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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史家营乡曹家坊废弃矿山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国家试点的提案

提案人 陈晓燕

问题及分析：

《史家营乡曹家坊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2020 年

被自然资源部列入全国典型案例，为有效破解我区山区、浅山区

产业转型发展瓶颈，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探寻绿色

发展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北京首都重要的功能区，推动

史家营乡曹家坊废弃矿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国家试点，将释

放更有示范引领力的品牌效应和价值体现，促进文旅融合和“一

区一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入推动

史家营曹家坊矿山修复，实现绿色可持续转型发展，是与党中央

绿色发展决策相吻合，曹家坊矿山修复和转型发展以绿色发展之

路，换来富农民、强农业、美农村，多年的实践探索也获得了多

方认可，充分体现了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

义、助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招、确保人民群众获得

更多安全感幸福感的必然之举。

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首都绿色发展，市委书记蔡奇明确指

出：“让生态文明成为北京亮丽底色”，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

曹家坊矿区修复面积 2300 多亩，昔日的废弃矿山已转变为“绿

水青山蓝天、京西花上人间”的百瑞谷景区，形成了旅游、文化、

餐饮、民宿、绿化等产业，带动了“生态+旅游（民宿）”、“生

态+文化”等多种业态共同发展，实现了黑色产业“退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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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产业“接棒”的转型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两山”理念和

生物多样性发展，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房山作为首都重要功能区，迎来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

实现厚积薄发的关键时期。如何发掘好、利用好、推动好曹家坊

矿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更广泛传播、更充分示范、更有效引领，

推动早日成为国家试点。

建议：

建议由区发改委牵头相关工作。

1.强化联动，注重协同。从内部视角来看，建立矿区修复动

态决策工作专班，协同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依据待修复矿区生态

的特性和需求，需要统筹考虑、部门联动、协同推进。建议区级

层面成立专班，将相关各部门纳入，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对有关

乡镇在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财政投入，按照

“国际旅游休闲区”的标准，共同配合开展工作。 从区域外部

视角来看，建议将与房山区地缘相近、山水相连、文化相融的区，

进行结对协作，定期沟通交流，构建优势叠加、共建共享、合作

共赢的区域协作格局，逐步探索建立完善跨区的共建共治共享机

制，实现历史文化、生态景观和旅游资源跨区域统筹，共同描绘

“共守好山好水好生态，共建绿色发展聚宝盆”的美好蓝图。如

房山与丰台结对共建京城西南旅游休闲产业区，与门头沟共建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与京津冀共建绿色生态河流廊道等。

2.政府引领，深挖资源。深化盘活修复后矿山土地利用，推

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模式，积极引入并扶持社会资本发

展旅游、文化、餐饮、民宿等产业，释放第三产业辐射带动周边

的倍增效应，建议在废弃矿山综合利用过程中，坚持政府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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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参与，规自、财政、发改、园林、水务、文旅等各相关部门

共同研究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土地使用权人优先开展生态综合修

复，将废弃矿山转变为绿水青山，为替代产业引入和沟域经济发

展创造基础条件。可通过建立试点进行有益尝试，即：在符合国

土空间规划和环评、洪评、地质灾害防范的前提下，经依法批准

并补交土地出让价款后，土地使用权人可将修复后的建设用地用

于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经营性建设用途。

3.精准投入，锚定价值。加大投入力度，推动生态产品价值

持续提升。继续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

的原则。依法明确生态修复主体责任，解决资金投入不足问题，

科学选择实施客土回填、边坡修复、鱼鳞坑围堰等技术手段进行

植树还绿，充分挖掘废弃矿山及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矿业文化、

红色文化等。此外，建议以点带面，加强对相关矿山修复区域制

定规划进行指导，并适当给予资金扶持，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引导

和撬动作用，进一步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不断提高修复后开发利

用的基础设施水平，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和当地群众就业，实现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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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史家营乡曹家坊废弃矿山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国家试点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发改委

我区山区作为生态涵养区，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

护地，集聚了优质的生态资源，率先试点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有助于推动生态涵养区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已开展工作

我区高度重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工作，积极配

合市级部门推动政策制度改革，聚焦重点难点创新突破，加快推

动“两山”理念的落地机制取得突破。

(一)研究起草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为

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21〕24 号)，我委正积极配合

市级部门对《北京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行修改论证，拟聚焦生态产业化

和产业生态化，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础制度、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市场化实现路径、推进机制等方面提出一揽子措施。探索

GEP 核算结果与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结对协作资金、政府绩效考

评等联动挂钩;探索构建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等前提下，推动生态环境参与产业要素投入

和收益分配，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保障资金需求，推动生态优势向

发展优势转化，并最终强化生态优势。目前已初步起草《实施方

案》，正在进一步修改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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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区域协作发展。2018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推动

建立并不断完善平原区与生态涵养区结对协作机制，根据《关于

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京发

[2018]30 号文）确定的结对关系，我区与丰台区签订了《推动

生态涵养区建设结对协作框架协议》。分年度制定房山区推动生

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任务计划，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

展、公共服务、功能疏解承接、低收入帮扶和干部人才交流等领

域，推动结对区之间资源互补、共建共享。在《房山区推动生态

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2022 年重点任务计划》中，聚焦共

同富裕、绿色发展等全市重大任务，提出在乡村振兴、公共服务

水平提升、绿色产业发展、城乡居民就业增收等方面实施结对协

作，助力生态涵养区补齐共同富裕短板。

(三)加强规划引领，积极推进矿山生态修复。2021 年 4 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印发《北京市矿山生态修复“十四五”规划》，

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对全市剩余未治理的废弃矿山“销账归零”

的目标。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废弃矿山修复治理支持力度，推

动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提升矿区地质安全，通过开展绿化恢复矿

区植被，改善矿区生态环境。2022 年度，我区拟通过自然恢复、

人工修复和综合利用等方式治理矿山面积 152 公顷。

二、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聚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等重点领域创新突破，加大对房山区等生态涵养区矿山生态修复

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加快形成符合

首都特点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

一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统筹用好琉璃河遗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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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寺、工业遗迹等文化资产，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前提下，以史家

营曹家坊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为基

础，剖析总结经验，深入挖掘生态资源价值，探索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路径，积极推动史家营乡曹家坊废弃矿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成为国家试点。

二是配合市级部门研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

修复的有关政策。研究拓展生态保护修复的市场化投资渠道，创

新规划管控、产权激励、资源利用、财税支持和金融扶持等方面

政策措施，鼓励社会资本通过自主投资、与政府合作、公益参与

等模式，参与矿山、农田、自然等领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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