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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 以 解 决 领 导 干 部 不 敢 担 当 、 不 愿 担 当 、 不 能 担

当、不善担当等问题。

（二）“美丽桐庐”的主要做法

1、完善组织领导

成 立 县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 “ 美 丽 桐 庐 ” 建 设 ） 委 员

会，对生态文明和“美丽桐庐”建设实施统一领导、整

体部署、统筹协调。切实推进“五办合一”，提升绩效、

整合资源。以生态办为统筹，协调推进县农整办、县“三

江两岸”办、县“四边三化”、县“清洁桐庐”办。

2、坚持规划先行

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系列规划，指导桐庐县生态文明

创建工作。立足桐庐县全域，构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体

系，致力“全域大景区”建设。坚持近期规划与中远期

发展布局相结合，强化村庄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四规对接”。

3、创新体制机制

创 新 生 态 考 评 制 度 ， 由 党 政 一 把 手 签 订 责 任 书 ，

山区乡镇取消工业考核指标，其他乡镇增加生态指标权

重。创新生态补偿制度。创新生态监督制度，制定网格

化环境监管实施方案，网格责任人员和要求以文件形式

予 以 明 确 。 创 新 多 元 化 投 入 机 制 ， 建 立 健 全 全 社 会 共

建、全民行动等机制，建立完善政府及企业环保信息公

开公告制度和有奖举报等激励机制。创新生态社会治理

机制，探索建立县智慧治理信息中心，全面构筑“干部

联 系 群 众 、 群 防 群 治 、 基 层 协 商 、 民 主 管 理 和 服 务 群

众”五大体系。

4、积极落实行动

实 施 最 严 格 的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政 策 和 措 施 ， 全 面 落

实“不准砍一棵树、不准填一座湖、不准卖一块石、不

准挖一粒沙、不准出让一座石塘”等“五不”理念。坚

持生态理念、壮大生态产业。全面启动旅游经济振兴计

划，全方位构建“美丽”产品体系。按照“旅游+”的思

路推进平台融合建设。培育生态文化，提升全社会生态环

保意识。建立“幸福桐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力求通过

幸福指标评价，推动“幸福桐庐”建设任务的实施。

5、实施重大工程

实 施 “ 三 个 率 先 ” 全 覆 盖 工 程 。 率 先 完 成 农 村 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全覆盖，率先推行农村垃圾分类

收集和资源综合化利用全覆盖工程，率先实现域内河流

“随时可游、随时能游”目标。实施“三治理联动”全

域 工 程 。 持 续 深 化 “ 五 水 共 治 ” ， 统 筹 推 进 “ 五 气 共

治”，扎实开展土地污染治理试点。实施美丽城乡建设

工程。实施乡镇新建自来水厂取水口下游一公里工程。

“美丽桐庐”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其 一 ，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要 求 。 桐 庐 县 紧 紧 围 绕

“美丽桐庐”这一主题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努力实

现天蓝、水清、山绿、地净，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通过“美丽环境”催生出“美丽经济”，走出

了一条绿色崛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其二，模范落实省

市 部 署 。 桐 庐 县 结 合 自 身 自 然 环 境 优 美 、 历 史 文 化 灿

烂、城市风貌独特的特点，既有责任也有能力把“美丽

桐庐”建设成为“美丽杭州”的样本和示范。其三，坚

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坚持把党政

同责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桐庐县围绕美丽桐

庐建设，坚持一把手抓。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

（二）树立全新的发展理念

其 一 ， 树 立 “ 功 成 不 必 在 我 、 做 功 责 无 旁 贷 ” 的

理念。这一理念科学阐释了“功”与“担当”的辩证内

涵 。 绘 制 将 桐 庐 县 “ 绿 水 青 山 ” 生 动 转 化 为 “ 金 山 银

山”的美好蓝图，最需要担当意识和实干作风。其二，

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发展理念。以生态

文明为引领，以创新驱动为支撑，通过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建立起与美丽生态、美丽城乡相适应的现代

产业体系。“美丽经济”充分考虑桐庐县自然禀赋和空

间承载，依靠创新驱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同时，促进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的“融合”发展，探寻

绿 水 青 山 向 金 山 银 山 转 化 的 通 道 。 其 三 ， “ 全 域 景 区

化”的美丽乡村建设新理念。桐庐县在浙江省率先探索全

域景区化的美丽乡村建设新理念，以景区的理念规划整个

桐庐县域，以景点的要求建设每个镇村，走出了一条科学

化、个性化、品质化的美丽乡村建设路子。

（三）顺应人民群众的心愿和呼声

一 方 面 ， 响 应 人 民 群 众 “ 盼 生 态 、 要 生 态 ” 的 呼

声。人民群众对生态质量、环境质量、生存健康的要求

越来越高，希望更多地提供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

优美的环境、安全的食品。加快“美丽桐庐”建设，着

力建设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共生的“美丽桐庐”，让

人民生活得更好，已成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产生活向

往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的

心愿。桐庐县多山且部分地区经济欠发达，过去山区百姓

觉得守着青山就是守着穷，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农民致富的愿望非常迫切。良好的生态是桐庐县最大的战

略资源和优势，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