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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林地面积69273.33 公顷
（103.91 万 亩），森 林 覆 盖 率 达
49.60%；拥有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
水库——总库容4.18亿立方米锦江
水库；拥有总面积达6666.67公顷
（10万亩）的七星坑原始森林以及
粤港澳大湾区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
林——约333.33公顷（5000亩）的
镇海湾红树林；地质矿产资源丰富，
有金、钨、铜、铁、石灰石、陶瓷泥等
矿产资源……优质丰富的自然生态
资源，一直是恩平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也是这座城市最迷
人的底色。

虽然坐拥众多的“绿色宝藏”，
但这些生态资源却存在着“碎片化”

“单一化”的特征，难度量、难抵押、
难交易、难变现，大大影响了当地生
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如何打通“绿水青山”和“金
山银山”之间的转化路径，推进生
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将恩平
这些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变
现”，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
进人民增收致富的强大动力？成
为摆在恩平市委、市政府面前的
一道“必答题”。

2022 年 1月 29日，恩平生态
产品交易中心正式挂牌营业，成为
广东省第一个生态产品交易中心。
恩平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迈出
破题生态资源“变现”难题的第一
步。

与此同时，恩平对全市生态资
源资产进行摸底调查。这些“家
底”，不仅包含山、水、林、田、湖、
草等自然资源，还包括适合集中
经营的农村宅基地、集体经营性
用地、农房、古村、老街等各类生
态资源。恩平在清查资源、资产
数据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生态资
源库。

此外，恩平结合本地区生态
资源特点，坚持先行先试、边试边
完善，探索合资、租赁、委托、购
买、特许经营权等多种转化方式。

通过边摸索边实践，恩平市
逐步建立起了“一库一贷一中心N
转化”的创新机制，即建立生态资
源库、依靠绿色金融、建立生态产
品交易中心、拓宽N种转化模式，
将分散、零碎的生态资源进行规
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整合，为山
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赋
值”。

2022年9月，恩平生态产品交易中心
促进“资源—资产—资本”转化案例入选
《广东省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典型案例》（第一批），成为全省六大典型
案例之一。2023年8月15日，广东省首个
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上，恩平市成为全省
第一批12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之一。

这些肯定给摸着石头过河的恩平带
来了莫大的支持和信心。以全力推进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为契机，恩
平加快改革步伐，不断完善“一库一贷一
中心N转化”机制，推动实现更多实物量。

截至目前，恩平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已
存入整合集体经营性用地867公顷、撂荒

地867公顷、水田279公顷、林地10267公
顷；摸清全市设施农用地30326公顷（可
转化8480公顷）、水库200多个、可整合开
发的水电站14个。这些碎片化的生态资
源存入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后，转化为可计
价、可交易、可融资的生态产品，交由市场
开发运营，最终实现生态“变现”。

恩平还持续推进绿色金融服务，为绿
色产业发展壮大注入强劲的“金融活
水”。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恩平市绿色
贷款余额16.38亿元，增长92.91%。

恩平实现江门地区首笔“投贷联动”项
目落地，落实首笔农发基础设施基金及其
他投资共4.7亿元，撬动镇海湾区供水工程
顺利动工，让10余万名群众喝上“放心水”。

6月5日上午，2024年六五

环境日广东省主场活动举行。

活动现场发布首届广东省十大

生态环境创新案例，由恩平市人

民政府自荐的《建立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新机制》案例上榜，向全

省分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恩平经

验”。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关键路径，对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恩平市践行“两山”

理念，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

径，以“一库一贷一中心N转化”

机制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摸索出

一条以生态振兴助力“百千万工

程”和农民致富的绿色发展之

路，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生态资源变资产、资本的转化

模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江门日报记者 胡伟杰
恩平市资产办供图（署名除外）

恩平市人民政府自荐的《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机制》成为首届广东省
十大生态环境创新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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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服务窗口。

恩平将那吉镇石头村列入生态资源库，重新整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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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广东首个
生态产品交易中心

A

B 创试点
不断完善转化机制

C 探路径
不断拓宽转化模式

“变现”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的根本落脚点。经过两年
多的探索与实践，恩平市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方面取得了不少实效，积累
了宝贵经验。

成立共富公司
农业强起来 农民富起来
恩平市资产办与该市11个镇（街）分

别成立共富公司，各镇（街）共富公司结合
生态资源特点，坚持先行先试、边试边完
善，探索出合资、“两预两委托”等多种转化
方式，在垦造水田、撂荒地复耕复种、整治
低效农用地等方面取得实效。据统计，
2023年以来，各镇（街）通过共富公司共产
生经济效益约1492.5万元，收入明显增加。

盘活整合资源资产。大田镇依托恩
平淼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盘活
闲置农用地，预计可为当地15个村集体创
造收入约354万元。位于君堂镇的恩平市
君江农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整合垦
造水田、撂荒地，种植优质水稻和“金山
芋”，实现农业增效增收。

探索实行“两预两委托”模式。沙湖
镇着眼于乡村产业振兴，通过“两预两委
托”模式有效整治低效农用地，用于水稻
种植和茶枝柑种植。截至2023年12月，
沙湖镇布局茶枝柑特色产业达266.67公
顷（4000亩），预计总产值约7500万元，特
色产业发展呈现一片蓬勃的良好态势。

实施合资模式。良西镇福稻农垦有
限公司通过合资模式，对新垦造出来的水
田和撂荒地进行整合和集约化耕种，变荒
地为良田，既保障粮食安全，也增加了经
济收益。目前，良西镇福稻农垦有限公司
水稻种植面积达166.67公顷，全年收益
200多万元。同时，创造了多个灵活就业
岗位，吸纳当地村民参与水稻种植、田间
管护、水稻收割等生产环节，降低生产成
本，增加村民收入。

延伸开发触角
金融活水促“绿”生金

从绿水青山中“生长”出来的恩平生
态产品交易中心，不仅在乡村产业发展中
大展拳脚，也开始把触角延伸至城市建
设、全域旅游发展等更多领域。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恩平市资产办
下属国资企业——恩平市公有农垦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学习先进的制茶经验，
开发七星坑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闲置野生

茶园，打造恩平本地无污染、原生态的野
生茶叶品牌，同步推动“恩平优品”发展。
目前，企业已与七星坑自然保护区签订开
发协议，计划近期投产。

积极布局森林碳汇项目。恩平市政
府授权恩平市资产办下属国资公司统筹
开发恩平市森林碳汇项目，推动恩平市林
业碳汇进入市场交易，为林业碳汇的开发
和利用提供市场化途径，加快推动恩平市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目前，已制定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在修订实施方案。

探索开展红树林碳汇项目。为积极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
径，恩平市资产办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达成合作意向，通过异地开发蓝碳，
加强对恩平红树林等生态系统的保护，进
一步提升生态系统固碳能力，促进蓝碳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快实现“深圳团队+
恩平基地”，进一步打开全国碳汇市场，加
快推动红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前，
双方已成立项目开发工作专班，前期工作
正在开展中。

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2023年，恩平市公有农垦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盘活恩平城区8处闲置
边角地块，建成8座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共配置充电桩26台、充电停车位52个。
目前，该企业正积极开展新能源二期项
目，在恩平城区及5个乡镇筹划建设新能
源汽车充电站8座，共配置充电桩16台
共32支充电枪，建成小型客车标准停车
位32个。

科学盘活公共屋顶资源。光伏发电
是深度利用屋顶资源的一项重要途径。
恩平市积极盘活公共屋顶资源，投资约4
亿元开发恩平市政府控制的屋顶资源布
设屋面光伏项目。目前，项目已向社会公
开招标。

有效转化闲置水资源。恩平市资产
办下属全资国企——恩平市公用事业投
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收购改造锦江水库
附近的大田镇水厂，为大田镇居民提供生
活用水的同时，也为水资源特色产业园等
项目每年提供优质生产用水逾7万立方
米，把闲置的水资源变成生态资产，转化
为持续的经济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