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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候鸟到鄱阳湖越冬已进入高峰期，国内

外 观 鸟 爱 好 者 纷 至 沓 来 ，这 得 益 于 我 省 生 态 环 境

的 持 续 改 善 ，鸟 类 有 了 栖 息 乐 园 。 江 西 省 鸟 类 名

录显示，我省鸟类达 22 目 84 科 280 属 570 种，占我

国鸟类种数的 39.52%。

近 年 来 ，全 国 各 地 的 观 鸟 热 度 持 续 升 温 ，《中

国 鸟 类 观 察 年 报 2023》显 示 ，截 至 去 年 底 ，中 国 观

鸟记录中心累计用户达 50657 名，较上一年度增长

49%。观鸟热升温，带动了旅游业、餐饮业、住宿业

等 相 关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观 鸟 业 成 了 富 民 产 业 。 以

婺 源 县 石 门 村 为 例 ，该 村 以 珍 稀 鸟 类 蓝 冠 噪 鹛 为

“媒”，吸引观鸟、摄影、研学、写生等方面的爱好者

前来。去年，这个仅有 512 人的石门村，就接待游

客 30 多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 2.65 万元。

然 而 ，我 们 也 需 要 看 到 ，观 鸟 热 还 需 冷 思 考 。

“南昌市新建区的南矶山、南昌高新区的五星白鹤

小 镇 、永 修 县 的 吴 城 镇 、进 贤 县 的 金 溪 湖 、余 干 县

的插旗洲，观鸟周期从每年 11 月至来年 3 月，过了

这 个 周 期 就 没 什 么 看 的 。”“ 来 玩 一 趟 想 带 些 伴 手

礼 给 亲 戚 朋 友 ，可 惜 江 西 观 鸟 的 文 创 产 品 太 少

了。”笔者注意到，有些观鸟游客的吐槽，反映了我

省 观 鸟 产 业 链 条 延 伸 不 够 ，与 生 态 旅 游 、体 育 旅

游、康养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方面存在不足。

另外，笔者注意到，我省婺源县境内鸳鸯湖是亚洲乃至全

世 界 最 大 的 野 生 鸳 鸯 越 冬 栖 息 地 ；都 昌 县 有“ 中 国 小 天 鹅 之

乡”美誉；余干县有“水中凤凰”水雉成群结队嬉戏奇观；遂川

县 有 千 年 鸟 道 ；鄱 阳 湖 达 子 咀 是 中 国 苍 鹭 之 乡 等 等 ，而 相 关

部门没有据此发布清晰的观鸟生态游线路指南，导致游客观

鸟盲目奔跑，旅游团体盲目指导。另外，作为鸟类比较齐全，

珍 稀 、濒 危 鸟 种 众 多 的 江 西 ，观 鸟 游 的 品 牌 影 响 力 与 其 拥 有

的鸟类资源不匹配。一些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开发

观 鸟 资 源 ，导 致 生 态 环 境 受 到 破 坏 ；一 些 爱 好 者 在 观 鸟 过 程

中使用闪光灯、无人机拍照，也无人制止。

总之，在观鸟热的当下，如何利用丰富的鸟类资源，持续

提升观鸟活动的影响力和观鸟路线的知名度，孵化和培育更

多 的 观 鸟 业 态 ，拓 宽 绿 水 青 山 转 化 为 金 山 银 山 的 路 径 ，让 鸟

声富民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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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装的淋浴椅，洗澡时可以坐在

上面，平稳又舒适，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

地面上还铺了防滑垫，不用担心跌倒，适老

化改造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很大帮助。”近

日，在九江市濂溪区新路岭社区，张金香高

兴地对社区干部说。

为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改善老年人

居住生活环境，今年 9 月份以来，濂溪区全

面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凡居住在辖区范

围内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均可以申请

改造，政府给予每户最高 3000 元补助。其

中低保户、特困户等困难老年人家庭，给予

全额补助。其他老年人家庭，按照改造费

用的 60%予以补助，超出部分由个人自付。

为让适老化改造政策落地见效，濂溪

区成立工作组，带着适老化产品、宣传资料

等到公园、广场、老年大学、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等场所，向群众宣传政策、讲解适

老化产品功能，并让老年人现场体验。

“我老伴总是忘记冲马桶，能否换个智

能的？”“我父亲年岁已高，煤气总不记得

关，能不能申请装个燃气安全报警器？”“师

傅，耽误你一点时间，上门看看我家台阶能

否改成坡道，方便轮椅进出？”近日，在濂溪

区长化社区广场，民政部门联合承接机构

开展适老化改造推介活动，电动轮椅、智能

马桶、智能拐杖、旋转洗澡椅等适老化产品

一字摆开。一些老年人用手摸摸这个，试

试那个，向工作人员问个不停。

“老人家，申请表您说我写，身份证、户

口簿、不动产证等我来帮您复印，乡村两级

的章子我去替您盖。”为方便群众办理，濂

溪区精减适老化改造各项手续，实行报名、

填表、提交材料、方案设计同步进行，资金

直补到老年人或其子女的账户上。针对老

年人身体状况不同，对适老化产品需求差

异较大的现象，该区成立由设计师、施工员

及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组成的工作组，上门

实地测量，制定改造方案，并充分听取老年

人 意 见 ，建 立 多 套 改 造 方 案 供 老 年 人 选

择。针对老年人行动不便、材料提供难等

情况，工作人员上门免费扫描、复印证件，

代办申报、审批等各项手续。

“我们实行多流程、多件事集成办，将

适老化改造归集为入户办手续、组织施工、

核实验收三个步骤，每一步都有对应的工

作组和流程。老人只需一个电话，剩下的

事就由各级干部来办，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适老化改造带来的便利。”濂溪区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说。

为防止居家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产品价

格虚高、以次充好甚至偷工减料的问题发

生，濂溪区对每件适老化产品及改造事项

价格采取“多家比、市场询、网上查、群众

议”等方式，确定最高限价，并向社会公布。

“以智能马桶为例，市场上产品型号

多，质量良莠不齐，价格差别也很大。我们

将产品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每个品牌

根据知名度、产品质量、群众口碑对应相应

的档次，制定价格区间，一型一价，供群众

选择。”濂溪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保障适老化改造质量，该区还设立产品保

证金，建立改造效果回访机制。老人对适

老产品不满意，在规定期限内都可以更换

或调换同等价格产品，真正让群众改得明

白、用得放心。

“自从有了电动轮椅，我出门方便多

了。适老化改造真是改到了我的心坎上。”

在濂溪区仪表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李

友松向一群老友们展示新配置的电动轮椅。

据介绍，在此次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

改造项目中，濂溪区共有 260 余户老年人

家庭纳入改造，涉及起居、用餐、如厕、洗

浴、出行等各个方面，改造补助资金达 78
万元。目前，160 余户家庭已完成适老化

改造，剩余家庭也已全部动工，预计今年

12月中旬前，所有改造全部完成。

冬已至、北风起，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

镇却是一派绿意盎然的丰收景象。在上房

村的田地里，青翠硕大的绿叶间包裹着一

颗颗圆润饱满、白白嫩嫩的有机花菜，格外

惹人喜爱。

12 月 3 日，菜农郭树长和妻子一早便

来到地里忙活起来。采摘、装筐、搬运……

夫妻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温暖的阳光

映照在他们脸上，笑容里满是收获的喜悦。

“今年花菜的行情不错，每亩产值可达

5000 元。我种了十多亩花菜和西蓝花，利

润很可观。”郭树长轻轻拨开翠绿的菜叶，

露出雪白饱满的花球，“当花球直径达到

10 厘米时，要用花球附近的几片大叶将其

包裹，就像‘盖被子’一样，避免阳光照射，

防止颜色发黄。”他说。

“我们这里生产的都是在自然环境条

件下，通过人工进行栽培管理生长的新鲜

蔬菜，也就是时令蔬菜。”扬子洲镇农业和

农村办公室主任帅华平介绍，眼下，当地近

6000 亩的冬季时令蔬菜大量成熟，菜农们

正抢抓农时进行花菜、西兰花、包菜、萝卜

等蔬菜的采摘工作，让蔬菜抢“鲜”上市，卖

个好价钱。“这几日都是白天摘的菜连夜就

送往南昌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确保市民

第二天早上买到最新鲜的时令蔬菜。”郭树

长笑着说。

在菜农们热火朝天忙采摘时，当地的

农田冬修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记

者在上房村看到，一台大型挖掘机与推土

机正挥动着机械臂，取土、推土、平整土地，

将原本狭窄的羊肠小道拓宽成一条 5 米宽

的机耕道。菜农郭玉根一边将地里的一筐

筐蔬菜搬上车，一边笑着说：“以前摘下来

的蔬菜还要从菜地里肩扛手挑搬到大路上

装车，现在机耕道修好了，车子直接开到菜

地旁，装菜方便多了。”

帅华平说，今年，为改善全镇蔬菜和粮

食作物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方便村民生产

耕 作 和 农 产 品 收 割 运 输 ，扬 子 洲 镇 投 资

118 万元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从 11 月

起，我们就开始实施机耕道改造提升及灌

排沟渠清淤改造建设，所有项目将在本月

全面完成，这将进一步提高全镇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和农田防灾减灾能力，为农民增

收致富打下坚实基础。”他说道。

建立生态修复司法保护机制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婺源

县思口镇专职护林员王海和吕焰保已在密

林里检查树木健康状况，记录野生动植物

的情况，清理枯死树木。

“只有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守住好日

子。”王海的指尖轻触手机屏幕，通过巡护

软件上报巡护情况。

在秋口镇李坑村的山林里，该县林业

局森林资源保护中心负责人程志河正在操

纵航测无人机在空中盘旋，片区内的森林、

建筑物等一目了然。

“通过开展无人机空中巡护和陆地巡防，

及时发现和制止危害林草生态安全行为。”程

志河告诉记者，婺源设立县、乡、村三级“林长”

400余人，组建林业监督员、专职护林员队伍

340人，实现了每片林地都有“林长”。

位于思口镇蛇林嘴山的补植复绿示范

基地，木荷、野鸭椿杉等林木色彩斑斓、枝

繁叶茂。这片山林为公益诉讼生态补偿复

绿基地，占地 52亩。

婺源县林业局副局长严家军介绍，该

局联合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共

同出台了公益诉讼协作机制，3 年共侦办

案件 25 起，收缴生态赔偿金 33 万元，在县

域内建立补植复绿基地 2 处。今年 8 月，婺

源县在赋春镇鸳鸯湖成立了全省首个野生

鸟类司法保护基地。

香榧树让残次林披上绿装

从高处俯瞰初冬的婺源，郁郁葱葱的

秀美山川和层林尽染的生态家园让人陶

醉。这份自然生态的“高颜值”，不仅来自

自然的馈赠，也蕴含着近年来婺源林业人

高效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项目，森林

质量持续跃升的成果。

位于清华镇横坑塅村附近山场上的香

榧树，树干挺拔、细叶婆娑。正在香榧林工

作的村民方松生说，村里有 20 多人常年在

山场务工，多的时候有 60 多人，人均月收

入 3000多元。

这片山场原本是残次林，当地通过招

商引资打造成 8000 亩的香榧种植培育基

地。香榧果实营养和药用价值较高，市场需

求量大，每年亩产值超过 1 万元。10 年来，

该基地每年为周边林农提供 2 万多个工作

岗位，累计向林农发放工资2400多万元。

这只是该县通过可持续经营催生绿色

财富的一个缩影。去年，婺源通过适当抚

育间伐后，选择楠木、木荷、枫香、檫木等乡

土彩色树种进行补植，共完成森林可持续

经营试点面积 1.4619万亩。

打造森林旅游“加速度”

山路蜿蜒，鸟鸣啾啾。在国家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珍珠山乡，不少骑行爱好者穿

越绿意盎然的茶园和云雾缭绕的林区，欣

赏着湖光山色，感受着清新的空气。

森林覆盖率高达 92%的大鄣山乡，依

托 丰 富 的 森 林 生 态 资 源 ，探 索“森 林+体

育”“森林+观光”“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挖 掘 擂 鼓 峰 、金 岗 岭 等 森 林 徒 步 古 道 22
条，先后承办登山健身大赛、古驿道徒步大

赛、骑行挑战赛等体育赛事。

让绿水“流金”，让青山“变现”。目前

婺源已建成经济林 5 万亩、中药材基地 1 万

亩、苗木花卉基地 1 万亩、毛竹林 21 万亩、

油茶林 10 万亩、有机茶园 18 万亩等，发展

各类林业专业合作社 197 家，促使林下经

济从业群体近 10万人增收致富。

“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社会、经济效

益，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为发

展全域旅游贡献森林力量。”婺源县林业局

局长吴进良介绍，该县在建设彩色森林的

同时，培育生态功能更好的高大乔木森林，

形成了复层阔叶混交景观林，打造了森林

旅游“加速度”。

“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山峦绵延起伏，

河道川流不息，满目葱茏之间处处响动着

绿色发展的拔节之声。

绿水“流金”青山“变现”
——看婺源县如何全链条闭环管护森林资源

管道疏通 居民舒心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这路修得好，大街小巷干净了、下水道不堵了、环境优美

了。”日前，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顺外村村民谢金星表示，该村

属城中村，排水系统建成时间早、设计标准低，加之管网老化等

问题，排涝能力非常有限，给村民生活和出行带来不便。

今年 9 月，顺外村筹措资金 100 多万元，成立工作专班，按排

水系统地理分布情况进行任务分解，分批、有序将源头管网摸

清，得知以前出现排污管破裂、污水倒灌等情况，是因为一些雨

污管网存在错接混接。为了从源头上彻底解决问题，该村村务

监督委员会面对面征求村民改造意见，邀请村民对工程进度、工

程质量、施工安全等方面实施监督，及时发现了施工方错装管道

阀门等问题，让每一分改造资金花在刀刃上。

目前，该村 20多条街巷已完成改造，改造后排水速度比以前

快多了。

眼下正值山药成熟季节，12 月 4 日，瑞昌市南阳乡组织 20 余

名党员志愿者来到该乡上坂村，帮助缺少劳动力的村民挖山

药。山药产业是南阳乡的特色产业，该乡通过产业联村、项目带

村、电商助村等做法，将山药变成富农“金疙瘩”，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摄

近 日 ，江 西 省 交 通 投 资 集 团 南 昌 西 管 理 中 心 基 层 党

支 部 与 上 高 县 泗 溪 镇 携 手 ，深 入 辖 区 开 展“ 大 力 弘 扬 宪 法

精 神 ，推 动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主 题 普 法 宣 传 活 动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邮箱：344581279@qq.com
电话：0791-86849940
新浪微博@江西日报徐黎明

单长华

初冬时节，婺源县思口镇漳村漳溪河
清澈见底，两岸青山苍翠欲滴。有游客驻
足在一块清代石碑前，认真品读林区禁伐
禁猎乡规民约，感受古人的生态智慧。

婺源百姓自古就养成了尊重自然、敬
畏山水的习惯。如今，这些流传已久的生
态理念得到优化传承。从改燃节柴、天然
阔叶林禁伐，到自然保护小区的创建推广，
婺源依托“林长+”系列协作机制，在源头管
理、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生态
公益诉讼和生态保护修复上持续发力，走
出了一条全链条闭环管护森林资源的生态
之路。

婺源县清华镇的香榧种植基地。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摄

冬季蔬菜喜丰收 田间地头采摘忙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菜 农 将

花菜装车。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侯艺松摄

上门定方案 改到心坎上
——九江市濂溪区为260余户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

工 作 人

员 上 门 与 老

人 沟 通 居 家

适 老 化 改 造

方 案 。

本报全媒

体记者 陈 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