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的张巷大地，到处洋溢
着一派喜人的景象。行走在张巷各
地，但见农家庭院错落有致，房前屋后
花草凝香，村头河水清澈见底，清新如
画、绿意盎然的田园风光勾勒出一幅
充满生机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近年来，丰城市张巷镇以党建为
引领，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等，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城乡更亮了，产业更兴旺了，乡村
更宜居了，人们更有幸福感了。这就
是今日之张巷。

生态张巷 乡村产业更兴旺

张巷镇位于丰城市东南部，距离
丰城市区20公里，距离省会南昌市60
公里，现有人口 6.1万，国土面积 94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 7.7 万亩，山林面积
3.9万亩，可养殖水面4800余亩。自古
以来，张巷这方热土钟灵毓秀、人杰地
灵。张巷位于赣抚平原，具有得天独
厚的生态优势。田园村落，星罗棋
布。钟城山下，风光无限。来到三溪
峡水库，只见水库里的水清澈见底，坝
址旁边的石缝中一股清泉，吸引着很
多前来打水的村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张巷人
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同时，始终坚持将
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有效途径。完成厕改 4335座，惠及
8000 余农户，为 615 户群众申请了奖
补资金。关闭拆除了禁养区内多家畜
禽养殖企业，加大了对污染环境行为
的惩处力度，全面遏制了秸秆梵烧，让
张巷的天更蓝、水更清。

张巷良好的生态，催生出很多特

色产业，同时也带富一方百姓。张巷
农作物种植、水产养殖、特色家禽养殖
业发达，是丰城市唯一一个粮食高产
创建整体推进乡镇。特别是特色狗
肉，堪称江南一绝，素有“狗肉不过张
巷不香”之说。张巷镇农业结构布局
合理，产业特色鲜明。拥有桥头林下
养鸡、草溪杨家水禽养殖、太山林场珍
稀苗木基地等特色产业基地。建立了
王家蔬菜、邵坊乡情果园、金泉生态果
蔬、塅上竹荪、邹坊葛根、白马橘柚等
产业基地。

生态张巷，藏富于民。

活力张巷 经济更有新动能

2020年，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张巷
镇全镇上下砥砺奋进，经济持续稳健
快速发展。去年全镇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4.26 亿元，财政税收完成 3770 万
元。招商引资成果显著，税源结构更
加合理，可用财力增长迅速。成功签
约江西海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项目
拟投资 1.2 亿元，建成后可增加税收
400余万元；签约江西盛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项目拟投资1.02亿元，预计
年纳税 1000 万元。通过优化招商环
境,转变招商观念，打造“亲商、爱商、
富商、迎商”的招商新形象，实现了财
政收入的平稳增长。

近年来，张巷镇打造了 9 大扶贫
产业基地，其中丰城市张巷金泉生态

果蔬基地种植了高产优级稻 500 亩，
为 32 户脱贫户户均增收 530 元；白马
村橘柚种植产业基地对橘柚生产技术
进行改良后获得丰收，为 3 户脱贫户
户均增收 700 元以上；邵坊村火龙果
种植基地长势喜人，为 5 户脱贫户户
均增收 5000元以上；邹坊村葛根种植
基地种植优质葛根苗两个品种共 60
亩，为 5 户脱贫户户均增收 500 元以
上；塅上村食用菌种植产业基地为 3
户脱贫户户均增收1500元。这9大产
业基地的发展和壮大，实实在在为脱
贫户实现家门口就业提供保障。

张巷镇还有 8个产业经营主体通
过产业扶贫信贷通贷款 650 万元，自
筹资金 1500 万元，进行扶贫产业发
展，为152户脱贫户创造了200多个就
业岗位，脱贫户人均增收为 2021 元。
走进张巷，到处充满生机和活力，张巷
人正在奋发图强，你追我赶。

活力张巷，藏龙卧虎。

宜居张巷 百姓更具幸福感

2020 年，张巷镇高标准完成了 36
个秀美乡村建设。拆除老危旧房1428
宗，整合闲置面积 10 万余平方米；完
成路改 24 公里，沟改 22 公里；稳步推
进环镇公路、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等
民心工程的建设，群众的满意感、幸福
感不断提升。张巷镇在去年同时开展
精小美集镇建设，对集镇弱电下埋、雨

污分流、污水处理厂等项目进行了规
划，投资 1340万元新建了污水处理厂
及集镇污水管网。投资 400余万元建
设了廉政文化广场、休闲健身广场。
投资 600万元建设了自来水管网延伸
工程，并开工建设三溪峡自来水厂。

2020年，张巷镇完成6.1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投资 4000万元建设万亩
联圩，为防汛度汛提供了基础保障。
农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有效提升
了土地流转率，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
的调整，农民土地租赁价格增至每亩
400元。张巷是农业大镇，担负起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任，今年张巷全镇早稻
种植面积达 5.5 万亩。生于斯，长于
斯，进入新时代的张巷，宜居宜业。

宜居张巷，藏粮于地。

文化张巷 乡村治理更有序

张巷历史底蕴深厚，人文景观丰
富。张巷人敦厚淳朴，勤劳智慧，在长
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主要体现在赣派建筑文化、碑刻文化
和饮食文化上。白马寨明清古建筑
群，错落有致地分布着 80余幢古民居
建筑和 100 处匾额；整个古建筑群规
模较大，布局合理，保存比较完整和集
中，具有典型的江西民居风格。

张巷狗肉自古有名，远近闻名，在
饮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到张巷
不吃狗肉白到张巷”之说，其炒、煮、

蒸、焖等烹调技艺独特，红烧狗肉、白
切狗肉以其色泽光润，肉嫩清香不腻
口而闻名。

张巷兴学重教历史悠久，早在明清
时期，张巷各地私塾兴起，百户上下的
村都设有私人学馆。张巷自古名人辈
出。熊佛西，就是张巷当代名人典型代
表，他是我国近代著名戏剧教育家、剧
作家，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之一。

目前，张巷镇正紧紧围绕“赣鄱第
一寨”这一定位，全力打造以熊佛西故
居为文化支撑点，白马寨明清古建筑
群为旅游开发点，张巷集镇为经济中
心点的旅游经济产业长廊。建设集自
然风景、人文风情、商业贸易为一体的
新型乡镇，把张巷打造成一个商贸重
镇、文化名镇、生态美镇、文明新镇。

如今的张巷，城乡一体协调发展，
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张巷乡村面貌发生
的巨大变化，也让张巷人有了满满的
获得感、稳稳的幸福感。

（彭烈孟 鄢艳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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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规划引领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初
步形成

建立并监督实施集主体功能区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为一
体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部署。全省自然资源系统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紧紧
围绕省委“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
同”区域发展格局，科学统筹保护与开发，
立足资源环境承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
势，积极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不断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划定生态本底。联合有关部门扎实推
进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工作，实事求是
梳理分析全省矛盾冲突问题，科学制定调
整规则，基本消除了建设用地、永久基本农
田、人工商品林、矿业权等既有矛盾冲突，
对自然保护地等重要生态空间应划尽划，
有效地维护全省“一湖五河三屏”的生态安
全格局。

划优开发格局。省委、省政府先后出
台《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的实施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实施意见》《关于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初步构建
包括省、市、县、乡四级，总体规划、详细规
划、专项规划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形成了初步成果，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全面推进。

划好村庄布局。制定全省“多规合一”
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指南和技术指
南。组织各地对全省 1.7 万个行政村、约
15.8万个自然村（组）按集聚提升类、城郊融
合类、特色保护类、拆迁撤并类等四种类型
进行摸底调查。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全省

“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专项行动，有
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助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

突出生态优先

自然资源保护水平不
断提升

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
最大品牌。保护自然资源是打造美丽中国

“江西样板”的前提和基础。全省自然资源
系统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全面落实“源
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要求，切实把
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工作各环节和
全过程，以实际行动筑牢江西绿色根基。

强化产权保护。在目前全国确定的四
个生态文明试验区中率先出台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我省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南昌市新建区、庐山
市、贵溪市、高安市、南城县等 5 个县（市、
区）顺利完成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
工作。制定出台全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总体工作方案和确权登记暂行办法。组
织开展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清山
世界地质公园、梅岭国家森林公园、药湖国
家湿地公园、仙女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5
个自然保护地，以及修河、潦河干流等水域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强化用途管制。对生态保护红线实行
特殊保护，严格控制生态空间的占用和扰
动，依法对各类开发利用活动实行空间准
入和规划许可。全面停止自然保护区范围
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研究解决自
然保护区内 17 个重叠采矿权退出问题。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规范耕地占
补平衡，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认真开
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不实和违法违规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整改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划定工作，切实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的
监管。

强化执法监察。建成并运行全省自然
资源执法监察智能管理平台，实现对执法
全业务、全区域、全过程的在线监测监管。
严格卫片执法，督办典型案例，加强日常巡
查检查，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集体土
地使用等重点领域重拳出击、严加整治。
全省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连续10年实现
国家层面“零约谈”“零问责”，同时“早发
现、早制止、严查处”的执法监察工作机制
初步形成。

突出绿色发展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深
入推进

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
策。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始终按照绿色崛起
的理念和要求，坚持节约优先，大力节约集
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着力形成节约资源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持续推进以“亩产论英雄”为导向的
“节地增效”行动。省政府印发《关于实施
“节地增效”行动的指导意见》，扎实推进企
业“亩产论英雄”、工业“标准地”、建设用地

“增存挂钩”和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四个
方面工作，《江西省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
准地”工作指引》《江西省建设用地指标》等
十余个标准指引出台，15个工业企业和生
产性服务业企业亩产效益评价试点、12个
工业“标准地”试点全面完成。截至2020年
底，全省按工业“标准地”供应土地601宗、
3.88万亩，2017年批而未用土地消化利用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累计消化批而未用土地
105.74万亩，全面完成“增存挂钩”机制下国

家下达的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
持续推进“净矿”出让和绿色矿山建

设。全面实行矿业权公开出让，严格控制
协议出让，开展建筑用砂石土矿采矿权“净
矿”出让，探索推进其他矿种矿业权的“净
矿”出让工作。自然资源部对瑞昌“净矿”
出让工作专门批示给予肯定。大力推进绿
色矿山建设，组织制定9项绿色矿山建设省
级地方标准，2家矿山被授予“全国绿色高
质量发展二十佳矿山”称号。

持续推进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
使用。制定我省公共服务用地和农垦国有
农用地基准地价编制指南，将公共服务用
地、国有农用地纳入分类定级和估价范围，
进一步扩大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信
丰县、抚州市东乡区2个试点县区农垦国有
农用地基准地价编制工作全部完成，并积
极探索以国有农用地经营权入股的形式与
央企合作共同开发。发布江西省矿业权出
让收益市场基准率和两批矿业权出让收益
市场基准价，建立竞争出让更加全面、有偿
使用更加完善、事权划分更加合理、监管服
务更加到位的矿业权出让制度。

突出生态改善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有
效落实

修复国土空间生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途径和任务。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问题
导向，科学统筹规划，大胆探索推进，深入
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一批批废弃的矿
山、荒芜的边坡重新披上了“绿衣”。

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复绿”。实施赣
州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
程，完成废弃矿山治理 34.1 平方公里、崩
岗治理 4675 座、低质低效林改造 347.9 万

亩、土地整治与土壤改良 7.79 万亩，赣州
市生态环境质量得到稳步提升，进一步筑

牢了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生态屏障。探索

形成了废弃稀土矿山治理“三同治”模式、

崩岗水土流失治理“赣南模式”、小流域治

理“生态清洁型”模式、“多层次”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山水林

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经验，国家发改委、自

然资源部均将其作为典型经验和案例在
全国推广。

废弃露天矿山修复“补绿”。部署开展
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对长
江干线（江西段）、赣江两岸10公里范围废
弃露天矿山开展生态修复，累计修复面积
2.47万亩，超额完成了修复任务。在省级层
面率先出台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
生态修复实施办法，充分发挥政策的撬动
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矿山生态修

复，全省共有11个县（市、区）签订市场化投

资协议，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约20亿元用于

矿山生态修复。截至2020年底，全省完成

修复治理废弃露天矿山3222座、面积14.02

万亩。

土地综合整治“添绿”。大力实施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涉

及3个设区市34个县（市、区），累计完成建

设规模50.06万亩，超额完成0.42万亩。启
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列入全国试点
名单的20个乡镇稳步开展农用地整理、建
设用地整理、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

站在新的起点上，全省自然资源系
统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
论述，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作示
范的担当、勇争先的气魄，全力以赴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全省自然资源保
护和开发利用水平，共同守护好赣鄱大地
的绿水青山。

加强自然资源管理 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

生态兴则文明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自然资源是生态之源，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我省获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以来，全省自然资源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全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