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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新安江！

新安江发轫于黄山之东麓，奔腾于连绵的山峦，千年流韵，涛声依

旧，百里婉转，汇入钱塘。它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

试点，“新安江模式”已在全国21个省份、20个流域（河段）复制推

广。2023年 6月，皖浙两省签署《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

板区协议》，开启第四轮试点。当年12月，新安江模式提格升级为新

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再次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

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了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你好，新安江！

是问候、是祝福，更是期许。 凌利兵 顾雪菲 段红霞

美丽新安江
一水揉蓝，风物相望。美丽新安江，是

选择，也是责任。

8月8日，歙县街口镇前山村，地处皖

浙交界的新安江畔。时至正午，气温逼近

40℃，打捞船的甲板晒得脚下发烫。汪寿

根和余飞悦仍在江面作业，如今的新安江

大部分水域已实现了“机械化作业”，但码

头内湾、狭窄支流依然离不开人工打捞。

“我们是街口镇‘水上卫士’协会的成员，协

会45个人都是镇里的退捕渔民和自备船

主。”汪寿根介绍。“从小在江边长大，对新

安江有自己的感情。”余飞悦表示。自

2023年5月29日成立，该协会累计清理水

域垃圾共30余吨。

取样、水样混合、静置、分样……距打

捞船不远处，皖浙两省的生态环保工作者

正在开展水质联合监测。“每个月我们会定

期开展两次，以便及时掌握断面的水质状况

和变化趋势。”歙县生态环境执法监测站站

长程军介绍。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目前，歙县国控断

面水质达标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

率均达100%，跨省界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

环境质量II类标准，每年向千岛湖输送近

70亿立方米清水。

创新新安江
点绿成金，“碳”出新路。创新新安江，

是底气，也是勇气。

8月 11日，行走在石门乡竹岭村的万

亩竹林，在有风来的地方，抓住绿意里的

光。“村里的空气能卖钱”，如今在这里已算

不得新事。2023 年 11 月，竹岭村以总价

9900元转让出220吨固碳量。“祖祖辈辈只

晓得砍竹卖笋，竹林里的空气居然能卖钱是

什么概念，整片竹山都是宝啊！”护林员程加

米笑称。1.5万亩竹林，超7万吨固碳量，竹

林成“碳库”，青山变“金山”，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的碳汇交易新路径初见雏形。

同日，在桂林国有林场的红枫林里，树

枝摇曳，光影斑驳，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优势，这里的100余亩林下葛根即将进

入收获期。不与粮争田、不与林抢地，林下

“生金”的故事，深渡镇大茂社区已然看到

“钱景”。2023年社区与浙江某农业公司

合作流转林地300亩进行云芝林下套种，

一期 100 亩种植共实现村集体收益 15 万

元，为社区居民增加务工收入近90万元，

当前二期200亩林下云芝共富基地项目已

加紧实施中。

2023年，歙县成功实现第六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和第七批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首创首成、

连创连成。

文化新安江
江河东流，诗画入梦。文化新安江，是

情感，也是归宿。

8月10日，在郑村镇潭渡村，黄宾虹故

居的修缮正在加紧施工中。入夜，以新安

江为坐标，以“七夕”为主题数场音乐会同

步在徽州古城、杞梓里镇坡山村、郑村镇槐

塘村举办。

作为徽州人的“母亲河”，新安江所孕

育的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遗存下来的最

完整的标本之一，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新

安理学、新安朴学……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2024年4月，歙县推出“一城”（推进

高气质现代化文化旅游名城建设）、“一江”

（打造新安江诗画长廊）、“一乡”（绘就歙采

缤纷和美乡村）三大百亿级项目集群，由点

及面、统筹联动，歙县以大气魄、大手笔、大

规划推动文化要素风貌串联、整体成势。

以厚重的人

文历史为背景，新

安 江 畔 、青 砖 黛

瓦，一步入画，梦

回千年。徽州村

落千村千面，徽州

民俗火热出圈。

既要挖掘地

理价值和美学价

值，也要发掘商业

价值和艺术价值，

为此歙县创新推

出“徽文化·大地

艺术季”文旅融合发展新品牌，在品牌价值

的引领下，先后举办了各类活动40场次，

带动旅游人次60余万人，实现旅游收入超

2.5亿元。

共富新安江
山水为卷，绿富同兴。共富新安江，是

生态，也是生活。

汪国利如今是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的

一名游船驾驶员，眺望远处江水如练，山峦

绵延，曾是渔民的汪国利有时觉得难以想

象，“十几年前江里还密密麻麻都是养鱼的网

箱”。从“低头打渔”到“上岸就业”，汪国利

的身份转变不是个例。2011年，歙县正式

启动实施网箱退养工作。2020年，新安江

十年禁渔启动，与此相关联的，是全县2600

余名网箱养殖户，1247名渔民转型之路。

深渡镇九砂村退捕渔民姚水仙上岸后

在村里的咖啡馆做起了咖啡；小川乡小川

村退捕渔民邹子善干起了家电零售，年收

入十几万元；新溪口乡塔坑村退捕渔民余

立安从事柑橘种植，带动了同村退捕渔民

就业……从“漂”在水里到“稳”在岸上，退

捕渔民用亲身经历，诉说自己的转型故事。

幸福新安江
和美江岸，遇见生活。幸福新安江，是

安居，也是希望。

8月12日，在深渡镇绵潭村，“生态美”

超市的牌子格外醒目。各类生活用品明码

标价，墙上张贴着积分兑换标准。通过“小

积分、大治理”的方式，把环境整治、垃圾分

类等乡村治理工作与积分兑换相结合，变

被动管理为群众主动参与，这是歙县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动缩影。截止到目前，

歙县共有102个“生态美”超市兑换点，今

年上半年累计回收垃圾200余吨，参与兑

换农民55064人次。

目光转向城区。在徽城镇丰乐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姚少卿表示：2021

年 9 月，歙县妇联成立了“知心姐姐聊天

室”，致力于婚姻家庭纠纷调解。2023年2

月，“知心姐姐聊天室”更名为翕事堂。截至

今年上半年，翕事堂共受理化解各类婚姻家

庭纠纷2848起，调解成功率达62%。

不负青山，向绿而行。歙县将锚定新安

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

目标任务，紧扣“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

键词，探索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

双向转换通道，实现生态保护与生态经济的

“双赢”。 图片来源：歙县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