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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万只候鸟的“生态磁场”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碧玉 舒海军

作为兼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点的省份之

一，江西坚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筑牢生态

文明制度“四梁八柱”。

近年来，江西在全面完成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出台一

系列政策，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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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打造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高 地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4-2026 年）》《关于全面推进美丽江

西建设的实施意见》，全面开展打造美丽

中国“江西样板”改革攻坚行动，推动国

家 生 态 文 明 试 验 区 建 设 向 更 高 水 平 迈

进 ，坚 定 不 移 走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之

路，环境质量巩固提升，绿色动能更加强

劲，价值转化不断拓宽，改革创新持续深

化。（见图二）

作为国家确定的三个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先行区之一，江西于 2024 年 6 月

正式启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

建设，一场引入社会资本“进山入林”的改

革，在赣鄱大地铺展开来……

江西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多“江西智慧”。

2018 年 7 月，江西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林长制，

为全国推行林长制积累了有益经验、探索了新路

子。（见图三）

江西于 2020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实现了 35 个水

生生物保护区、152 公里长江干流和鄱阳湖等水域

全面禁捕退捕，比国家要求提前了一年实施，帮助

建档立卡退捕渔民 2.14万户、6.82万人转产上岸。

2021 年，江西在全国开创性提出“湿地资源运

营机制改革试点”思路，并率先启动试点工作。目

前，全省共开展湿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 42笔，实现交

易额 1.21 亿元，利 用 社 会 资 金 开 展 湿 地 修 复 1400
亩，为构建湿地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赢格局探索

出一条新路。

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各地采取生态保水补

水、苔草刈割、开辟候鸟应急食源地、水系连通联合

调度等措施，尽力减轻旱情对候鸟栖息不利影响。

2023 年鄱阳县实施生态补水 500 余万立方米，苔草

刈割 3万余亩，储备“候鸟食堂”3520亩。

江西坚定不移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形成新优势，绿色生态江西品牌更加闪亮。

截至 2023 年底，江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6.8%，

再创历史新高；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7%，创历史

最好水平；长江干流 10 个断面连续 6 年、赣江干流 33 个断面

连续 3 年保持Ⅱ类水质；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见图四、图五）

目前，江西森林面积为 1035.4 万公顷，相当于人均拥有

约 5.4 个 标 准 篮 球 场 面 积 大 小 的 森 林 ，森 林 覆 盖 率 为

63.35%，位居全国第二。森林资源的面积持续增长、质量稳

步提高、功能不断增强。生态“高颜值”正不断转化为经济

“高价值”。2023 年，江西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 6500 亿元，稳

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 年上半年达到 2892.43 亿元，同比增长

8.7%。（见图六、图七）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江西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取得阶段性成效，先后有 20 余项经验做法被列为国家推

广的典型案例，相关工作得到国家相关部门充分肯定和社会

广泛关注。

如今的赣鄱大地，蓝天白云常在，清水绿岸常留，鱼翔浅

底常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措施创新，勇做生态文明先行者 绿水青山，描绘生态文明美丽画卷

政策保障，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图二：有关江西省的部分生态文明建设政策

图三：江西省现有各级林长人数

数据来源：江西省林业局

图四：江西省2019—2023年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与全国平均数值的对比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图六：江西省2012年、2017年、2020年、2024年森林覆盖率

数据来源：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江西省林业局

图五：江西省2016—2023年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情况

数据来源：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图七：江西省2012年、2015年、2018年、2021年、2023年林业总产值（单位：千亿元）

数据来源：江西省林业局

2024 年 9 月 22 日，12 只豆雁在鄱阳湖觅食。这是今秋以来，江西鄱

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辖区范围内监测到的首批越冬候鸟。

据调查，每年来江西越冬的候鸟数量稳定在 70 万只左右，数量排名全国

第一。

白鹤、梅花鹿（华南亚种）、蓝冠噪鹛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水松、

南方红豆杉、大黄花虾脊兰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都在江西找到了它们的

“乐园”。（见图一）

生物多样性之美源自江西生态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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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造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区、生态文明改革引领

区、全面绿色转型先行区、生态福祉共享示范区
● 构建主体功能明显的绿色空间、筑牢天蓝水

净景美的绿色屏障、加快低碳循环发展引

领的绿色转型等重点任务

2022年

《美丽江西建设规划纲要（2022—2035年）》

●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为重点，实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 建立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况调查、监测

和评估制度，推动生物多样性信息平台建设
● 适时更新省级重点野生保护动植物名录，

建设长江中游地区种质资源库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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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

● 建 立 完 善 了 以 评 价 考 核 、结 果 运 用 、审

计、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生态文明目标责

任体系
● 结合江西省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实践，构

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 规定每年 6月为江西省生态文明宣传月

图一：江西省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简介

数据来源：江西省林业局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

● 依托江西省生态优势和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良好工作基础，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 紧扣制度创新，针对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

保护、环境监管与保护、绿色产业发展、市场体系

建设、生态文明共建共享和责任追究等重点

领域，提出了系统性的制度试验安排

2017年

江西桃红
岭梅花鹿
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梅花鹿（华南亚种）从不足60头到如今的600多头，位

于彭泽县境内的江西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

成为我国梅花鹿（华南亚种）最大的集中分布区

井冈山
2015年，江西境内（井冈山）首次

发现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大黄花虾脊兰

婺源县
目前全球已知蓝冠噪鹛野生种群的分

布范围，仅在婺源县及周边区域，且种群数

量仅200余只

鄱阳湖
每年全球约 98%的白鹤飞往鄱阳

湖越冬并停留5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