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白鹤在余干县康山垦殖场插旗洲的稻田上空自由飞翔。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6 月 1 日，航拍下的万安县韶口乡渔光互补光伏

电站，众多单晶硅光伏板在夕阳映照下蔚为壮观，与

绿水青山相互映衬，构成绿色新能源生态景观。

本报记者 李 劼摄

8 月 21 日 ，在 鄱 阳

湖进贤县三里乡水域，

游客在湖边观赏和拍摄

落日美景。

本报记者 李 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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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位于鄱阳湖“肚脐眼”位置的棠荫岛上，有一个

鄱阳湖水文生态监测研究基地。基地存放的中华

鲟、江豚、胭脂鱼等珍稀生物标本，让人仿佛进入了

一个静态的海洋馆。

鳤鱼重现，江豚、刀鱼、纯种野生“江西大鲵”种群

等也在长江江西段、鄱阳湖及“五河”流域等地频繁

出现……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取得积极成效。

鄱阳湖水系流域面积占全省流域面积的 97%。

作为国际重要湿地，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飞抵鄱阳

湖区越冬。近年来，江西以鸟为媒、以鄱阳湖为介，

擦亮江西优质生态文化名片。

妩媚的青山，浩淼的鄱阳，不仅属于江西人民也

属于全国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关注江西的生态环境，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

体系，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打造美丽中

国‘江西样板’”。

这十年，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推

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有序开展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性、全面

性的跨越。

生态优先——争当绿色发展排头兵

从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到在全国率先发布推行

河湖长制地方标准，形成以五级河湖林长制为核心

的全要素监管体系，再到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江西按照“作示范、勇争先”

的目标要求，深化制度创新，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先

行示范中，争当新时代绿色发展排头兵。

2014 年，江西成为首批全境列入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建设的省份之一；2016 年 8 月，江西获批成为

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从“先行示范区”到

“试验区”，江西肩负积极探索新路的历史重任，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和生态环境“高颜值”协同并进。

江西流域生态补偿经验被列入全国推广清单，

森林生态补偿稳居全国前列，渔业生态补偿考核位

列全国第一……江西已经初步形成了生态环境受益

者付费、破坏者赔偿、建设者和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

的良性运行机制。

江西，不负绿水青山。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开展以来，江西坚持以体制创新、制度供给和模式

探索为重点，逐步形成了具有江西特色、系统完整、

治理高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全面完成试验区阶

段性任务——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38项重点改革任务全部出

台，生态文明“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全面建立，35 项生

态文明试点改革成果列入国家推广清单；山水林田

湖草沙保护修复、全流域生态补偿、国土空间规划、

河湖林长制等改革走在全国前列；靖安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抚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赣南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九江央地合作“共抓大保护”等特

色改革品牌持续打响……

为进一步打响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品牌，今年

3 月，我省出台了《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更

高 标 准 打 造 美 丽 中 国“ 江 西 样 板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 年）》，健全产权清晰、管理高效的自然资

源综合管理体系，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添绿赣鄱——筑牢绿色屏障

行走在赣鄱大地，一幅幅青山叠翠、绿意盎然的

生态画卷徐徐展开，构筑起一道道绿色生态屏障。

山，越来越绿。

登上九江市柴桑区城门湖畔的城门山铜矿，满目

青翠、空气含香，这个已有 17年开采历史的矿区，如今

彻底打破了人们对矿山“尘土扬”“污水流”的传统印象。

“以前，矿区随处可见裸露的岩土表层，矿土随

意堆放，雨水冲刷还会造成水环境污染。”城门山铜

矿负责人说。柴桑区以矿业转型、绿色发展试点工

作为契机，坚持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矿区绿化植被

覆盖率达 100%。

作为矿产资源大省，江西探索出山上山下同治、

地上地下同治、流域上下游同治的“三同治”模式。

今年 7月，江西出台全国首部专门规范矿山生态修复

与利用管理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这是我省以立法手

段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尝试。

水，越来越清。

为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决策部署，2020 年 1 月 1 日，我省提前一年实施

禁捕退捕工作，坚决做好长江和鄱阳湖的守护者。

目前，我省已安置建档立卡退捕渔民 6.82万人。

在都昌县周溪镇棠荫岛，全面实施禁捕退捕后，

岛上渔民在各级党委、政府帮助下离岛上岸，实现转

产就业。村干部王和珠高兴地告诉记者，近年来，村

里每年都有三四个孩子考上大学，“外面的世界更精

彩，特别是年轻人就业机会更多，孩子们能接受到更

好的教育。”目前，周溪镇还建起了大型珍珠养殖和

加工企业，推动产业转型，吸纳更多渔民就业。

水环境治理“组合拳”持续打出——全省连续6年

实施全流域生态补偿，累计下达流域补偿资金 210.9
亿元；将鄱阳湖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全面推进“五河

两岸一湖一江”全流域治理保护；率先发布推行河湖

长制地方标准，全面推进以五级河湖林长制为核心

的全要素监管体系……

十年来，全省河湖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国控、

省 控 和 县 界 断 面 全 面 消 灭 了 V 类 及 劣 V 类 水 体 ；

2021 年，我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95.5%，全国

排名第八位。

天，越来越蓝。

从 2013 年“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全省大气战线

工作者日夜盯防，365 天无休监管保障我省空气环境

治理，创新推进全域全境全面治理理念。

全省建立健全蓝天保卫战五项机制，持续推进

“四尘三烟三气”治理；建成大气污染智慧管理平台，

提升科学治污、精准治污水平；推动工业源、移动源、

生活源等各领域大气污染治理……

2021 年 ，全 省 PM2.5 年 均 浓 度 首 次 降 到 30 微

克/立 方米以下，优良天数比例提高到 96.1%，两项指

标均稳居中部地区第一位、全国前列。

点绿成金——壮大绿色经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真是没想到，减碳还可以折现。”今年 3月，江西

佳因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生产 1公斤三甲基镓产品

的碳足迹核证值”作为关键指标，成功获得 1500 万元

“碳足迹”披露支持贷款，这是全省首笔“碳足迹”披

露支持贷款。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江西加快构建以绿色工

业、现代服务业、生态农业为主的绿色产业体系，努

力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江西作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

一，创新推出畜禽洁养贷、林农快贷、绿色贷等特色

专属绿色信贷产品。今年二季度末，全省绿色贷款

余额达 4761 亿元，同比增长 42%，实现绿色贷款增

速、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良好发展态势。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省坚持

以 产 业 化 利 用 、价 值 化 补 充 、市 场 化 交 易 为 重

点，着力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发展”

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在青山绿水间逐

梦“绿富美”。

今 年 4 月 ，我 省 出 台《关 于 完 整 准

确 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做 好 碳 达 峰

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

快 企 业 绿 色 转 型 ，努 力 推 进 碳 达

峰碳中和工作。

“人 不 负 青 山 ，青 山 定 不

负人。”展望未来，站在新起

点 ，江 西 将 继 续 踔 厉 奋

发 、笃 行 不 怠 ，坚 持 新

发 展 理 念 ，厚 植 绿

色 底 色 ，持 续 以

更高标准打造

美 丽 中 国

“江西样

板”。

让“美丽家园”
更加美丽

李冬明

生态兴则文明兴。

十年来，守护着中国最大淡水湖的江西，在解答生

态文明建设这道必答题的征程中，交出了一份让人们满

意的答卷。

放眼赣鄱大地，如今的江西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环境更优美，老百姓呼吸上了更清新的空气、喝上了

更干净的水，吃得更安心、住得更放心、生活得更舒心。

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建设，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十年来，我们战之必胜。江西坚决把污染防治攻坚

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全力

打好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十年来，我们先行先试。江西积极利用绿色生态这

一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探索出一条生态与经

济协调发展的新路。

十年来，我们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我们以最坚决

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严格的标准推进生态环保督

察整改。我们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持续推进产业升级。

如今，赣鄱大地“开窗见绿、推门见景”，所到之处都

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画卷。未来，我们还将写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绚丽新篇章。

美丽江西 生态优先
陈 晖 本报记者 李冬明

制图：陈 晖

在奉新县上富镇，“四好农村路”蜿蜒盘旋，串起青山绿水，成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美丽廊道。 通讯员 颜卫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