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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知識競賽、生態書畫攝影比賽、周末文藝廣場、保護母親河、綠色環保
志願者行動⋯⋯近年來，柯城區生態文化建設異彩紛呈，從幼兒園的小朋友，
到退休的老人，都能感受到身邊濃濃的生態文化氛圍。
柯城是我家，生態靠大家。柯城區把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作為生態建設的

基礎，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廣泛開展生態宣傳和綠色系列創建活動，不
斷增強群眾尊重自然規律的生態意識，為深入推進生態建設夯實群眾基礎，營
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制定和實施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道德規範，促進生態
文明社會新風尚的形成。為使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深入人心，充分利用新聞媒
體和公共宣傳資源，廣泛開展生態文明建設的輿論宣傳，同時，充分利用浙西
最大的人文博覽園、九華梧桐祖殿祭春等生態文化宣傳教育基地，開展生態文
化宣傳教育。建立環保義務宣傳員、義務監督員工作制度，開展環保進社區、
進農村、進企業、進學校「四進」活動，普及生態科學知識和生態教育，培育
和引導生態導向的生產方式和消費行為，形成全社會提倡節約、崇尚「低
碳」、保護環境的價值觀念，營造自覺參與環保、支持環保的良好社會氛圍，

不斷提升生態文明水平。
在進行廣泛深入的生態文化教育的同時，柯城區還廣泛開

展了生態鄉鎮、生態村莊和綠色社區、綠色庭院、綠色學
校、綠色飯店、綠色企業等「綠色系列」的群眾性生態文明
創建活動，積小勝為大勝，扎實推進生態區創建，提高生態
建設水平。目前，該區共創建完成全國環境優美鄉鎮2個、省
級生態鄉鎮6個，省級以上生態鄉鎮佔到所轄鄉鎮的88.9%；
創建市級生態示範鄉鎮1個、市級生態示範村23個、區級生態
示範村107個、國家級綠色社區1個，省級綠色社區14個，省
級綠色學校8所，其中，九華鄉立春祭成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同時，每年都組織開展義務植樹、環保志願者
等活動，增強公眾保護生態的積極性和自覺性。

雄關漫漫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柯城區在生態建
設和文化保護方面已經取得了令人羨慕的成績。但是，正處在迅速推進工業化
發展階段的柯城，解決環境、發展與保護問題上面臨的困難還很多，道路還很
漫長。40萬勤勞務實的柯城人民將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以創建省級生態區為
新的起點，堅持綠色發展、和諧發展、安全發展，為建設「浙江生態屏障」、
打造和諧文化名城，再立新功。

流連於柯城熱鬧的城鎮鄉村，㡡翠的樹木、熱情的農家，使人
樂不思蜀。「保護生態，就是保護我們的未來。」這樣一句非常
樸實的語言，是一名柯城普通農民的肺腑之言。該區全年環境空
氣質量達到二級標準；飲用水源水質達標率達100%；森林覆蓋
率達73.7%⋯⋯
當年以小造紙廠著稱的七里鄉，如今變成了在整個華東地區頗

具名氣的農家樂示範鄉鎮；過去豬糞橫流的九華鄉，如今不但恢
復了青山綠水的原來樣貌，更是辦起了浙西最大的人文博覽園。
最近幾年，柯城區先後投入資金達4億多元的村莊環境整治工
程，已使柯城215個行政村徹底告別了髒亂差的舊面貌，半數以
上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了有效治理。如今石七、花石、萬九三條
生態景觀帶上，風景美如畫卷、農家樂星羅棋布，猶如三條綠色
的絲帶貫穿柯城全境。國家衛生城市、國家園林城市的創建，使
柯城城區道路乾淨整潔、人均綠化面積成倍提高。目前，柯城區
城鄉生活污水處理率達69.1%，城市生活垃圾全部進填埋場進行
無害化處理。
「來柯城旅遊，看的是生態山林、住的是生態農家、吃的是生

態蔬菜。」來自上海的老年遊客趙娜，一到柯城就被這裡原生態
的自然環境所吸引，她決定以後每年都要到柯城區小住個把月。
近年來，柯城區堅持旅遊開發規劃服從於全區生態環境建設總

體規劃，加大了旅遊資源的保護與開發，重點抓了鄉村休閒旅遊
和古城文化旅遊、棋子文化旅遊、柑橘採摘旅遊、農家樂休閒旅
遊、宗教文化旅遊等旅遊資源的開發建設。特別是充分利用柯城
良好的生態環境，把生態農業和旅遊業進行有效結合，大力發展
農家樂休閒旅遊，先後啟動了石樑—七里、花園—石室、萬田—
九華三條生態景觀帶建設，建成省級農家樂特色示範村3個，市
級農家樂特色示範村（點）15個，七里鄉被命名為全國農業旅遊
示範點。
清晰的思路，良好的生態，帶來了生態旅遊，特別是生態農家

休閒遊的大發展。目前，全區已有11個鄉鎮（街道）33個村（點）
的175戶農戶發展了「農家樂」，直接從業人員518人，僅七里鄉
一地就擁有2000多個床位，有效帶動全區2萬多名農民增收。柯
城區先後被確立為全省農家樂現場會和全省「千村示範、萬村整
治」工作現場會的考察點，得到了與會領導的高度評價。

漫步於柯城繁忙的工業園
區，清新的空氣、宜人的環
境，讓人流連忘返。「保護
生態，工業先行」。原本起
步晚、總量小的柯城工業，
近年來通過充分發揮工業園
區平台優勢，堅持集聚、集
約、高起點、跨越式發展，
堅決摒棄「先污染後治理」
的發展模式，走出了一條保

護生態與工業發展齊頭並進的新路。
變「招商引資」為「挑商選資」，堅決把好生態工業

「入口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柯城區堅持「以畝產論
英雄」節約集約用地，堅持以「單位環境容量經濟效益
最大化、單位經濟增量環境損害最小化」為導向，明確
提出「三個決不」，堅持做到「四個優先」。即：決不把
降低環保門檻作為招商引資的優惠條件、決不在接受發
達地區產業轉移中接受污染轉移、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
價換取一時的經濟發展；在編制發展規劃時優先編制環
保規劃、在做出發展決策時優先考慮環境影響、在新上

項目時優先進行環境評估、在考核發展政績時優先考核
環保指標。
園區建設，治污優先。四年前，當柯城區所屬的航埠

集鎮工業功能區啟動之時，區領導最關心的不是招商引
資，而是園區配套的污水處理廠及其管網的建設情況。
那時候，由於航埠集鎮工業功能區是在一片橘樹地裡從
零開始，土地平整、道路、管網等園區建設的方方面面
都急需大量資金，而區財政又十分緊張，柯城區委、區
政府硬是通過多方籌措，籌集了5750萬元資金，確保了
污水處理廠及其管網工程的建設進度。「建設工業園區
就是為了使百姓能更好的生活，決不能因此而污染了柯
城寶貴的環境，而且，良好的生態環境本身就是我們招
商引資的一件法寶。」每每說起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
關係時，柯城區委書記祝曉農總是這樣說。
扎扎實實地悉心保護，換來的是確確實實的快速發

展。2010年，柯城區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分別是
2005年的3.5倍和2.9倍，規模工業總產值更是比2005年翻
了兩番。而與此同時，柯城工業的單位增加值能耗卻比
2005年下降了一半，環評「三同時」執行率達100%，因
環評不過關而否決的項目多達近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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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千年古城衢州的中心城區，柯城區地處浙江西部的錢江源頭，是衢州的政治、
經濟、文化和服務中心，素有「浙西明珠」之美稱。境內高速鐵路、高速公路、

水運直通浙、閩、贛、皖四省，古有「四省通衢」之稱，衢州民航更是開通了北京、深
圳等國內主要城市的航線，交通區位條件十分優越。2000年歷史的衢州古城、全國僅有
的南宗孔氏家廟、一夢千年的爛柯山等名勝古跡不斷吸引㠥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而保
護良好的森林植被、星羅棋佈的農家樂、鮮辣可口的「三頭一掌」（兔頭、鴨頭、魚頭
和鴨掌）更是使柯城成了近年來在華東地區迅速走紅的鄉村休閒遊勝地，因其距上海僅
4小時車程，又被稱為「上海的後花園」。
「保護生態、保護古跡、保護文化，既是柯城踐行科學發展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現

實選擇，也是履行打造浙江生態屏障，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的具體行動。」是的，眾多
的名勝古跡、良好的生態環境，一直是柯城人最引以為傲的資本，如何在發展中保護好
柯城得天獨厚的生態文化資源？如何在保護生態文化資源的基礎上更好的造福百姓？曾
經是擺在柯城區委、區政府面前的一道待解的難題。
「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北門歷史街區修復、大面積保護生態公益林、農

村改水改廁、推廣生態高效農業、提高招商引資中的生態標準、大力發展鄉村休閒遊⋯
⋯一件件得民心、護生態、促民生的新舉措，使柯城區走出了一條生態文化保護與社會
經濟發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持續下降，有機、綠色和無公害產品種
植規模快速擴張，遊客人數成幾何數增長。如今的柯城空氣更加清新、山泉更加甘甜，
居民更感幸福。2010年，該區更是一舉通過了省生態區的考核驗收，收穫了「浙江省生
態區」這塊「金字招牌」。

徜徉於柯城豐收的田間地頭，青青的菜園、浩淼的橘海，令人心曠神怡。柯城是浙江省乃至全國知名的
柑橘主產區，境內綿延10多里的橘海森林公園，讓許多外來遊客歎為觀止。
然而，近年來由於柑橘價格的不穩定，使柯城柑橘產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擴精品、打品牌、種新

品，從2009年春天開始，在區委、區政府的帶領下，柯城農民修水渠、整土地、搭大棚，開展了一場轟轟
烈烈的生態農業大改造。現在，涉及44個行政村、 2.98萬畝耕地的《柯城區城郊現代農業綜合園區建設規
劃》已順利通過省級專家組評審；短短兩年間，2萬多畝低產、低效、低窪的三低橘園，被改造成了生態
高效的新型農業產業園。而在保留的精品橘園，更是廣泛推廣了疏樹疏果和物理治蟲等新型環保種植方
法，不但大大降低了農藥的使用量，更有效提高了柯城柑橘的品質。
每年都要到柯城區收購柑橘的東北客商看到該區石樑鎮建起的面積達200多畝的浙江省內最大的單體聯

棟大棚由衷地說，「柯城農村的變化太快了。」他告訴筆者，以前柯城區農產品似乎只有柑橘，現在生態
蔬菜、生態水果遍地都是，他今年除了要到柯城區收購柑橘外，還準備收購一些小水果。
在帶領農民進行農業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柯城農業招商項目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亞洲最大的鱘

魚高新技術園、面積達3萬多畝的省級現代農業產業園等一大批生態效益好，帶動能力強的農業項目紛紛
落戶柯城，其中衢州鱘龍公司的魚子醬產量已達亞洲第一、世界第三。
「為什麼柯城的『三頭一掌』特別鮮？為什麼柯城的柑橘、小水果特別甜？為什麼柯城的魚子醬特別可

口？關鍵是因為我們這裡有清新的空氣和無與倫比的水
質。」當筆者帶㠥外地客人留宿柯城農家時，當地村民這
樣自豪的介紹。是的，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柯城區
眾多品質出眾的綠色食品。不提風靡全國的衢州「三頭一
掌」、中華老字號「邵永豐」麻餅，也不提暢銷歐美的鱘
魚魚子醬、蠻聲世界的衢州椪柑，單單是在柯城農家新鮮
的高山蔬菜，地道的土雞、土豬肉，就使許多外地遊客聞
香下馬、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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