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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位于江西九岭山脉

腹地的江西省靖安县中源乡，迎来

了天南地北的游客。

中源乡三坪村村民刘方勇从 5
月起开始忙活起来，今年 58 岁的他

在村里经营一家民宿，七八月份的

房源在 3个月前已全部订满。

“游客大部分是外地人，以苏

浙沪地区的为主，他们基本一住就

是两三个月。”刘方勇说，不少游客

甚至还会把第二年的房间提前预

订好，有的干脆把行李、被子直接

留在民宿里。

中源乡海拔高，森林覆盖率近

90%，夏季平均气温为 18 摄氏度至

22 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和地理环境，让这个常住人口不到

7000 人的偏远山乡成为网红避暑

胜地。截至目前，中源乡共有 721
家注册民宿，每年夏天接待约 3 万

名游客。

从“凉资源”到“热经济”的转

化，为当地村民带来了致富机会。

刘方勇表示，自己去年经营民宿纯

收入超 14 万元。“还有不少住客喜

欢我的腌菜和笋干，这部分收入一

年也有一万多元。”

据统计，2023 年，中源乡旅游

综 合 收 入 达 1.8 亿 元 。 通 过 推 行

“闲房入股”等运营模式，中源乡目

前累计盘活村集体用房、闲置农房

154 间，让 100 多亩闲置的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充分发挥效益，每年带

动村集体增收超过 5万元。

凉爽只是中源乡吸引外地游

客的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

务功能才是当地“流量”变“留量”

的保障。

多年前，村民们“单打独斗”经

营民宿，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当地旅

游业不温不火。为突破民宿发展

瓶 颈 ，2021 年 中 源 乡 成 立 民 宿 协

会，每个村统一定价标准、统一庭院

风格，以景区式管理规范民宿运营，

并搭建“靖安人家”民宿产业智慧管

理平台，为民宿运营提供宣传、咨

询、预订、投诉等全流程服务。

民宿协会还向每一名游客发

放意见征集表，以便更好地了解游

客需求。游客表示旺季容易堵车，

当地就建了一条分流车道；游客反

映游步道上没有休息的地方，当地

就添置了长椅和凉伞；游客担心旅

游 业 态 过 少 ，当 地 就 建 设 了 古 戏

台、荷花栈道、葡萄采摘园等游乐

场地供游客选择……“我们不仅是‘卖凉风’，更是‘卖

生活’。”中源乡民宿协会会长钟巍说。

来自南昌的游客黎思敏是中源乡的“铁杆粉丝”，

今年已经是她连续第 13 年来到中源乡避暑。“我每年的

房间都固定不变，很多住客也认识了很多年，大家在一

起生活，就跟家人一样。”黎思敏说，最近她和住客们正

在编排节目，打算一起举办一场夏日文艺晚会。

目前，中源乡的高山滑雪场、水街广场等项目正在

有序推进。“我们希望延长游客的旅游期限，让中源乡

不仅有避暑游，更有四季游，成为全域皆景、四季可游

的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中源乡党委书记喻雪刚说。

（新华社南昌 7月 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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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航拍下的分宜县湖

泽镇，绿油油的稻田与错落有致的

村庄、纵横交错的道路交相辉映，构

成一幅夏日田园画卷。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

▶6 月 29 日，俯瞰全南县陂头

镇正河村，阡陌纵横的农田、层峦叠

翠的青山与错落有致的民居等相映

成景，构成一幅美丽乡村生态画卷。

通讯员 尹其奇摄

田园

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江西省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解读

本报全媒体记者 董文涛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根本大计。

自 2016 年 6 月被列为首批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以来，江西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殷殷嘱

托，牢牢抓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

历史性机遇，以体制创新、制度供给、模式

探索为重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试验区阶段性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生态

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不断提升。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关于打造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高地的决策部署，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江西省打造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高 地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4—2026 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

划》）。7 月 3 日，省政府新闻办、省发改委

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三年行动计划》

进行解读。

《三年行动计划》聚焦生态环境质量提

升、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上走前列的目标要

求，立足省情实际，提出实施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重点领域碳达峰、生态环境质量提

升、重要生态系统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生态文化培育

等“七大行动”，具体包括 21 项重点任务、

50项重点工作。

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到 2026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

94%的基础上巩固提升；因地制宜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2024 年底实现纳入国家

监 管 清 单 的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动 态 清 零 ；到

2026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以上……《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生态环境

质量提升的一系列目标。

目标明确，如何实现？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级生态环境监察专员杨鹏表示，省

生态环境厅将加快完成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改造，积极推进水泥、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

造，强化秸秆露天焚烧管控，推动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全完

善监管网络，强化任务责任落实，推动实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开展生物多样

性调查、观测和评估。

作为矿业大省，我省现有生产矿山 600
余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仍有约 9 万亩待

修复，全省矿山生态环境监管压力大、生态

修复任务重。

矿山生态修复对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具

有重要作用。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曾

晓军表示，将规范矿业权出让，将矿山生态

修复要求纳入矿业权出让公告和出让合

同；有序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制订我省绿色

矿山建设相关文件；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持

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

程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重

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能源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也是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6年，新能

源装机容量力争达到 3400 万千瓦以上，铁

路、水路货运量增速力争保持全国领先，城

镇新建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到30%以上。

处理好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能源开发

与节约利用等关系十分关键。省发改委党

组成员、省能源局局长温俊杰表示，将着力

推进新能源发展，完善配电网建设，进一步

拓展新能源电力消纳空间；着力推进第二

回入赣特高压、闽赣联网工程建设，引进更

多的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着力推进抽水

蓄能项目建设，完善抽水蓄能、新型储能体

系，为推进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是打造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高地的重点任务之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王小永

介绍，全省工信系统将深入落实《三年行动

计划》，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优化调整

产品结构、用能结构、原料结构，推进工艺

流程再造，扩大高端钢铁、绿色建材等产品

供给；加大节能审查力度，创新实施部门联

动的工业节能监察，分区域、分行业强化工

业用能监测管理；推进“千项技改、万企升

级”，扶持重点技改项目 1000 个以上、开展

技改升级企业 1万家以上。

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作为兼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份，江西不断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通过加大项目资金保障、健全完善产

业链条、唱响森林旅游品牌等措施，江西油

茶、毛竹、林下经济等林业产业快速发展，

三大重点产业经营面积、产量、产值均位居

全国前列，相关产业带动从业人员约 800
万人。”省林业局总工程师李木兰说。2023
年，我省林业总产值突破 6500 亿元。林业

产业在促进生态富民、助力乡村振兴和农

民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三年行动计

划》明确提出，到 2026 年，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生态资产价值评估及其结果应用制度

更加完善，全省生态资源环境要素成交额

累 计 超 过 100 亿 元 ，林 业 总 产 值 稳 定 在

7000亿元以上。

在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

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徐鹤飞介绍，我

省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普惠金融

改革试验区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金融支

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新路径，扎实

推进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新模

式，助力我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截至今年 4 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新发放碳

减排贷款 212 亿元，带动碳减排量约 578 万

吨；累计办理绿色票据再贴现 392 亿元，发

行绿色债券 656亿元。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赋予

我省先行先试的光荣使命，要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创新、制度供给和模式探索。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我省全流

域生态保护补偿、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 42 项改革成果在

全国推广，成功列入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先行区和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

重点省。

到 2026 年，生态文明制度系统集成明

显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进一步健

全，制定发布“江西绿色生态”认证标准 60
项以上。新增出台促进减污降碳、节能增

效、生态保护修复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标准

40 项左右……《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深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目标。

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前虎表示，

到 2026 年江西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10 周年之际，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中向好，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初步形成，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全面建立，形成不同

类型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样板，探索一

批在全国范围内可学习借鉴、可复制推广

的首创性标志性制度成果，打造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高地取得显著成效。

6 月 27 日，峡江县水边镇一重点项目工地，工人在加紧

施工。峡江县坚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促投资、稳增长、

惠民生的重要工作来抓，不断提升项目科技含量和品质，

高质高效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特约通讯员 陈福平摄

7 月 2 日，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北村村，农技人员正在

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防治水稻病虫害，确保夏粮丰

产丰收。 特约通讯员 李桂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