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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农科院驻村干部帮扶及专
业人员的指导下，徐桥镇桃铺村锚
定特色林业产业、培育龙头企业、
打造区域性示范基地，开创了当地
特色林业产业种养的“新起点”，
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了农林业的

“一池春水”,走出了一条“绿色产
业种出金色价值”探索乡村产业振
兴的成功之路。

绿色产业具有环保、低碳、循
环、可持续发展等特征。在碳达峰
碳综合发展目标指引下，一批绿色
产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拓展
着新的行业和发展空间，蓬勃发展
的绿色产业背后是深入人心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
理念，是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
产业新业态不断壮大的美好图景。

绿色产业富含生机活力。揆诸
人类史，不断苏醒的农业文明和持
续崛起的工业文明，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物质财富，也造成了短时间难
以弥补的生态创伤，从全球变暖到
垃圾围城，人类生存环境已面临严
峻威胁。残酷现实警醒世人：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发展才有根
基；只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类
才有未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
衰则文明衰。要想实现永续发展，
那么打造绿色产业，建设有生机活
力的生态文明是唯一的选择。

绿色产业饱含幸福指数。在过
去那个沙尘暴频发的年代，一篇

《我把春天弄丢了》 的小学生作文
曾引发全网国人反思：有生态美好
才有生活幸福指数，谁也不愿意守
着财富呼吸雾霾，偎着钞票食用毒
物。相反，如果散步有公园，抬头
看蓝天，俯首见绿草，吃的无公
害，喝着洁净水，身边有鸟语花
香，城外有青山绿水......那一定是
新时代每个中国人的幸福标配。

绿色产业涵括文化价值。生态
环境的价值不只体现在可变现的资
源价值、可供消费的使用价值，更
有弥足珍贵的文化生态价值。古往
今来，大自然素来是高雅精神、健
康旨趣的“摇篮”。从“会当凌绝
顶”的雄心壮志到“江山如此多
娇”的意气风发；从“一蓑烟雨任

平生”的淡定到“只留清气满乾
坤”的无悔，都不约而同地诠释了

“自然才是人生的无字之书”这个
道理。如果子孙后代面对的是荒山
沙漠、黑臭水体，哪能有那样的闲
情逸趣去寄情山水流连草木呢？的
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无比
美丽——有美丽的景色有美丽的文
化更有美丽的价值。

当然，相较于传统产业，绿色
产业的界定标准和评价规范还有待
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因此，只有积
极引导和规范绿色产业发展，帮助
从业者提升技能和职业认同感，才
能为促进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大的力量保障。

锚定特色林业产业、培

育龙头企业、打造区域性示

范基地……近年来，太湖县

徐桥镇持续夯实森林资源基

础，拓宽“两山”转化通

道，积极探索林业产业发展

新模式，让绿色产业产生赋

能乡村振兴的“金色价值”。

(《安庆晚报》3月9日)

绿色产业激活农林业“一池春水”
王老实

拓宽“两山”转化通道，在保
护好“绿水青山”前提下发展绿色
产业，用产业红利反哺生态建设，
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丰收”。太
湖县徐桥镇努力蹚出了这样一条绿
色产业与绿色生态双赢的路子，值
得各地学习与值鉴。

绿色产业与绿色生态相辅相
成、和谐共赢。乡村振兴中，生态
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是密不可分
的，没有生态资源作为依托，绿
色产业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没有
绿色产业发展作为支撑，生态保
护也难以持久。推进乡村振兴就
要把绿色产业发展和乡村生态环
境的改善统筹在一起考虑，实现新
的融合发展。一方面，要及时更新
观念，持续把“生态+”理念融入
到产业发展之中，切实将生态优势

转变成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另
一方面，要选准发展路径，立足当
地生态禀赋、顺应自然本色，或依
靠林果产业摆脱贫困，或让“一片
叶子富一方百姓”，或发展木材和
竹加工鼓起群众口袋……因地制宜
让土地生出“金元宝”、山间长出

“摇钱树”、乡村变成“聚宝盆”。
品牌强则产业强，品牌兴则产

业兴。依托绿色生态做大做强绿色
产业，就要牢牢把握品牌这个发力
点，构建生态有机的绿色农业体
系。为此需大力引入工业化理念和
市场手段，围绕“一县一业”，在做
强做精现代种养业的基础上，把精
深加工、贸易流通作为主攻方向，
不断强化绿色产业“双招双引”，全
力打造稻米、生猪、家禽、水产、
蔬菜、油菜、茶叶、中药材 （瓜

蒌）、林特（油茶、蓝莓）等9大绿
色食品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让绿色产业与
绿色生态同频共振、相得益彰，不
仅在农业上成为现实，工业产业发
展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唯有彻底改
变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支撑
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构建绿色、
低碳、可循环的工业产业体系，重
点是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排放、高
效益、高科技的新型工业，努力培
育和壮大一批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优
势工业产业，才能破解工业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两难”。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
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让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实现共赢，沿着这条路坚
定走下去，前途一片光明。

让绿色产业与绿色生态相得益彰
艾才国

“实际停了半个多小时，账
单却显示停了10小时。”“计时
结果与实际停车时长不符，我遇
到过2次。”近日，部分市民反
映，在城区道路路边泊车位停车
时，遇到计时不准、多收费的情
况。（《安庆晚报》3月3日）

智能化停车收费是城市管理
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路边停
车收费起的是价格调节作用，面
对车辆不断增多的趋势，停车泊
位需求跟着增长的语境下，对路
边停车进行适当的收费目的就是
以价格为杠杆调节有限的停车资
源，使得停车泊位尽可能地做到
合理高效使用。原本安装电磁设
备，让停车收费做到智能化，一
方面可减轻收费人员工作强度，
另一方面也能减少因人工计费而
产生的不必要的纠纷。

本意是好的，但事物总有两
面性，实践表明地磁设备在计费
上也存在着不够精准的一面。表
现在计时结果与实际停车时长不
符等。智能化也遇到了现实的麻
烦，以致让人对智能化收费产生
了怀疑。这种怀疑是有着现实的
依据的。尽管相关方面人员说地
磁设备计时的差错率在万分之六
内，但即便如此，每一次的差
错，落实到车主个人身上，就是
百分之百的差错。此种计时结
果，就是车主要多付钱。从金额
上来说，单次的差错造成的收费
错误不是很多，但却让人对地磁
计费起了疑心，对智能化使用于
路边收费的精准度有了怀疑。这
种现象累积起来，势必会造成人
们对智能化收费的不满。

基于现实，未来路边停车收
费很难取消，杠杆作用还有必要
一直发挥下去。但地磁智能化收
费设备的精准度必须提高。相关
方面不妨统一对路边收费的地磁
设备做一全面“体检”，发现问
题，能维修的及时维修，不能修
理的，要马上更换。不能再让带
病的地磁设备上岗值勤，错掏车
主的腰包了，以免让人增添对设
备精准度的负面联想，进而产生
对路边停车收费不满的情绪，影
响城市停车管理。

社会在不断进步，生活水准
在不断提高。停车资源不足是个
长期问题，路边停车收费的调节
功能势必会有所增强。那就不妨
下点气力，将智能化的收费设备
精确度提高些，在进一步求精准
中，消除不应有的误解，以规范
化的管理，让路边停车收费少些
怨言与怀疑。

完善硬件设施

提高计费精准度

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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