庆市南岸区 ７７０ ５８ ８３８５０ ３ ８６ ２９４ ５０ ４７２ ２２ ０ ５ ∶３８ ２ ∶６１ ３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 ６２ ２０ ３５３９０ ８ ７０ ３０ ５０ ２２ ９０ １３ ０ ∶４４ ０ ∶４３ ０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 ３８ ５８ １１１４３３ １ ０３ ２６ ３６ １１ １９ ２ ７ ∶６８ ３ ∶２９ ０

图 ４　 ２０１９ 年漕泾镇与现有“两山”基地区县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 ＧＤＰ 状况

图 ５　 ２０１９ 年漕泾镇与现有“两山”基地区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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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９ 年漕泾镇与现有“两山”基地区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３ ３　 “生态经济”建设惠民程度分析

(１)人均可支配收入

漕泾镇人均 ＧＤＰ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４２６７１ 元)
与现有“两山”基地区县相比ꎬ生态惠民的优势明

显ꎮ 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浙江省安吉县和江

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处于同等水平ꎮ 参见图 ７ꎮ

图 ７　 ２０１９ 年漕泾镇与其他相似区县

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

(２)农业品牌

漕泾镇“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数量多ꎬ但优

势不足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漕泾镇“三品

一标”农产品数量为 ５４ 个ꎬ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４３ 个ꎬ绿色食品 １１ 个ꎮ 与其他“两山”基地区县

相比ꎬ绿色、有机、无公害产品的数量并不占优势ꎬ

漕泾镇的“三品一标”农产品规模一般ꎬ绿色、有
机、无公害产品的数量处于中等水平ꎬ农产品地理

标志暂无ꎮ ２０１５ 年ꎬ漕泾镇共有省级重点农业龙

头企业 １ 家ꎬ２０１９ 年增长至 ２ 家ꎬ需要持续发力

不断提高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数量ꎮ 参见图 ８ꎮ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ꎬ仅梳理 ９区县“三品一标”农产品数量ꎮ

图 ８　 漕泾镇与现有“两山”基地区县“三品一标”

农产品数量对比

４　 主要结论

从环境治理成效、“生态经济”建设成效及其

建设惠民程度三个维度的研究表明ꎬ漕泾镇通过

加快乡村经济生态化转型和采取生态产业化的具

体措施ꎬ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大力提升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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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区河网河流水质、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加
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可推广的

方法和路径ꎬ具体表现如下:
(１)形成生态环境治理模式ꎮ 给土地加“营

养餐”ꎬ维护土地资源的“绿水青山”ꎬ借助订单农

业生产经营转化“金山银山”ꎬ发挥专业合作社的

示范引领作用ꎬ增强“两山”转化的机制保障ꎮ 这

种都市现代绿色农业模式符合国家探索推广区域

生态循环农业的要求ꎬ让土地休养生息ꎬ不盲目追

求提高产量ꎬ以地定产ꎬ做到了尊重、顺应自然农

业生产规律ꎬ是开发生态循环农业的典范ꎬ是长江

三角洲地区乃至全国推进绿色农业过程中解决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样板ꎮ
(２)实施科技转化模式ꎮ 科技转化模式主要

包括以水生态革命保值增值“绿水青山”模式、以
农业设施革命增加农产品收入模式、以种养结合

技术革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模式ꎮ 一是构建了适

合南方平原河网地区的水环境治理生态循环模

式ꎻ二是构建了一套“净水、种植、养殖”的高效农

业生态循环模式ꎮ 科技转化模式在河南、内蒙古、
江苏等 １０ 个省区市进行了推广应用ꎬ具有典型

性、代表性和可推广性ꎬ既有效增值了 “绿水

青山”ꎬ更通过技术革命打通了“金山银山”转化

路径ꎮ
(３)发展生态价值转化和产业转化模式ꎮ 生

态价值转化和产业转化模式主要包括打造“沪尚

水乡”塑形、生态宜居增福祉模式ꎬ“一增、二转、
三拓”提质增效、产业兴旺惠民生模式ꎬ文化振兴

铸魂、乡风文明留乡愁模式ꎬ“四张清单”做引领、
治理有效促提升模式ꎬ以人民为主体、生活富裕聚

民心模式ꎮ 同时减量建设用地ꎬ增加农业生态用

地ꎬ开展土地综合整治ꎬ打造精致村镇ꎬ集中建设

基建ꎬ精准实施新型城镇化转型ꎬ实现了减量加整

治并打造新型城镇化ꎬ让百姓同享宜居生活和

“绿水青山”ꎬ为居民提供了宜业宜居的生活环

境ꎬ为将来发展第三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这

是对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理念的最好诠释ꎬ更是

对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环境就是民生ꎬ青山

就是美丽ꎬ蓝天也是幸福”的具体实践ꎮ
通过以上转化模式ꎬ漕泾镇在守护“绿水青

山”和转化“金山银山”两个方面都体现了“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治理理念ꎮ 通过绿

肥还田、打造品牌、订单农业、专业指导等系列措

施ꎬ漕泾镇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绿色农产品ꎬ更生动

体现了科技驱动保值增值“绿水青山”的转化路

径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价值观念的

具体实践ꎬ真正实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

证统一ꎬ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环境改善—民

生富裕”的新路径ꎬ为我国其他地区开展乡村生

态振兴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ꎬ其转化模式和转化

路径值得借鉴ꎬ具有代表性和可推广性ꎮ 漕泾镇

实现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助力农

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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