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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水更长
——看“江西林改第一村”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探索之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 力 陈化先 李 芳

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生态新图景。 通讯员蒋德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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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饶讯 （全媒体记者余燕）

每当春夏之交，在三清山风景名胜区

东海岸的观鸟亭，一群外形醒目、色泽

鲜艳的鸟类不时出现，并与小松鼠追

逐嬉戏，构成一幅和谐共生的生态画

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鸟中大

熊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腹角

雉，山上现有近百只，它们能够常年在

此繁衍生息，正是三清山不断加大生

态保护力度的生动体现。优越的生态

环境、独特的山岳景观，吸引国内外游

客纷至沓来，旅游市场持续火爆。上

半 年 ，三 清 山 接 待 境 内 外 游 客 165 万

人，同比增长 29.6%。

强 化 遗 产 保 护 ，守 护 绿 水 青 山 。

童子兴和吴菲是三清山的一对环卫工

夫妻，10 余年来经他们抢救的树木数

不胜数，而像这样的环卫工在山上还

有数百名，他们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三

清山的山山水水。自 2008 年成功申报

世界自然遗产以来，三清山坚持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通过立法保

护、全域保护、行政保护和科学保护相

结合 ，邀请 40 余批次 200 余名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取得了包括

三 清 山 地 质 地 貌 及 生 物 多 样 性 论 文

集、生物多样性图谱和动植物标本集

在内的一系列科研成果，为科学保护

和展示三清山奠定基础。

筑 牢 生 态 屏 障 ，提 升 管 理 水 平 。

三 清 山 不 断 提 升 生 态 保 护 和 治 理 水

平 ，将 全 山 分 为 57 个 网 格 ，扎 实 推 进

林长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发挥“一长

（林长）两员（护林员、监管员）”网格作

用；实施环山公路林相改造提升工程，

全面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个一”

行动，游客来到三清山辖区，就能感受

到处处是景、步步是画的美丽生态画

卷。为保护好核心景区约 2.5 万亩松

林及黄山松古树群落，三清山大力开

展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通过打孔注

药、飞防作业和日常排查，使三清山成

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没有松材线虫病疫

情的生态名山。

坚 持 绿 色 发 展 ，产 业 提 档 升 级 。

三 清 山 大 力 实 施“ 山 上 山 下 ”双 轮 驱

动，山上核心景区以管理保护为主，对核心区 12 家宾馆全部

下迁。山下，构建“金沙-沉浸式夜游体验区，枫林-高端民

宿集聚区，港首-旅游生活幸福区”差异化布局，不断丰富文

旅业态，提升游客体验感。高标准谋划绿色生态旅游项目

167 个，其中逍遥谷森林乐园、神仙谷景区、玉琊溪谷景区等

一批业态项目已投入使用，形成山水、营地、演艺、研学、探

险、休闲的多元业态。制定出台民宿奖励办法，鼓励当地村

民参与民宿、农家乐生产经营，目前共有 800 多家民宿、农家

乐，带动就业 4000 余人。三清山风景区党委书记葛健表示，

将 始 终 坚 持“ 在 保 护 中 发 展 ，在 改 革 中 创 新 ，在 优 化 中 提

质”，坚定不移做强旅游主业，推动旅游经济实现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024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项目名单公布

我省一项目入选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钟秋兰）近日，文旅部办公厅公布

了 2024 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名单，

共有 10 个项目入选，18 个项目获提名。其中，省美术馆“书

在匡庐——庐山历代题刻研究展”（策展人：刘自川）成功入选。

省美术馆此次入选的项目是基于中国书写文化学术理

念，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将作为庐山文献之一的文字题

刻本身及书写内容作为主要考察和展示对象，结合其他文献

资料和近年研究成果，以期探析庐山文化的形成与建构，揭示

庐山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多元性，推动文化、自然与景观

融为一体，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浮梁发出《巡河守护令》护生态
本报浮梁讯 （全媒体记者邱西颖 通讯员洪雪）近日，浮

梁县人民法院在审结一起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后，发出了景德镇市首份《巡河守护令》。《巡河守护令》是该

县深入践行生态司法理念，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积极

探索和创新生态司法保护联动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据了解，在 2021 年 2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被告人汪某

彪、汪某良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多次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

产品。之后，洪某猛、程某德、刘某平等 3 名被告人在明知是

非法捕捞的水产品情况下多次予以收购，且金额较大。对此，

浮梁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上述被告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案件宣判后，5 名被告人均认识到非法捕捞对水环境的

危害，遂申请以巡河等方式弥补自身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的

破坏。经法院审查同意后向 5 名被告人发出《巡河守护令》，

责令他们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定期在指定河段参与巡河守

护工作，劝阻和制止他人排污、采砂、非法捕鱼等涉河涉渔违

法行为。

分宜扎实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分宜讯 （通讯员华安、曾宏宇）近年来，分宜县以水

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村庄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治

水+”生态文明实践，打造美丽乡村新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水生态文明村自主创建成效明显。

在分宜镇水东村庄头村小组，当地依托项目资金进行新

农村、美丽乡村等建设，人居环境显著提升。西门村毗邻钤阳

湖，袁河穿村而过，水资源十分丰富。依靠钤阳湖丰富的水资

源和良好的水生态，西门村发展种养业如鱼得水，以杨梅、金

楠柚、新余蜜橘等种植为主，工厂化养鱼、高产鱼塘等经济养

殖为辅，多元化发展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题记——

2005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

考察湖州市安吉县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

心理念。

要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转化器是什么？

如何转化？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到实践，从知

道到做到，不妨来看看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的探索

之路。

经过春夏酝酿，“江西林改第一村”长水村更显葱

郁，20 年来，从退耕还林到封山育林，再到植树造林，

长水村山更绿、水更清，全村拥有 12.4 万亩山林，森林

覆盖率高达 93.7%。2023 年，长水村村集体经济收入

近 100万元。

然而，长水村村民也曾一度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

子，他们是怎样走出“成长的烦恼”？这得益于长水村

完成了从“核算生态产品价值”到“构建资源与产品信

贷机制”的升级，村民依托对山、水、林、田、房屋的价值

评估，获得绿色金融信贷的支持，从而拓展乡村生态产

业，实现从“生态颜值”到“经济价值”的转化，长水村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径越走越宽。2021 年长水

村 GEP（生 态 系 统 生 产 总 值）向 GDP 的 转 化 率 达 到

13.5%，预计到 2025年达到 25%以上。

生态优先护绿固本

连绵的山、流淌的水、葱茏的树……连日来，记者

徜徉长水村，只见群山披绿，潺潺流水穿村而过，俨然

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

在村口，红豆杉广场旁的小木屋里，村民张绪红泡

好一壶高山野茶，让游客品尝一份甘醇，同时向游客讲

述长水村绿色发展的故事。

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的

长水村，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砍树卖钱。

“以前，我是做竹木加工的，生产一次性筷子、牙签

等。钱能赚到，但树也没少砍。”张绪红回忆道，那时，

村民为了生活只知道砍树，却不知道种树，久而久之，

山秃了、地也荒了。

“山里的树没了，大雨把泥巴冲进河里，河水越来

越浑，松鼠、野猪等动物无处藏身，越来越难见到。”张

绪红接着说，再后来，村民不断外出务工，村里人越来

越少。

走到举步维艰的转型路口，长水村干群痛定思痛，

决定调整发展方式。

2004 年 ，长 水 村 开 始 推 行 集 体 林 权 制 度 改 革 。

12.4 万亩山林全部承包到户，426 户村民户户都有林

权证，村民“管好自家山，看好自家林”的主人翁意识

被激发，曾经的“砍树人”放下了斧锯拿起了锄头，从

造林到护林，再到营林，他们变身“护林人”。由此，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验

传遍全国。

2017 年，长水村林权改革再升级。武宁县在全

国率先探索建立林长制，构建起县乡村三级林长组

织体系，长水村把责任落实到山头地块，村民的积极

性更高了，走出了“山更青、权更活，民更富”的绿色

发展新路子。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长水村村民的生态理念不仅

落实在行动上，还写进了家训，挂在厅堂、刻在门口：

“我们就是要让子孙后代都爱护家乡的山和水。”

绿色发展渐入佳境

长水村的野生红豆杉随处可见，村口 17 棵树龄

800年以上的红豆杉冠盖如云，尤为珍贵。

家住千年红豆杉群旁的卢咸成，把家里捯饬一

番，一楼经营餐饮，二楼用作住宿，取名红豆杉饭庄。

为游客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土菜，他还销售自制的红

豆杉果子酒、野蜂蜜。一年下来，他的收入多于外出

务工收入。

看着卢咸成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不少村民也

跟着做起了生态事业。

走南闯北的卢剑冰打起了“借绿生金”主意，依托

山里繁茂的红豆杉，依山就势建造了 28 栋木屋，取名

悦山居。“网友们，看，这里空气清新，溪水潺潺，欢迎来

度假。”卢剑冰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直播“贩卖”家里的绿

水青山，旅游旺季时，房源便供不应求。

当年，退出竹木加工行业的张绪红，另辟蹊径走上

了“点绿成金”的幸福路。他把目光投向了山里不起眼

的野茶，先是自采出售鲜叶，后来收购村民采摘的鲜叶

制茶，还注册了品牌，仅去年茶叶销售收入就超百万

元。“这可是大自然馈赠啊。”张绪红笑着说。

护生态就是富口袋，返乡创业的村民万里云苦心

研究找到适合武宁种植的南方红豆杉，便在“添绿增

金”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从红豆杉种植培育到技术开

发，再到园林绿化、生态康养，他的生态事业初具规模。

村民们越发笃定“守绿换金”道路可以长远，2021
年村里建起了长水菌草园。菌草园内，树上长着铁皮

石斛、林下生出茶树菇、秸秆堆里长出姬菇……村民们

不禁惊叹，长水村可谓处处生“金”。

“为了让村民端好‘生态碗’，吃好‘生态饭’，镇里

大力推动长水村农旅融合。”罗坪镇党委书记赵钢说。

2021 年，长水景区旅游公司应时而生，推动村庄变景

区，并实体化运营，2020 年长水村获批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每年游客数量达 30万人次。

拓宽“两山”转化通道推动共同富裕

高处俯瞰，沿河而上，红豆杉乐园、养生谷、星空营

地、蜜蜂园、循环产业园、菌草园等相继在村里落地生

根，让小小的长水村焕发出新活力。

活力源自创新。2020 年，长水村绿色产业虽然初

露头角，但是村里生态产业仍存在销售难题、村集体经

济由弱转强仍需时日，“两山”转化的钱从哪里来？时

任村委会副主任的卢咸锋顾虑重重，恰逢南昌大学江

西生态文明研究院郑博福教授一行前来武宁县开展江

西省重点智库课题调研，县发展改革委向调研组介绍

了武宁“两山”转化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势和困

境，并邀请调研组到长水村实地考察。卢咸锋陪同郑

博福进组入户，直奔问题，寻找对策，他们一拍即合，依

托长水村这块试验田推进产学研融合，加快打通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

说干就干，郑博福首先领着 20 多个师生在村里

进行了全面“扫描”，对每户村民的林、地、池塘等资

源进行精准确权，给山林、房屋、特色产品等精准核

算生态产品价值，用两个月时间摸清了长水村的“家

底 ”，为 绿 水 青 山 计 算 出“ 身 价 ”。“ 长 水 村 林 权 改 革

后，村民虽然有了林权证，但因土地、山林边界不清、

权属不明等原因，导致生态产品的价值很难变现。”

郑博福说。

村民“家底”摸清后，2021 年 5 月，武宁县与南昌

大学开展校地合作，创新成立了全国首家生态产品

价值转化中心。在这个转化中心，村民的生态资源

不但可以进行抵押、流转、入股，生态产品还能通过

中心交易、收储，可质押、可融资。“这个转化中心可

以让资源、资产、资金流动起来，村里真的盘活了。”

村支书卢咸锋说。

2021 年，村民万里云购买 6 万余株红豆杉苗的资

金没有着落，他十分着急，当得知可以通过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中心申请贷款，他立即提交了贷款申请，银行很

快把资金拨付到位。“这次贷款不需要长时间评估，发

放贷款也很快，这对于农业企业来说就是‘及时雨’。”

万里云说，发放贷款快的原因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

心随时可以对他家林地进行生态价值核算。

作为村里的养蜂能人，村民况宏刚一直盘算着转

型升级，迫于资金困境，让他时常望“蜂”兴叹。2021
年，他同样通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申请贷款，蜜蜂

养殖规模从数十箱扩大到 260多箱。

受益的不仅是村民，长水村集体经济也同样迎来

发展契机。2021 年，村办企业依托村属资源获得贷款

后，建成千亩生态循环产业园，涵盖生态果园、蜂蜜园、

鱼菜共生园、菌草园等，村集体经济收入比上一年度增

长 5倍多。

如今，越来越多人看到了长水村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的发展图景，武宁的东山村、双新村、北湾村先

后踏绿前行，等待他们的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新征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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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在赣州

市赣县区“虔能杯”森

林防灭火职业技能竞

赛上，参赛队员正在

进 行 风 力 灭 火 机 操

作。近年来，赣县区

定期组织队员开展森

林防火基本知识培训

和扑火实战演练，努

力提高防控水平和应

急处置能力，筑牢森

林防火安全墙。

通讯员 薛顺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