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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县裴梅镇梨树坞村农民吴河水通过发展林下养山羊，每年获利超30万元。图为10月15日，游客偶遇吴河水家的山羊群。

10月 9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全国 87个第四批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我省安福县名列其中。

安福县构建了完备的县、乡、村三级“流域+区域”河
湖长制组织体系，明确县、乡、村三级河湖长责任制，同时
选聘了38名乡贤担任民间河长，全县82条河流、102座水
库，全部实现了河湖长全覆盖。同时该县扎实开展泸水
流域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和“清河行动”，全县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河道水域旧貌换新颜。目前，安福县地表水考
核断面水质达标率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
为 100%，大中型水库水质全年稳定达到或优于Ⅲ类水
标准。

河长制为安福县找到了打开水环境治理的“金钥
匙”，同时也激活了“水”资源。近几年，该县围绕全域旅
游发展战略，累计投入5000多万元，在保持河流的自然形
态和生态特性基础上，通过改良河床、修复河岸、建设休
闲步道及生态亲水工程，把水生态文明村建设与群众脱
贫致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建设沿河公园、风景区，配套
娱乐休闲等服务设施，打造人水亲近、宜居宜旅的水生态
环境。2019年，全县游客量达600万人次。今年虽然受到
疫情影响，但 1月至 10月 15日，该县旅游人次已突破 500
万人次。

“我现在管理着约1万亩山林，一个月至少巡山15天，每次巡山6至
8小时。巡山路线用这个‘林长通’，一清二楚。”10月15日，记者与万年
县裴梅镇富林村护林员邱寿根一同巡山时，他这样告诉记者。

2019年10月，万年县率先在省内开通林长制网上App“林长通”，为
每一名护林员配备北斗手机、喇叭、护林服装等专业化装备。护林员在
巡查中发现问题后，依靠“林长通”，按“护林员—村级林长—乡级林长
—县林长办—责任部门”处理流程，逐级上报处理，实现了发现问题到
处理问题的“一键通”，搭建起林长制智慧管理平台。自今年 1月以来，
该县林长制管理相关经验，吸引了吉林、湖南、江苏等20多个省、市同行
前来参观学习。

万年县是典型的滨湖地区，全县林地面积只有97.07万亩，森林覆盖
率为 66.23%。为做活林长制文章，形成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
的良好局面，自2018年以来，该县打破山林的行政区划界限和插花山界
限，将全县林地（湿地）分为 207 个区块，组成网格化护林队伍，责任
到人。

为使林下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让当地群众依靠林
业脱贫、依靠森林致富，万年县推动林下养羊、发展雷竹产业，让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助推农村产业兴旺。全县林业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
构逐渐合理。裴梅镇梨树坞村村民吴河水通过发展林下养山羊致富，
每年获利超过30万元。

林长制实现林长治

河长制激活“水”资源

巡山临近中午，裴梅镇富林村护林员邱寿根坐在小溪
边吃午饭。

茂密的树林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秋游。

安福县几乎村村都有古樟，丰富的植被涵养水源，
保护了水生态环境。

护林员使用网上App，
巡山路线一清二楚。

志愿者在湿地公园巡护。利用无人机巡山。

安福县2016年入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10月16日，平都镇江南村河道保洁员正在泸水河清理打捞河道垃圾。

安福县洋门乡嘉溪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典型的水生态文明古村。

枫田镇车田村门边江溪水清澈见底。10月18日，村民们在溪水边洗衣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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