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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保护模式内涵深刻

  漓江保护模式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系统治理为重
点，以科技支撑为抓手保护漓江的一种模式，代表了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模式具有桂林最严的法制、最严
的制度、最新的科技治理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人民
性、科学性、实效性保护的“三最三全三性”特征。漓江保护
模式形成的过程是践行“两山”理念的过程，是强化法律法
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建设和坚持科技创新、科学治理的过
程，更是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的本质要求。

漓江保护模式实践创新

  漓江是世界旅游黄金水道，以漓江为代表的桂林山水是
“中国名片”。漓江保护涉及面广，投入大，各方利益诉求复
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难点多，保护和发展的统筹难度大。桂
林市委、市政府把握新时代发展契机，变压力为动力，破难题
开新局，不断领悟、践行新发展理念，笃行不怠，积极探索漓
江保护模式。
  理念引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漓江的生态建设和科学保护，兹事体大。”桂林市委、
市政府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精髓，正确理解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的辩证关系，深切感到保护好了漓江就是保护了中国名片、
就是保护了桂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因此，始终把保
护漓江作为头号工程来抓，加强顶层设计，坚持高位推动，促
进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不断把自然力转化为经济力。
  系统治理———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深入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
污染治理”。桂林市委、市政府作出了漓江山水林田湖草“整
体统筹、系统推进、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系统修复和治理
部署，推进漓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法律法规建设，认真
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先
后颁布了《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地方法规，构
建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监督执纪协同
问责及违法行为奖励举报等较为系统完整的漓江保护制度体
系。建立新的领导体制，成立漓江管理委员会，市委书记、市
长分别担任漓江管委会书记、主任，设置专职副书记、常务副
主任、副主任，关联区县常务副县长（副区长）兼职漓江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相关县区成立漓管办，乡镇成立漓管所，行政
村设立漓江巡护员，做到上下同心、齐抓共管。建立新的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由漓管委对漓江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
统筹利益分配，构建“市、县（区）、乡镇、村居委”四级网
格化管理和综合执法体系，结束九龙治水单打独斗局面。建立
漓江生态规划、保护、修复、治理、激励、惩处等长效机制，
打好治山、治水、治乱、治本组合拳，全力推进漓江洲岛、岸
线、湿地、山体、边坡生态修复等项目建设，实施“防洪、净
水、补水、壅水、引水”水安全保障体系工程，实行青狮潭、
思安江、斧子口、小溶江、川江“五库”水库群水量联合调
度，开展漓江沿岸“乱建、乱挖、乱养、乱排、乱经营、环境
卫生差”等乱象治理，难点、堵点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科技支撑——— 修复科学化监测智能化。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
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桂林市委、市政府坚持
用最新的科技来治理漓江，不断提升漓江保护的质量和水平。
充分应用先锋物种技术，以“近自然”的手法种植本土植物，
从景观自然、工艺自然和材料自然三个方面对漓江河道、河岸
及两岸山体进行生态修复；充分应用遥感技术，建立空天地一
体化的卫星遥感监测系统， 24 小时对漓江流域保护开发情
况、环境情况、水体状况、房屋高度等变化进行监测；充分应
用高科技手段，开展无人机巡航，在漓江沿岸布设摄像头，对
漓江进行 365 天巡查。同时加快推进数字化管理手段，实现
常态化日常监管。

漓江保护模式成效显著

  桂林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提升效应”，把“绿水青
山”的“颜值”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漓江保
护逐步彰显“四个向好”，用实际行动和成效生动地诠释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漓江的山更绿、水更清，桂林的城更
美、人民更幸福的“生态蓝图”成为眼前实景，成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保护和发展统筹兼顾的样本。桂林森林覆盖率达
71 . 9％ ；漓江流域主要河流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漓江洪
水流量下降枯水流量上升，桂林入选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
市，全国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长期稳居全国前列，
2020 年排名全国第二。
  旅游产业升级向好。漓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综合治理，
极大改善了漓江流域生态景观环境和城乡人居环境，有力促进
了桂林旅游国际化、品牌化、智慧化、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和高
质量发展。“融创文化旅游城”“桂林千古情”“阳朔三千
漓”等一大批高端文化旅游项目落户漓江之畔，休闲度假、文
化演艺、乡村民宿、医养康养、体育健身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以漓江旅游为核心引领带动全市旅游业腾飞。 2012 年至
2019 年，桂林市接待旅游总人数由 3292 万人次提升至 1 . 38
亿人次，旅游总消费由 276 亿元提升至 1874 亿元。
  民生福祉稳中向好。以漓江百里生态旅游示范带为引领，
辐射带动了全市旅游业的发展，为广大老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就
业机会，并带动了农村农家乐、民宿、种养业蓬勃发展，老百
姓的收入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形成了“全景旅游、全业融合、
全时体验、全民共享”的民生发展新局面。 2012 年至 2020
年，桂林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 . 23 万元提升至
3 .81 万元，增长超过 71 .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约
0.73 万元提升至 1 . 73 万元，增长超过 137％。
  品牌效应不断向好。漓江之畔的象鼻山多次入选全国十大
“最美赏月地”，中央电视台 2016 端午特别节目“歌从漓江
来”、 2017 年春晚分会场在漓江上成功举办，打响了“桂林
最美”品牌。漓江流域中的阳朔县获得首批国家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称号、遇龙河度假区荣获广西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旅游趋势与展望国
际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永久落户桂林，为桂林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金字招
牌越擦越亮。
  桂林漓江保护模式的形成与提升，将为打造桂林世界级旅
游城市增添厚重底色、注入强劲驱动力，为江河综合治理及生
态环境保护提供一种创新方案，为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提供一个鲜活实例。

  王清荣（研究员，中共桂林市委政策研究室原调研员，桂林市经济学学
会会长，“新发展理念的桂林实践”课题负责人，《桂林国家可持续发展议
程创新示范区规划（ 2017 一 2030 年）》和《桂林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建设方案》桂林专家组组长）

  《新时代桂林漓江保护模式》和《新时代桂林文化现象》，是我们开展
“新发展理念的桂林实践”课题研究的两个阶段性成果。甲天下的桂林山水
是老天爷赐给桂林人民的自然遗产，漓江山水文化及其演进的桂林历史文化
是老祖宗留给桂林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桂林市经济学学会成立于 1985
年，长期以来，我们学会对漓江及桂林旅游发展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
究，也出了《关于构建科学保护漓江长效机制的研究报告》《乡村旅游与桂
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桂林样本——— 基于国际旅
游胜地建设的视角》等一大批研究成果。而真正促使我们萌生要做“新时代
桂林漓江保护模式”课题研究的动因，是去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桂林视察
所作的指示。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时强调：“桂林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努力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习
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使我们心情激动、倍受鼓舞；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
来，桂林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尤其是新一届市
委、市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漓江的生态建设和科学保护，滋事体大”的
嘱托，带领全市人民自觉担负起科学保护漓江的历史重任，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担任漓江管理委员会的书记、主任，保护漓江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使我们更加坚定了科学保护漓江的信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认
真梳理和总结出《新时代桂林漓江保护模式》，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的生动诠释，也是对历届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漓江保护工作的客观评价。

  漓江保护模式是在保护漓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它也必须在未来的实
践中不断发展不断提升。一方面，桂林市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三个“国家可
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之一，而科学保护漓江，尤其是景观资源的保育
是桂林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主题和核心；另一方面，保护和保
持漓江生态的原真性，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在
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的过程中，更需要在保护漓江生态的原真性上下功
夫，更需要加快补齐漓江流域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和加快提高数字化
管理水平，唯有这样，才能为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增添更加厚重的底色
和注入更加强劲的驱动力，漓江保护模式才能真正成为江河综合治理及生态
环境保护的一种新方案，进而为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一个鲜
活的桂林漓江实例。

时刻牢记领袖嘱托

担好漓江保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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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漓江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就漓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

指示批示，强调指出：“漓江不仅是广西人民的漓江，也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漓江，还是全人类共同拥

有的自然遗产，我们一定要呵护漓江，科学保护好漓江。”保护漓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桂林市委、市政

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对漓江进行了持续的保护、修

复与治理，形成了“理念引领 系统治理 科技支撑”的漓江保护模式。

  图①：漓江市区段两岸绿意葱葱，生态良好。

  图②：在漓江上成群结队飞翔的白鹭。

  图③：漓江兴坪江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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