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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江西行动” 全面绿色转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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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之底色；生态，江西最大品牌。

10 月 26 日，一场由省、市、县三级公共机构负责人参

加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视频会在南昌召

开。聚焦全面绿色转型，江西切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以“作示范、勇争先”之势，就贯彻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

署，分析重点任务，研究落实举措。

全面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既需

要四季常青的生机勃发，又需要可持续的“金山银山”，涉

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治理、生态产品价值的转换实

现，以及绿水青山保护的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

在前不久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

易炼红强调，要以更高站位用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

发展，跑出绿色转型“加速度”。方向已然明确，需要行动

的持续发力。江西的底色是否厚实、品牌是否闪亮？在这

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发展中，如何以更高标准打造

美丽中国“江西样板”？记者就此选取一些样本，深入一线

探究，触摸“绿”动赣鄱的脉搏。

如何让绿更绿？强化综合治理，筑牢
绿色屏障

9 月中旬，赣州市赣县区白鹭乡小路农场里，一行行刚

挂果的脐橙树遍布山野，一群群小母鸡在山顶的房前欢快

地觅食……而此前，这里因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

崩岗侵蚀，地形破碎。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土走山破

烂，肥走田低产，生态被破坏，农业没收成”。

与之相呼应的另一个场景是：环顾寻乌县文峰乡柯树

塘景区，但见满山叠翠，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和一行行百

香果树错落有致。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山体裸

露、沟壑纵横的废弃矿山开采区。

赣县、寻乌的此番变化，基于近年来赣州市深入推进

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

以寻乌为例。

寻乌在治理模式上坚持抱团攻坚：一是项目抱团。打

破原来生态修复治理碎片化模式，把原来由水利、水保、环

保、林业、矿管、交通等部门分开实施的项目，统一打包推

进。二是资金抱团。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

中央补助资金基础上，整合各类上级资金和县本级资金。

三是区域抱团。探索推进“三同治”治理模式，采取山上山

下、地上地下、流域上下综合治理，实现治理空间全覆盖、

治理时间同步、治理目标一致。

赣州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难在一个“综”，涉及职能部门多；贵在一个“合”，需要整合

各方力量形成合力。赣州较好解决了“综”与“合”的问题，

实现了从相关部门的各自为政到各部门的协同治理。到

目前已治理废弃稀土矿山 34.1 平方公里，治理集中连片崩

岗 4675 座、水土流失 2060.33 平方公里，整治沟坡丘壑土地

7.79 万亩。昔日的废弃矿山，已重披绿装。

43 岁的谢小路，看到家乡赣县崩岗治理修复后的巨大

变化，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他与政府签订协议，流转

了 600 余亩修复后的土地种植脐橙，每月为 30 多户农户户

均增加至少 1800 元的收入。

努力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是我省不断巩固

和提升生态优势、夯实绿色屏障的一个缩影。

通过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开展国土绿

化、森林质量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行动，切实保护好山

脉、山体、森林、水系、湿地等生态资源。2020 年，全省森林

覆盖率达 63.1%，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 94.7%，国考断面水

质优良率为 96%，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截至目

前，全省活立木蓄积量达 6.85 亿立方米，已完成长江江西

段及赣江两岸 10 公里范围内 357 座、面积 2.47 万亩的矿山

生态修复任务，对 199 个绿色矿山开展“回头看”……山水

林田湖草沙保护修复、全流域生态补偿、环境治理体系、河

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我省也成为全国

首个“国家森林城市”设区市全覆盖省份。

“全省各地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

会发展全过程，萍乡、九江、上饶等地已实施废弃矿区生态

修复工程，赣州、南昌、吉安等地正在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但是成效不一。”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处处长何振林说。

据介绍，围绕“滨湖都市”发展定位，南昌市 2019 年 4
月发布建设方案，着力打造以“水都”“绿谷”“蓝带”为核心

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示范区，总计 124 个项目，已

完成 86 个项目，在建 24 个，部分项目暂且搁置。“目前来

看，山由林业部门管，田由农业农村部门管，水由水利部门

管，系统治理难以实现，相关部门配合不够。”南昌市农业

农村局一名干部坦言，该项工作由他们牵头，虽然一直在

努力，但调度能力有限。

正如南昌遇到的问题一般，记者了解到，系统治理思

路不够清晰，牵头部门调度能力有限、尚未形成有力组合

拳，项目后续资金乏力……成为一些地方深入推进综合治

理面临的掣肘。

“下一步，我们准备统筹系统治理的主要职能部门，形

成联席会议制度，按照集中、流域治理方式形成调度机制，

整合各地项目、资金优势，引入社会资本和绿色信贷，并在

全省逐步推广。”何振林表示。

如何变绿为金？畅通“两山”转换，生
态造就财富

品牌即财富。

“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推动经济

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从“生态佳”迈向“生态+”，我省积极探索“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之路，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

千烟洲，泰和县的一个自然村落，因“千户千烟”得

名。曾几何时，不合理的垦荒开发，导致植被破坏、红壤裸

露，“远望黄蒙蒙，近看水土空”。1983 年，中国科学院在此

设立试验点（1988 年建立千烟洲红壤丘陵综合开发试验

站），探索生态修复与经济协调发展之路。科研人员“会

诊”后提出立体开发，尽快恢复荒山植被，让丘上、丘间、沟

谷的每一寸贫瘠土地都产出效益。

1984 年，科研人员发现这里气候、土壤等适宜柑橘种

植，柑橘树还能绿化山丘，于是尝试种植。“这里的柑橘又

大又甜，那时一公斤可卖 1 元钱，周边承包橘园的‘万元户’

越来越多。”泰和县重点工程服务中心副主任廖文峰告诉

记者。随着近年来橘园红利逐渐褪去，科研人员将单一橘

园改造成 100 亩四季果园：种有蜜橘、樱桃、枇杷等，保证四

季有果，且多栽种特早熟品种，利于赢得市场先机。

9 月 15 日，记者在试验站一处集中连片的杂交构树田

旁看到，三五成群的乌鸡一边听着美妙音乐，一边津津有

味地啄食。“杂交构树的粗蛋白含量高，一年可收割 7 茬，加

工制成的构树饲料不含抗生素。音乐调节乌鸡心情，可让

鸡肉更美味。”廖文峰说，2016 年 6 月，科研人员探索林下

全生态养殖模式，带领村民散养乌鸡、黑猪等，并种植石

斛、黄精等中药材。近年来，泰和县与试验站合作组建乌

鸡产业技术战略联盟，乌鸡养殖已达 61.8 万只，带富了一

方百姓。未来的“钱景”不仅于此，该站正依托已修复的青

山绿水、田园风光等资源，加快打造集科普研学、生态旅

居、文化传承于一体的流域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如果说，千烟洲的成功蝶变，源于科研的力量。那么，

婺源篁岭的美景，则是创业者精于挖掘古村落特色文化，

并创造性解决房屋产权问题，发展生态旅游业换来金山银

山的一个代表。

金秋的篁岭，徽派古宅高低错落，阳光从缝隙中透过，

照在红辣椒、南瓜、玉米上，一幅丰收的图景映入眼帘。村

落各类古树簇拥，村周边千亩梯田环绕。两名广东女孩直

言利用双休日来此休闲一游，就是奔着梯田而来。而 80 岁

的周乃武夫妇从深圳参团，也只为一睹篁岭的“晒秋”。

可是，多年前的篁岭，闭塞、萧条、落寞，村民纷纷外

迁。“篁岭有独特的地形地貌、‘晒秋’民俗、生态资源，对驴

友、摄影及绘画爱好者有绝对的吸引力。”篁岭文旅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向阳表示，2009 年，他用新居置换古宅的

模式，破解该村相关产权难题后，篁岭进入高速发展阶

段。近 300 米的天街密布茶坊、酒庄、书场、砚庄、篾铺等经

营 业 态 ，景 区 周 边 分 布 有 100 余 家 农 家 乐 、民 宿 。 截 至

2020 年底，篁岭村民年人均收入达 3 万元以上。

和篁岭一样，全省多地从“生态+”出发，把“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全过程，绿色发展道

路越走越宽。作为长江经济带唯一兼具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省份，江西开展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先行先试，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

生态保护补偿、生态产品交易、绿色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

积极探索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路径——

抚州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形成生态产品

与资产核算办法和评估报告；婺源等 8 个省级试点加快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确权、抵押等模式；丰城、崇义等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试点工作启动等，为推动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江西方案”。

诚然，对标全国“两山”理念发源地浙江，江西尚存差

距。如乡村旅游、乡村养老、绿色农产品等转化模式，对于

起步较晚的地区是很好的示范，但简单复制、盲目照搬，会

带来同质化，甚至恶性低价竞争，后期难以对消费者形成

较大吸引力；生态农业、生态产品粗加工以及由农家乐升

级的民宿，目前是全省“两山”转化成果的主要业态，其科

技含量与附加值较低，属于传统行业嫁接产物，缺乏生产

与开发模式的创新。

对此，江西财经大学法治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幸欢

建议，应进一步加深全社会对“两山”转化的认识；加强科

技运用，提升“两山”转化的现代化水平；在以市县为基础

做好产业集群规划的基础上，实行品牌化经营，促进“两

山”转化成果的价值提升等。

如何为绿“保驾”？创新制度守护，前
行彰显定力

生态如眼睛，需用心呵护。制度成为江西绿水青山的

坚强守护者和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有力监督者。

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我省构建了严

格的环境保护与监管、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全过程生态文

明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等六大制度体系，率先建立全流域

生态补偿机制，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生态司法体

制改革等走在全国前列。

2018 年、2019 年，省审计厅开展新余市、宜春市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同步开展袁河、仙女湖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审计调查。审计结束后，萍乡、宜春、新余

3 个设区市、6 个县（市、区）主要领导和省生态环境厅等 9
个厅级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审计整改会议。经过整改，

2020 年年末，袁河、仙女湖流域水质明显改善，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这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服务生态

环境质量的生动体现。2019 年，省审计厅从我省的山水林

田湖草资源禀赋出发，结合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

量、生态保护、绿色生活五方面，采集 8 个主管部门的 43 类

数据，对设区市、县（市、区）和乡镇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构建不同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实现了“上管天，下管地，

中间管空气”的审计范围全覆盖。

“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多了还是少了’、生态环境‘好

了还是坏了’，审计这柄‘剑’，时刻督促领导干部履行好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责。”省审计厅资环处处长杨桦表示，截

至 2020 年底，全省共对 620 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及部门负

责人开展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揭示问题 4155
个，有力推动了江西的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我省严格实施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并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 年起，省高级

人民法院在全国首创了地域管辖与流域（区域）集中管辖

并行的环资审判体系——全省 118 家法院中，76 家设立了

环资审判庭，29 家设立了专门的环资审判合议庭，12 家中

级人民法院和省高院均设立了环资审判庭（合议庭）。

“结合水系发达的省情，我们在长江、鄱阳湖还设立了 7
个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的环资法庭，并在 8 个 5A 级、多个

4A级旅游景区设立生态旅游法庭，实现环资案件归口审理，

全面守护绿水青山。”省高院副院长胡淑珠介绍。2019 年 1
月至今年 10 月，全省法院共审结环资案件 9154 件，其中民

事案件 3618件、行政案件 1152件、刑事案件 3962件、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等422件。

制度创新可圈可点，但业内人士认为，审计、审判制度

还需进一步完善。如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

度结果虽然会向组织部门提交，但只有造成生态环境的重

大失误，才会启动问责机制，制度威慑力不够。环资审判

体系建起来了，但生态修复资金谁来管理、谁来使用、怎么

使用、谁来监管尚属法律空白。为破此题，省高院今年开

启试点：巧用公益信托，委托公益基金会监管并使用资金，

让公益诉讼与生态修复无缝衔接。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监

督执行 60 多起公益诉讼案件的生态修复，涉及资金 3000
多万元。

呵护生态“颜值”，提升发展质量。让绿水青山的底色

更亮、让金山银山的成色更足，江西正执着前行，步履铿

锵。

““绿绿””动赣鄱动赣鄱
本报记者 黎 军 杨碧玉

丽水“两山银行”
量化的绿水青山可以市场交易

浙江丽水“两山银行”，实质上是促成绿水
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相互转化的准公共服务
平台，包括资源整合、价值评估、信息发布、交
易撮合、信用服务等功能，其主要做法是：

一方面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以及农
村宅基地、集体用地、农房等碎片化资源像银
行存款一样分散式输入，经规模化收储、专业
化整合后，最终以项目包的形式集中输出，完
成市场供需对接，实现绿水青山端向金山银山
端转化，进而做大金山银山；另一方面，对生态
环境修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加大投入和交
易，实现金山银山端向绿水青山端的转化，进
而做亮绿水青山。

量化的绿水青山可以实现市场交易。如
今，丽水“两山银行”在促进“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高效转化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
确立了高质量绿色发展“新标尺”，还让老百姓
捧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生态“金饭碗”。

四条途径
探索江西绿色发展新模式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 谢花林

坚持绿色发展是我省最大的优势，应从四

方面积极探索我省绿色发展新模式：

一是加大绿色环境保护力度。建立绿色

空间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

修复工程、林业重点生态工程、流域水系以及

水源区保护等各领域的保护手段，对高耗能、

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严格管控。

二是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把绿色融

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形成

大绿色产业体系；搭建一批绿色技术创新平台

和绿色创业服务基地；整合专项资金，积极培

植绿色工业做大做强。

三是推广绿色生活方式。推动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提高绿色建筑的普及程度；加强

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无公害绿色

产品种植，创建一批绿色消费示范点。

四是创新绿色政策运用手段。探索和完

善流域、空气、森林、湿地、耕地等生态补偿机

制，建立财政支持绿色发展的支出体系，采用

“拨改保”“拨改投”等方式提高绿色崛起中的

财政支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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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在定南县天九镇天花村建国脐橙基地，果农

在采收赣南脐橙。近年来，赣州市积极做好生态修复“后

半篇”文章，因地制宜引导果农种植脐橙，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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