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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county level green development and reformed pilot ′ s integrated exploration：Using Leye
County in Guangxi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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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6, China; 4.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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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ye County was identified as a pilot for integrat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Guangxi in 2021. The government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and implement green development while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In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t a grassroots level was conducted. First, this study analyzed problems faced during the delivery of green reform in Leye County.
Then, solutions that foster comprehensive gre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Leye County were summarized. The propos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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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1年乐业县被确定为广西绿色发展与改革试点县，全面探索实施绿色发展，促进县域发展高质量转型。本文在基层实

地调研结果的基础上，针对乐业县绿色发展与改革实践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乐业县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思路，探索由政府主导，内

环“绿色循环农业+康养旅游+低碳能源产业”、外环“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有效监管”的乐业县绿色发展与改革的集成模

式，以系统优化、集成思维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与堵点，推动改革综合措施有效落地，最大程度提升改革整体效应，以“生

态+”为抓手，构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现代绿色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就发展对

策而言，本文提出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强化政府综合管理职能、优化创新人才结构、保障资金投入和科技支撑、提高绿色转型升

级质量、大力建设绿色工业项目、发展清洁能源、拓宽绿色产业发展渠道、建立“政社企民”共同参与的大格局等建议，并对未来县

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提出了设想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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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永恒主

题[1]，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提出绿色发展

的概念[2]，2008年全球生态发展大会提出绿色生态和

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3]。国内外多年推行绿色发展实

践，不断丰富和完善绿色发展概念和理论[4-7]。绿色发

展的根本在于缓解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

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近年来，我国经济

发展已转入新常态，面临庞大的人口基数与有限的资

源环境，除了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已别无选择[8-10]，“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构建我国绿色发展大格

局的根本理念[11]，县域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组成单元，

县域绿色发展水平对于全国绿色发展大格局构建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县域绿色发展为主题，通过文

献分析发现国内该研究热点先后经历了理念倡导与

绿色发展路径探索、精准扶贫与完善县域绿色发展理

论、绿色发展转型升级、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与追求高质

量发展 4个阶段[9-14]。研究集中从生态基础、环境污

染、经济支撑、环保投入、政策扶持等方面对县域绿色

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路径进行剖析，探索具有宏观

指导意义的绿色发展道路[12-14]。

2021年，乐业县被广西确定为绿色发展与改革试

点县，围绕“生态文明立县”战略，以系统集成思维破解

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堵点，推动改革措施集成落地，

最大程度提升改革整体效应。当前，国内关于县域绿

色发展与改革试点的集成研究极少，县域绿色发展具

有显著的农村性特点，这也是绿色发展的难点，在欠发

达的中西部地区推行绿色发展与改革试点研究，对于

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与

分析，梳理乐业县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特点

和问题，总结乐业县绿色发展与深化改革试点的主要

思路，提出推动县域绿色发展与改革对策，树立县域绿

色发展的典型范例并为类似地区绿色发展提供借鉴。

1 乐业县推进绿色发展现状与面临的主要挑战

1.1 绿色发展与改革实践现状

（1）具有生态环境优势

优质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绿色发展的基石。

乐业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所辖县，位于广西西

北部，地处黔桂两省三市（州）七县结合部，平均海拔

1 128 m，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域，总面积 2 633 km2，

总人口18.2万。乐业县拥有世界长寿之乡、中国兰花

之乡、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县、中国天然氧吧等多

个称号，是广西旅游开发重点县。

（2）县域经济基础薄弱

乐业县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受自然环

境、区位条件、限制开发区政策等因素影响，县域经济

发展滞后，长期处于广西全区下游水平，财政支出绝

大部分依靠转移支付。乐业县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业

和旅游业，农业产值占比高达 30%，以粮食生产为主，

产业化水平较低；工业产值占比仅有 27%，其中资源

型工业占比较高，结构单一、产业链短、基础薄弱。

（3）市场主体有待壮大

在乐业县绿色发展与改革实际工作中，政府在资

金投入、技术支持以及管理运营方面充当了绝对主体

作用。受经济下行、疫情、政策等方面影响，市场主体

参与的积极性不够，多为等待观望，导致优质生态资

源与优质社会资本的对接不够顺畅，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受阻，绿色富民惠民效果不佳。

1.2 推进绿色发展与改革实践面临的主要挑战

（1）绿色发展与改革部门联动不通畅

乐业县绿色发展与改革试点成立了专门的领导

机构，建立工作机制，明确了县领导分工，但存在机制

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沟通较少的问题，影响了决策效

果。同时，改革涉及的部门和单位较多，其对改革创

新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工作主动性不强，监督

promote a system that integrates gree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Leye County with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ed thinking
approaches, which will suppor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measures and maximize its overall effect. Specifically, these solutions
take ecological advantages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create a modern gree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high economic
benefits, low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low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developmental policy, this
study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functions of a green government,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ve green talent, boosting returns on investments, advancing green reform, initiating green industrial projects,
developing clean energy, and broaden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model in which
government, society, enterprises, and citizens participate jointly, and proposes principles and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Keywords：gree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pilot project; county; Leye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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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机制不够完善，单位之间的联动不够，缺乏有效

的制度和政策约束，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产业化政策

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2）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创新

乐业县负责绿色发展与改革的机构为县委生态文

明发展中心和县生态环境局，人员少，部分人员学历不

高、专业不对口，总体创新能力较弱，引进科研院所、高

校团队和企业的力度不够，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紧缺，在

碳减排、清洁能源、污染治理、资源高效利用和农副产品

资源化、有机化等方面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撑。

（3）激励全民参与环保内生动力不强

乐业县还未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

社会群体和民众参与的绿色发展格局，社会群体和民

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绿色发

展理念。

2 乐业县实施绿色发展与改革试点的集成思

路与探索实践

2021年以来，乐业县由政府主导加强绿色发展

改革谋划及机构建设，构建以循环绿色农业为核心的

内循环，以服务监管为核心的外循环，形成了乐业县

绿色发展与改革试点的集成思路体系（图 1），经过一

年多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印证了绿色发展与改

革在县域的可行性。

2.1 创立绿色发展改革机构

在改革试点中，确立政府的主导地位，明确绿色

改革中部门的角色分工和归属权，重点解决人才资源

匮乏和融资难两大问题。乐业县 2021年在广西率先

成立中共乐业县委员会生态文明发展中心，编制《乐

业县绿色发展改革集成试点实施方案》，为统筹推进

绿色改革工作指明方向；县级、乡镇分别成立绿领人

才办及人才工作站，建立绿领人才库，解决了人才短

缺问题，确保全县执法、管理全覆盖；创新探索开展

“两山银行”改革试点，与腾讯公司探索成立“两山银

行”，将县域内山、河流、湖泊等碎片化的生态资源整

理存入“两山银行”，并转化为可计价、可交易、可融资

的生态产品，解决了改革融资落地问题。

2.2 推动一、二、三产镶嵌式融合内环发展模式

2.2.1 着力于绿色农业向纵深发展

乐业县转变农业发展思维，通过延伸产业链、提

高农副产品附加值、节能降耗和废弃物重复利用等方

式，建立循环闭环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由传统

图1 乐业县绿色发展与改革试点的集成思路与体系框架图

Figure 1 The main idea and system framework diagram for the integrated green development and reform pilot in Leye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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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农作物生产向现代循环农业经济转变，可归纳为

如下4个阶段：

（1）农业生产阶段：探索有机高效农业产业转型

新模式。乐业县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重点发展

地方特色经济作物，培育猕猴桃、油茶、芒果、砂糖橘、

刺梨、茶叶等特色农业经营主体；立足于生物食物链，

实现绿色高产，采用作物种植生态环境圈与养殖生态

环境圈有机融合，节约有限资源，形成“稻+鸭+生物

有机肥”“稻+鱼+生物有机饲料”生态立体种养模式。

乐业县通过构建绿色发展示范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借助“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县”品牌优势，发展

了万亩猕猴桃、油茶、芒果、刺梨等有机农业产业园，

在产业园的带动下，2021年全县 88个行政村（社区）

集体经济收入均在 7万元以上。乐业县培育低碳农

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形成“龙头企业+基地+家庭

农场”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

（2）农产品加工阶段：谋划现代化的产业生产体

系，注重产业链延伸。乐业县引进精品深加工技术，

建立流水生产线和市场准入的标准生产体系，将鲜果

加工成为原浆、果汁、果干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

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打造了集精深加工、储藏、

冷链物流、销售等为一体的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

2021年乐业县投入 2.3亿元建设粤桂·中广核扶贫协

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辐射消毒杀菌保鲜装置，

发展猕猴桃、刺梨、油茶、茶叶等绿色产品精深加工

业；投入 5 000万元建设茶油加工提纯等深加工生产

线，生产山茶油等高附加值系列产品；投入 3 000万

元发展猕猴桃、刺梨深加工项目，建成特色水果深加

工生产线。乐业县构建现代化的农产品加工业，延

长农业产业链条，减少农产品产后损失，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和增加农民收入，带动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农

业产业化，摆脱了过去依靠弱竞争力初级产品的市

场困境。

（3）品牌提升阶段：建立以农业产业化为载体，品

牌带动产业的机制。乐业县加大“三品一标”“圳品”

等品牌认证力度，大力推进特色农产品供应链建设，

打造供粤港澳大湾区的高山农产品基地，已有 45个

产品通过“三品一标”和“圳品”认证，“乐业猕猴桃”

“雅长铁皮石斛”等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认

证，“乐业猕猴桃”入选广西区级农业品牌目录。乐业

县建立的品牌带动产业机制，增强了区域竞争力。

（4）绿色循环利用阶段：立足秸秆和畜禽养殖废

弃物处理，建立有机农业产业发展模式。乐业县利用

定点帮扶央企——中广核集团的资金和技术优势，策

划建设了有机肥料厂，把县内及周边县域的畜禽粪

便、农作物秸秆、木屑等进行分类收集发酵并循环利

用，年产约 10万 t有机肥，支持全县农业产业园全部

使用有机肥，成为广西第一个实现全域使用有机肥的

县。乐业县打造的“农业废弃物+有机肥料+绿色农

业种植”的生态产业链发展模式，成为广西农业农村

绿色循环利用的典范。

2.2.2 探索绿色康养旅游发展路径

乐业县探索文旅与乡村振兴共生的新路径，打造

自然文化融合的生态旅游综合体。乐业县通过逆向

思维，将低城镇化率的劣势转为旅游发展的优势，策

划实施龙云山故事小镇、兰花森林小镇、火卖地质公

园研学基地、牛坪地质公园科普培训中心、“山水甘

田”田园综合体、“地心之旅”研学等生态旅游项目，

加快推进大石围天坑群景区创建国家 5A景区、罗妹

莲花景区创建 4A 景区等项目，全县以“山、水、茶、

果、蔬”为标签的乡村旅游、地心之旅、田园综合体、

特色民宿等绿色康养旅游产业格局初步形成。2021
年，全县游客量达 335.8 万人次、旅游总消费达 34.8
亿元。乐业县利用丰富的乡村田野旅游资源，开发

绿色生态旅游项目，构建了立体化森林康养体系，使

保护生态环境与挖掘旅游资源、促进普及消费互为

前提，实现共生。

2.2.3 全面推行低碳能源规划建设

乐业县通过构建“龙头能源产业+”的低碳产业

链发展模式，实现传统能源向绿色低碳能源的转变。

乐业县以能源龙头企业产业链为轴线，将其与其他产

业横向耦合，给予宽松的政策环境，引进中广核集团，

投入 15亿元实施了扶贫风电项目，年发电量 3.57亿

kWh，每年可提供税收约2 000万元。该项目创新性地

通过“入股分红+保底收益”模式帮助脱贫村增加集体

经济收入，全县63个脱贫村利用中广核帮扶资金入股

项目，每年共可获得300万元以上的村集体经济收益。

乐业县政府将开发抽水蓄能、龙滩库区水面光伏和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等项目纳入乐业县“十四五”发展规

划，同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乐业

县通过策划、引进、改造、升级等技术路线，充分利用县

域丰富的风能、水能和光照资源推动能源整治和结构

转换，基本达成低碳能源格局目标。

总之，乐业县绿色发展与改革试点树立了“一产

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三产保护生态”理念，以“生

态+”为抓手，构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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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形成现代

绿色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走出了一

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3 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及外环配套优质环境基础

2.3.1 完善绿色发展基础设施配套

乐业县全面加强农村环境整治，5个乡镇建有污

水处理厂，拥有 20个吨级污水处理设施；改厨改厕工

程实施后，农村使用卫生厕所 27 706户，普及率达到

70.81%；牲畜粪污经统一处理后作为有机肥代替化

学肥料，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农业生产模

式；各乡镇均建立乡村（社区）垃圾收集点、乡镇垃圾

中转站、县郊区垃圾处理区，达到农村环境全面整治

的目的。乐业县新增绿色建筑面积 1.23×105 m2，城镇

新建绿色建筑比例达到 50%。乐业县取得的初步成

效为绿色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3.2 探索绿色资源监督管理保护新举措

乐业县采用“规划+管理+监测”的生态环境保护

模式，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保护；科学划定保护与

开发政策边界，解决保护地内各类区域和规划交叉重

叠、不便管理等问题；聘用了 1 300多名生态护林员，

对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大石围天坑群国家地质

公园、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其他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进行网格化管理；推动现代化监管布

局，建成区控空气站、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乐业

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保持在全区前列，地表水、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Ⅲ类标准。

3 乐业县因势利导推动绿色发展改革的主要

对策

提升绿色发展与改革试点成效需要进一步深化

改革，重点围绕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市场和环境要

素进行改革，以提高效率、提升改革质量。本文以问

题为导向，提出机制改革策略；以产业发展为目标，结

合实际与未来需求，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

3.1 强化政府绿色发展管理职能，提升服务产业效能

及效率

绿色发展与改革试点是政府倡导行为，乐业县应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切入点深化绿色改革；完善生

态优先的制度体系，围绕“生态文明立县”战略，把绿

色发展理念融入乐业县建设规划纲要和“十四五”规

划体系，更有效地探索深化绿色发展机制；完善地方

绿色发展的规章制度，将推动绿色发展工作优劣作为

绿色财政奖补考虑政策；加大对生态经济政策扶持力

度，大力培育、招引和发展生命健康、节能环保等环境

适宜性产业；优化奖惩工作机制，加强绿色发展与改

革小组成员单位的协调与配合。

3.2 强化多元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助力人才技术优势

有效转化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核心

主体，乐业县要积极争取区内外的科研资源支持，联

合大学、科研院所在乐业县建立绿色改革研究示范基

地，引导县域绿色发展与政产学研的紧密融合，大力

培育多元化的经济创新主体。基于经济落后的特殊

性，乐业县可通过宽松的人才准入普惠政策，引进专

业人才，学习先进技术、吸收先进理念，致力于资源环

境的治理与保护、能源资源的清洁利用、绿色生产的

创新创优和绿色发展规划设计，打造具有乐业特色的

绿色发展模式。

3.3 强化绿色工业项目择优发展，促进清洁生产与生

态宜业融合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建设绿色工业，乐业县可通

过低碳节能减排、集约化发展和资源高效利用，达到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重点从生产入口、加工

环节和生产出口上下功夫，建立生态环保生产力、低

碳减排加工与生态修复补偿紧密相连的绿色工业发

展模式；深入理解并落实国家绿色发展、低碳节能政

策，主动融入自治区、百色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大

力推动纳入县“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屋顶分布式光伏、

龙滩库区乐业县水域水面光伏、30万 kW抽水蓄能等

新能源开发项目落地实施。

3.4 强化资金保障和科技支撑，推动县域绿色发展转

型升级

乐业县应充分运用绿色金融的融资手段，整合并

引导财政资金、社会资金为乐业县绿色生态经济可持

续发展注入动力；营造宽松的绿色发展政策环境，银行

等金融部门可通过放宽信贷担保限制，针对综合实力

强、投资规模大、预期效益较好的绿色项目给予信贷支

持；对具备条件的项目给予绿色信贷贴息，因地制宜挖

掘地方特色的生态产品类型，创新与其价值实现相匹

配的绿色金融工具，建立政府购买生态产品机制。

乐业县可围绕绿色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施

一批科研项目，开展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价值实现路

径研究等方面的技术研究，为绿色发展提供科技支

撑；采用绿色技术推动农业生产由依靠化肥向依靠生

物肥转变，打造循环农业、现代农业，使农业生产加工

包装和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得到技术升级；依托“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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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大数据+”的手段，为绿色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

的决策方向提供科学依据，发挥示范园的带动作用，

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现代制造业转化。

3.5 强化“政社企民”共同参与，创立“两山”理论的新

实践格局

乐业县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理念，积极

导入市场主体，联合县内相关行业企业组建乐业县“两

山银行”产业运营联盟，促进优质生态资源与优质社会

资本的无缝对接，实现产业化、多元化、品牌化发展；借

鉴国内外“两山银行”成功模式，统筹推进生态资源调

查摸底、平台公司组建、发展要素保障等系列工作，采

用资源整合、资产注入、资金扶持等方式，确保“两山银

行”运营见效；突出生态惠民，通过建立生态资源资产

开发与村集体和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资源从农

民手里来、资金到农民手里去”的目标。

4 展望

未来，乐业县绿色发展与改革应将政府主体转为

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引导参与竞争，政府则主要发挥监

管角色，将主导权转换为跟踪服务；加大绿色创新人才

队伍建设，发挥人才在优化产业结构、绿色发展改革中

的作用；提升绿色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加强科技

引领，为绿色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组织引导民众积极参

与到绿色发展这一系统工程当中。总之，县域绿色发

展要围绕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市场和环境等6大要

素建立集成体系，突出绿色低碳，优化产业布局；深化

机制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强化多元投入，加强基层建

设；实施优势叠加，保持绿色活力。要促进乐业县绿色

发展与深化改革的集成试点经验推广，则需进一步补

充缺失环节与优化匹配，推动绿色优势转化与产业持

续发展，要及时总结县域绿色发展与优化改革的典型

模式及其成功范例，实施集成推广应用，为类似地区

（县域）绿色发展与深化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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