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核算报告，保护区 3.11 亿元生态

系统生产总值中，以农林畜牧渔为主的

供给产品价值量为 0.1 亿元，包括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在内的调节服

务价值量为 2.83 亿元，生态旅游与休闲

等文化服务价值量为 0.18 亿元，占比分

别为3.25%、90.83%和5.92%。

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属性，决定

了各类生态产品具有不同的价值实现路

径。

核算报告显示，保护区拥有良好的

生态底子，但目前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主要依赖于供给产品入市销售和文化旅

游开发等方式，但两者占比不足总生态

价值的10%。

资源禀赋，是发展底气；当下的不

足，意味着还有提升空间。

“春节前完成了村里公共停车场的

改建，可以停 200 多辆车，比之前翻了一

倍，大大方便游客自驾出行。”参加今年

浙江省两会后，省人大代表、雅阳镇和平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季永机就一

直盯着村里公共停车场的改造进度。从

早年村集体经济账户空空到2023年突破

200 万元，他对村里今年的发展信心满

满，“5月还要新建一个游客服务中心。”

“GEP 核算突出氡泉生态资源的价

值，更关键的是后半篇的发展文章怎么

做。”在雅阳镇党委书记上官龙辉看来，

除了品牌赋能农业发展，还要不断提升

附加值，并创新旅游产品、提供更丰富的

文旅体验才能不断提高生态产品价值的

实现程度。

在意肌肤护理的人对“薇姿”这一品

牌或许并不陌生。其产品的最大特点，

就是将法国薇姿温泉小镇富含多种矿物

质和微量元素的温泉水，融入护肤品当

中。

“这也是方向，氡温泉不能只停留在

泡澡这一 1.0 的版本，需要迭代升级。”上

官龙辉想到“跨界”，希望借助温州医科

大学康复医学院的科研支撑，让“泡汤”

有更新的打开方式——在温泉中进行运

动康复。

“运动康复和温泉康养结合，可以达

到更好的康复效果。”近年来，温州医科

大学康复医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雪

强一直关注温泉康养对运动康复和慢性

病预防的效果。“需要对不同类型温泉水

的成分进行科学分析，对特定健康问题

的疗效开展长期跟踪研究。”

同时，地热开发利用领域也是氡泉

产业未来的拓展方向之一。上官龙辉表

示，将发挥“氡温泉+医康养”的核心引擎

作用，让单一观光模式转变为集医疗康

复、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科普展览等于

一体的复合型大健康旅游模式，充分发

挥“温泉医康养+”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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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还能怎么“泡”
来看看浙江首份保护区GEP核算报告

◎ 赵琛璋 赖淼莲◎ 赵琛璋 赖淼莲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是相辅相成的

良性循环。”邓劲松认为，推动生态产品

进行价值转化，为老百姓谋得经济红利，

能激励社会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

据介绍，泰顺县承天氡泉省级自然

保护区所涉11个属地乡镇村居现有户籍

人口逾 1.4 万，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或外出

务工。保护区内村居间存在发展不均衡

的现实，部分村居对招引具有带动力的

项目需求迫切。

除了给予保护区所涉村居生态补偿

外，当地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持

续探索发挥生态资源优势，通过项目建

设、产业引导等，让更多居民实现家门口

增收致富，提升保护自然的积极性。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发源地和率先实践地，浙江在全国率

先开展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探索。

其中，重要的举措就是开展GEP核算。

“GEP 核算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通

过常年跟踪记录，从数据波动中捕捉生

态环境变化，高质量保护和高水平开发

才更能有的放矢。”浙江省林业局自然保

护地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浙江省

首份保护区GEP核算报告出炉，扩充了特

定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探索样本。

“因为核算区域的特殊性，现有的核

算标准并没有专门针对温泉的核算指

标，所以目前是纳入气候调节、水环境净

化等调节服务产品和生态旅游等文化服

务产品进行核算。”李晶告诉潮新闻记

者，以往的部门统计公报或监测数据，都

是以行政单元为单位统计，较少以特定

单元进行归集，所以在基础数据上相对

没有那么详尽。核算过程中，团队需要

根据保护区这一特定地域的生态资源特

点，调整、完善符合实际的指标和对应的

核算方法。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在保护区开展

GEP 核算为全省探索构建特定地域单元

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和项目级核算工

作的常态化开了好头。”核算报告评审专

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

员杨武表示。

当前，浙江正在国家公园生态保护、

“名山带富”和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镇

（村）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期待保护区

GEP 核算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探

索，能为浙江深化自然保护地与周边镇村

融合发展提供‘泰顺经验’。”邓劲松表示。

出台省级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

标准；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的实施意见》，为“两山”转化提

供制度保障；《关于两山合作社建设运营

的指导意见》实施，推动完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近年来，浙江以创新改

革争做生态制度先行示范，在加速生态

价值转化、环境要素市场化交易等方面，

已形成许多全国首创的制度成果。2022
年出台的《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专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一章，在全国

首次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打通“两山”转

化通道作出规定，通过立法固化、推广宝

贵经验。

春节假期落下帷幕。除了北上洗浴，温泉游资源丰富的浙江也成为不少游客春节出游的首选目的地，拥有省内唯一一口自涌式天然氡温

泉的泰顺，自然也不例外。

因守护氡温泉而设立的泰顺县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去年盘了盘家底：通过与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并编制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与实现方案。该项目成果前不久通过专家评审，这也是浙江27个自然保护区中的首份GEP核算报告。

泰顺县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

拥有“全省AAAAA天然温泉”“国家级浴

用医疗矿泉水”等金字招牌的泰顺承天

氡泉，是保护区重点保护对象。清朝《泰

顺分疆录》中描述:“汤泉，在雅阳水口溪

旁，俗谓之火热溪，泉从洞边小石池中涌

起，四时沸如汤，冬日尤烈。”但“惜在幽

僻，鲜有知者”，直到1973年，浙江省水文

地质大队对“汤泉”展开水文地质调查

时，检测出泉水中含有氡的成分，遂命名

为“氡泉”。

好泉出自好山好水。泰顺县承天氡

泉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家底究竟如

何，一直缺少可量化的指标和数据。

2023 年 8 月，保护区依托浙江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和浙江生态文明研究院

的技术团队，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核算。通过持续半年的系统研究

和实地调查，有了初步估值：3.11亿元。

“就是以经济的视角来算生态账。”

作为此次核算的技术团队负责人，浙江

省生态产品核算智库专家、中国环境科

学学会生态环境核算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邓劲

松进一步解释，“形象地说，就是通过科

学核算的数字，告诉人们绿水青山到底

值多少钱。”

邓劲松介绍，此次编制了供给产品、

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清单，结合农业产

品、林业产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

碳、水环境净化、生态文旅等13项指标和

各部门相关数据，开展功能量评估和价

值量核算，最终得出保护区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3.11 亿元并不是一个固化的数

字，而是赋予保护区一个年度价值标

签。”

这笔 3.11 亿元的生态家底，在“护泉

人”看来，是一张肯定的成绩单，说明干

得还不赖。

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障氡温泉

的好品质。身为泰顺县承天氡泉省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自然保护科科长，唐裕

每周都要巡山——巡查森林火灾、山坡

塌方等安全隐患，清点更新应急物资，劝

阻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等。这条护泉路，

他一走就是24年。

虽然冬天泡温泉的人多，但并不是

“护泉人”最忙碌的时候。“最怕暴雨、台

风这种恶劣天气。”43岁的雷大富已专职

守护氡泉 20 多年。除了日常巡护外，每

年汛期，泉眼池附近易淤积石头泥沙，他

和同伴需要及时对泉眼池进行清理修

复。即使抽走大部分温泉水，泉眼池内

仍是超60℃的高温，俨然是桑拿房，干不

了多久就得出来喘口气，天再冷，汗水也

止不住地冒。

把保护区当家的雷大富早已习惯这

样的生活。“只要氡泉完好，所有的付出

都不算什么。”在附近福梅村长大的他，

对氡泉有着别样的感情，儿时在会甲溪

畔嬉戏，是他无法忘怀的记忆。

设立至今，泰顺县承天氡泉省级自

然保护区已建立起定期巡查机制、定点

巡护机制和全员巡防机制，保护区范围

涉及的11个属地乡镇村居也都有自发组

成的巡护队伍。社区共管、生态共保的

意识深入民心。

用经济视角算清生态“家底” 除了“泡汤”要解锁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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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90 后返乡青年何微微在塔

头底温泉古村开设的吃茶去小馆，迎来

众多“泡汤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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