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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禾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沙湖，是中亚候鸟迁

徙的重要中转站。冬日，这里的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阳

光洒在金色的芦苇上，美景如画。宁夏农垦大沙湖区域的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以下简称 EOD）项目是宁夏首个入

选国家 EOD 模式的试点项目。项目旨在通过水质净化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辐射沙湖周边 30万亩区域，打造“山水林

田湖草沙鸟”全生态体验和旅游度假目的地。项目将有效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促进文旅产业发展，带动周边群众增

收致富。

时 至 今 日 ，EOD 项 目 已 实 施 5 年 。 为 持 续 推 进

EOD 模式创新，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实施导则（试行）》

（以下简称《实施导则》），旨在通过生态环境治理项目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

产业增值溢价，以此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科学理念。

解决生态治理项目资金难题

EOD 模式是指通过产业链延伸、组合开发、联合经营

等方式，推动公益性较强的生态环境治理与收益较好的关

联产业有效融合，通过市场化运作、一体化实施、可持续运

营，以产业收益反哺生态治理，以生态治理提升产业收

益。这一模式是实现“两山”理念转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平

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

为何要实行 EOD 模式？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管理

与政策研究所所长董战峰告诉记者，EOD模式是生态环境

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能够让政府的统筹施策与市场的资

源配置高效统一，带动相关企业、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参

与生态产品经营。

EOD模式通过组合开发、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与产

业开发项目，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区域发展品

质，实现产业增值溢价。“总体而言，EOD 模式是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手段，能够以市场化方式解决地方生

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项目的资金难题。”董战峰说。

EOD模式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探索、试点和全面推进三

个阶段。

2018年，生态环境部明确提出探索开展 EOD 模式，并

在 2020年至 2022年开展了两轮 EOD 试点工作。2022年 4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印发〈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

备库入库指南（试行）〉的通知》，提出建立生态环保金融支

持项目储备库，同时制定了入库指南，明确了入库标准和

入库项目类型，并将 EOD 项目纳入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入库 EOD 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5

个。近日发布的《实施导则》，将继续引导 EOD 模式规范

实施，行稳致远。

各地开展项目试点

董战峰说，EOD 模式有效解决了生态产品“难度量、

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

环保金融支持项目管理系统的建成，《生态环保金融支持

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试行）》的发布，以及生态环境部与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

10 家金融机构合作关系的建立，EOD 模式的工作机制已

较为完善。

《实施导则》提出，积极稳妥、规范有序推进 EOD 模

式创新。《实施导则》涵盖了从 EOD 项目的谋划、方案设

计、主体确定、项目实施到评估监督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流程，能够指导地方开展 EOD 项目。《实施导则》特别

明确了实施要点，提出针对 EOD 项目各环节的具体要

求，引导 EOD 项目规范实施，并配套制定《生态环境导

向的开发（EOD）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实施导则》

还明晰了项目组织主体、实施主体及其责任分工，厘清

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金融部门等在 EOD 项目实施中的

具体任务。

目前，安徽、福建、江苏、山东、浙江、湖北、广西等地开

展了省级 EOD 项目试点。各地结合实际，纷纷出台 EOD

项目相关的创新政策。其中，江苏省为 EOD 项目优先提

供“环保贷”“环保担”等支持，由省财政给予优秀示范项目

资金奖励；广西开发“桂惠贷—生态贷”，贴息比例为 3%，

贴息一年，最高可贴息 500万元；福建省规定，EOD 项目环

评审批纳入“绿色通道”，做到快批快办。项目运行削减的

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经核定后可纳入排污总量指标储备

库，流转用于本地区重大项目建设。

以良好环境激活区域经济

“EOD 模式是农业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抓手。农

村地区可利用 EOD 模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实现内部

的良性循环。”中华环保联合会农业生态环保专委会秘

书长袁秀丽说，通过环境治理、生态系统构建等，EOD

模式可以为农业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基底，带动

土地升值。EOD 项目的实施能够提升区域整体环境品

质，还可以通过公共设施建设、产业布局优化和特色塑

造等为后续产业运营提供优质条件。此外，EOD 模式

会借助产业导入和人才引进激活区域经济，增加居民

收入、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

在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万华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生 态 产 业 园 ，稻 麦 秸 秆 等 农 林 剩 余 物 在 经 过 干 燥 、粉

碎、筛选、拌胶、热压、砂光等十多道工序后，成功变废

为宝，成为用于家装等领域的禾香板材。目前，通过这

种创新方式，生态产业园吸引了许多家居配套企业进

驻，打通了“秸秆—板材—定制家居”全产业链，使产业

园年产值达到 100 亿元。绿色建材和装配式建筑也由

此成为区域主导产业之一，连续 3 年入选湖北省重点成

长型产业集群。

向山地区是安徽省马鞍山铁矿资源的集中地。多

年来，超强度、大规模的粗放式开采，为当地留下了累

累 的 生 态 伤 疤 ：资 源 枯 竭 、山 体 裸 露 、废 渣 堆 积 、灰 尘

漫 天 …… 为 了 满 足 地 区 矿 山 修 复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提

升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等 生 态 保 护 治 理 需 求 ，马 鞍 山 市 向

山 地 区 生 态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EOD 项 目 于 2021 年 7 月 正

式 开 工 。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63.6 平 方 千 米 ，总 投 资 约 82.7

亿元。

通过 3年生态修复，原来的废弃矿山如今山清水秀，成

为良田。去年 6 月，生态修复后的向山地区终于撒下了第

一批黑麦种子。去年 9月中旬，黑麦喜获丰收。

除了应用专业技术，将酸性土壤改造成可种植的耕地

外，良田周边的裸露山体上还栽种了枫香、乌桕等观赏

树。树木与田地交相辉映，构成了独特美景。马鞍山市雨

山区副区长任勇感叹道，以前的向山是秃头山，看不到多

少绿色。现在，向山周边绿树成荫、欣欣向荣，有些地方还

变成了“网红”景点。

据了解，马鞍山市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EOD

项目采用“矿山治理+特种经济林一二三产融合”模式。未

来，项目还将加快产业导入，推动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生

态农业、文化旅游、运动休闲等新型产业业态发展，实现生

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EOD模式：让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互利双赢

古色古香的观景亭旁，叠水瀑布顺

流而下；园林步道边，溪流山涧，松雾萦

绕……这是游客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园博园欣赏到的美景。

谁能想到，多年前南宁园博园原址有

一片露天采石场，遗留下的废弃矿坑生态

问题严重。如今，这里却成为极具中国传

统意境的山水园林，美若仙境。

近日，自然资源部召开首届自然资源

与生态文明论坛。论坛发布了《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南宁园博园矿坑生

态修复项目成功入选。“南宁园博园矿坑生

态修复项目通过‘不推山，不填湖，保留现

状植被’等近自然的生态修复方式，使遗弃

矿坑‘重获新生’。”南宁市自然资源局有关

负责人说。

矿区成为艺术载体

在南宁园博园的卧虎潭，一池碧绿深

邃的潭水倒映着险峻的峭壁。红色的岩土

和灰白色的岩石构成一只“猛虎”潜卧于潭

边，非常壮观。

南宁园博园管理中心园容科副科长陈

思贝告诉记者，卧虎潭原本是一处凹陷的

露天型采石场废弃地，坑体总面积约 1.7公

顷，四周崖壁总长 543米。

南宁园博园位于南宁市邕宁区八尺江

畔的顶蛳山区域，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园

林博览会的举办地，建园时基址存在 16 个

废弃矿坑。

“这些矿坑的地质构成以石灰岩为

主。”陈思贝告诉记者，曾经长期的爆破式

开采对山体结构和原生植被造成了不可逆

的破坏。很多矿坑的崖壁风化严重，形成

松散破碎的土石边坡，存在发生滑坡和泥

石流的安全隐患。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建设伊始，南宁园博园矿坑生态修复项目

实施近自然生态修复，采用以“自然恢复

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方式，根据矿坑的

空间分布和功能分区，将 16 个矿坑划分

为 6 个矿区。矿区经由定制改造，成为艺

术、生态、旅游等载体。每个矿坑都有独

特的风貌。

“在对矿坑崖壁进行生态修复时，我们

对结构稳定、具有一定观赏性的土石进行

清理保留，对局部不稳定、有砂石或者渣土

的土石，采取清理后加固和削坡等措施。”

陈思贝说，在改造时，南宁园博园坚持生态

优先的原则，对矿坑进行生态修复和景观

改造，并根据矿坑特点定制改造方案，打造

了南宁园博园内别具特色的一处景观——

矿坑花园。

陈思贝说：“卧虎潭原本所处的矿坑肌

理破碎，碎石较多。因此，我们清理了场地

碎石和渣土，结合原始地貌进行局部覆土，

让植被得到恢复。”如今，游客们站在卧虎

潭的眺望平台时，既能感受潭水之深邃，又

可仰望山崖之险峻，充分沉浸在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中。

吸引野生动物繁衍生息

潺潺的落水声在石壁环抱的水潭中回

响，水潭周边的三角梅蔓藤顺着岩壁悬垂

下来，紫色的花朵迎风怒放……冬日里，南

宁园博园的落霞池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绚丽

景象。

落霞池边，一片欢声笑语。来自南宁

市一所研学机构的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

下走进自然，开展环保主题活动。“落霞池

边的风景很好，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享受温

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希望通过今天的

活动，孩子们能够树立热爱自然、保护自

然的意识。”带队的文老师说。

当人们走进南宁园博园的矿坑花园，

可以游览波光粼粼的卧虎潭，观赏拥有亚

热带丛林风貌的飞瀑湖，参观具有浓浓工

业风的台地园……如今的矿坑花园，在经

过山体修整、植被恢复和水体修复后，吸引

了白鹭、斑鸠、翠鸟等野生动物繁衍生息。

园区的生物多样性有效提升，生态质量明

显改善。

2019 年以来，南宁园博园矿坑花园修

复项目先后获得英国景观行业协会国家景

观奖、美国景观师协会综合设计类荣誉奖

以 及 英 国 皇 家 景 观 学 会 景 观 设 计 类 大

奖。南宁园博园也获评国家生态环境科

普基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教育基

地、南宁市生态环境科普教育实践基地。

“恢复生机的废弃矿坑，成为南宁市

山水田园旅游开发的新亮点，也成为环境

保护教育和科普研学的最佳载体，取得了

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南宁市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说，南宁市

自然资源局将积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作，多举措推进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不断擦亮南宁市生态文明

底色。

南宁园博园：在矿坑中打造美丽山水画卷

近年来，宁夏农垦大沙湖区域生态环境导向开发项目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促进当地文旅产业发展。图为半沙半
水的宁夏沙湖景区。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游客们在南宁园博园漫步赏景游客们在南宁园博园漫步赏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昊刘昊摄摄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朱边勇 许三勇 排盈莹 记者赵汉斌）记

者 2 月 4 日获悉，观鸟爱好者近日在云南省盈江县香额湖观测到

一只具有明显铜色双翅的漂亮水鸟。经云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

协会会长、著名鸟类学专家韩联宪鉴定，这只水鸟是国内罕见的

铜翅水雉。

铜翅水雉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从相关影像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这只铜翅水雉除了拥有明显的铜色双翅外，身体羽毛

还呈现出黑白红棕等多种颜色。铜翅水雉通常活动于多浮水植物

的小型池塘或湖泊，有时会出现在湿草地和稻田中。铜翅水雉是

一种罕见的候鸟。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部，它们会随栖息地水位的变化进行短距离迁移。

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盈介绍，截至目前，盈江县已记录鸟

种 719 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近 50%，是全国鸟类资源最富集的县

份。“10 年前，盈江县根据鸟类分布的狭域性、目击难度等条件，筛

选出 7种罕见鸟类，铜翅水雉正是其中之一。”班鼎盈说。

云南是我国动植物资源多样性的宝库。近年来，随着人们野

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和观鸟爱好者的增多，云南不断记录到新

鸟种，持续刷新国内鸟类新纪录。

国内罕见铜翅水雉

现身云南盈江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记者 2 月 4 日从国家林草局获悉，

近年来我国加强湿地保护，建成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 2200 余个。

全国湿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达 5635万公顷。

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现有国际重要湿地 82 处、

国家重要湿地 58 处、国家湿地公园 903 处、国际湿地城市 13 个。

未来我国还规划将 1100 万公顷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行最

严格的保护管理。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自 2022年 6月湿地保

护法实施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湿地保护法治监管体系建设，完善配

套政策制度。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 8项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湿地

保护制度体系初步建立，全面加强湿地资源监测监管，初步建成湿

地感知系统。

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深入履行《关于特别是作为水

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义务，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

这是继国际竹藤组织、亚太森林组织之后又一个设在我国的林业

国际组织。下一步，我国将通过这一合作平台，促进全球红树林保

护修复及合理利用。

“我国将继续全面加强湿地保护修复，实施湿地保护修复项目

和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计划，组织申报一批国际重要湿地和国

际湿地城市，推进国家湿地公园监测监管体系建设。”国家林草局

相关负责人说。

我国湿地面积达5635万公顷

图为现身云南盈江的铜翅水雉。 朱边勇摄

“快看快看！那边有白海豚！”“还是一家三代！太可爱了！”1

月下旬的一天，记者乘船前往厦门火烧屿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

地采访时，在海上偶遇了“出门散步”的中华白海豚一家。只见粉

色的老年白海豚、白色的青壮年白海豚和灰色的少年白海豚“祖孙

三代”不时跃出水面，引得众人阵阵欢呼。

中华白海豚是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海洋豚鲸，素有“海

上大熊猫”的美誉。在火烧屿附近海域，常年栖息着多个中华白海

豚种群。

在火烧屿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内，两头宽吻海豚正在救

助池中戏水玩闹。工作人员稍一招呼，海豚就像孩子一样亲热地

凑上前去用额头触碰工作人员的手掌。“宽吻海豚性格活泼，因其

超高的智商被称为‘最聪明的海洋哺乳动物’，这两头海豚都是此

前被渔民误捕上岸的，后来发现它们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于是被

迅速送到保护中心来救治。”厦门市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副主任刘

伟告诉记者，两头海豚在被救治以后，正在接受康复和野化训练，

等待时机成熟后将被放归海洋。

中华白海豚一直被学界视为海洋生态的“指标物种”，一片海

域有中华白海豚游弋，证明这片区域的海洋生态系统较为健康。

厦门市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监测与宣教科科长许静告诉记者，随

着厦门海域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中华白海豚的种群数量已由 20

世纪 90年代初的 60头，增加到现今的 80多头。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能够在城区海域直接观赏到中华白海豚的

城市，厦门近年来通过完善立法、建设保护区智能监管系统、跨区

域协同管理等方式，建立了以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为主要保护对

象的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厦门海域水生生物种

群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厦门市民和游客分享他们在岸边

和轮渡上看到中华白海豚身影的经历。一名市民写道：“生态环

境好了，人与自然更和谐了，希望‘海上大熊猫’成为我们身边的

常客。”

游近火烧屿的“海上大熊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