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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电(记者刘菁、吴锺昊、李美娟)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美丽”只等天造
地设？不，“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自 2017 年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获批以
来，江西在好山好水中开创治山理水、显山露水
的新作为，探求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显山露水构建生命共同体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江西 94% 的
国土面积属鄱阳湖流域，97% 的江河水量汇入
鄱阳湖再北注长江，为长江贡献了 16% 的水
量。籍由生态要素齐备、互为相依的独特地貌，
一场生态文明治理体系深改大试验在浩渺鄱阳
湖上推开。

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张和平说，把鄱阳湖流
域作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进行系统治
理，是江西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战略定位，也
是最鲜明的特色。

“都说处处青山绿水，好山好水到底知多
少？”鄱阳湖边南昌新建区国土局副局长程昌锋
对过去说不清生态家底颇感惭愧。去年 10 月，
新建区对辖区内湿地、河流、水库、林地等逐一
登记产权。江西其他五个试点县市也将鄱阳湖、
赣江、庐山等自然资源划分为 154个单元确权
登记，建立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重点界定
水林地等自然资源边界、产权主体和主体权利，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和生态补偿机制。

“明晰好山好水的权属，防止了因主权不清
带来‘公地悲剧’、因界线不明造成过度开发。”程
昌锋说。

从摸清家底到构建生态云、由治水改为陆

水统筹治理……鄱阳湖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
逐项推进。江西在 100个县市区全面推开流
域生态补偿，2016 年、2017 年两年共分配流
域生态补偿金 47 . 81 亿元，是全国生态补偿
覆盖范围最广、筹资最多的省。

全国首批四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
修复试点地之一的赣州市筹集 183 亿元开展
生态修复。寻乌县文峰乡 7 平方公里的柯树
塘废弃稀土矿山过去寸草不生，如今却移植
了片片人工湿地改良水土。县水利局副局长
刘树根说，以往生态修复各自为战、治理低
效，现在农林水矿等各部门割舍部门利益、合
力攻坚，才让污染重地变成生态湿地。

治山理水创新生态文明制度

2016 年江西接受中央环保督察后一边
迅速整改，一边下决心从治理体系上下功夫，
创新生态监管、司法保障、生态审计、责任追
究等体制机制，打造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
柱”，努力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创新
供给。

抚州市资溪县审计局副局长唐义龙揣着
一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各乡镇森林覆盖
率、林木蓄积量、用水量等逐年标记。这是当
地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依据，也是
干部考核任免的依据。高阜镇原党委书记付
光文的离任审计这样记录着：2016 年活立木
总蓄积量 53 万立方米，与 2013 年比增加 5
万立方米；2016 年森林覆盖率 80 . 3%，与
2013 年比增加 0 . 4%；养殖企业排放不达标。
生态审计认定付光文履职“较好”。

目前江西已有 9个市县编制完成了这样

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初步形成以负债表
编制为基础、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责任情况为手段、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为保障的绿色生态审计制度体系。

抚州市宜黄县下南水产场用大粪喂鱼的
事件曾一直久拖不决，只因涉及多部门管辖，
“九龙治水”成为生态执法的一大障碍。江西
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生态执法管理体制改革，
试点设立生态综合执法机构，集中行使环保、
水事管理、渔业保护、土管、矿产资源保护等
执法职能。去年初，宜黄县从农林水及公安、
环保、国土等部门选调 25 人组建生态综合执
法大队，执法大队按综合执法职能扣押了下
南水产场运粪槽罐车，开出行政处罚书。现在
这家水产场已严格实行人放天养，老大难问
题迎刃而解。

完善环境司法保障机制是江西另一生态
文明制度探索。去年，中华环保基金会起诉鄱
湖低碳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向江河排污，
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调解江西这起首例
环保组织公益诉讼案，被告自愿履行社会责
任，支付环境损害费。

江西省生态文明办副主任刘兵说，今年
江西将力争形成 12 项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制
度创新成果。

绿水青山延展生态价值

在鄱阳湖南矶湿地自然保护区，每年有
十万只候鸟落户，过去一些渔民怕鸟与鱼抢
食而驱鸟捕鸟。去年冬季，一场别开生面的
“点鸟奖湖”活动在湖面上展开，渔民黄顺生
在承包的湖面上清点出白鹤、天鹅等 5631 只

候鸟，获得第一，领到奖励资金 2 . 74 万元。
当天南矶渔民共清点候鸟 11 . 8 万只，拿到
补贴近 19 万元。连续四年的护鸟活动让人与
鸟的矛盾不再。

经营好生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偏
远山区婺源县正是凭借生态发展成为“中国
最美乡村”。在婺源县委书记吴曙看来，十多
年来当地换班子不换生态路，顶住早些年
GDP 考核压力，拒绝过度开发，护住一树一
瓦，积累下了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资本。在
播种 5600 亩油菜花的溪头乡江岭景区，一年
接待 25 万游客，旅游综合收入 3000 多万元，

油菜花的景观价值远远超过作为食用油源的
价值。

“风景这边独好”的江西仍然面临加快发
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婺源走过的路正
是江西打造中部地区绿色崛起先行区之路。
近一年来，江西努力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的多
种实现形式，水权、碳汇、排污权入市交易就
是其中之一。萍乡市芦溪县将分 25 年把辖区
内山口岩水库的 6205 万立方米水量卖给安
源区和经开区，交易总价 255 万元。

航空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VR 产业、
大数据产业……去年，江西一大批技术精尖、
生态友好的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 . 6% ，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 11 . 1% 。年纳税 3 亿元的吉
安县协讯电子有限公司一年内投入绿色技术
改造的资金达 8000 万元，绿色工艺占整体工
序的 85%，对环境的影响度控制在 4% 以内。

“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
最大品牌。”好山好水的江西在创新青山蓝天
的美丽幸福中坚定前行。

好山好水里的江西新作为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栗建昌、韩振、何宗渝)
冬日里，长江上游万州寒意逼人，江面上漂浮着
一层浓浓的雾气，但在占地 12 万亩的标准化玫
瑰香橙基地，却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景象：一只只
柑橘挂在枝头，犹如一只只高高挂起的灯笼，为
冬日的万州增添了不少暖意。

万州作为重庆第二大城市，地处三峡库区
腹地，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近年来，该区在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精神的指引下，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严防长期困扰长江生态的“面源
污染”。

“这是我们区的‘一园三基地’之一。”万州
区农委副主任杨贵林指着香橙基地说，“一园
三基地”即国家农业公园、全市特色柑橘基地、

全市生态渔业科技示范基地和三峡库区名
优茶叶基地，这是万州区打造生态农业的总
体格局。

“每年春节期间，我们就开园让市民来采
摘，每年光采摘的收入就达 100 万元左右。”
四月红玫瑰香橙园负责人易兴民告诉记者，
该基地完全采用生态农业种植方式，不喷洒
农药，不使用复合肥。

在一棵挂满柑橘的树上，记者看到一只
小口袋挂在树枝上，口袋上写着“捕食螨”字
样。“这是一种生物杀虫技术，袋里的螨虫是
益虫，长大后会爬到树上吃害虫，这就达到了
杀虫的目的，这是中科院目前正在推广的技
术。”易兴民介绍说，使用这种技术虽然比传

统农药杀虫成本要高些，但种出的果实更环
保、更能卖出好价钱。

杨贵林告诉记者，过去由于长江沿线过
度使用农药、化肥，导致长江水质富营养化突
出，这是一种长期困扰长江生态的农业面源
污染。近年来，万州区为了推广生态农业，减
少长江沿线农药、化肥的使用，对农业种植户
采取补贴措施，以柑橘基地使用“捕食螨”为
例，由政府补贴 30%。

除了施肥除害的方式更加环保，万州
区的一些现代农业基地对土地的利用也更
加节约。在占地 1137 亩的同鑫大观园里，
立体种植技术显示出了神奇的“魔力”，里面
种出的西红柿、草莓等蔬菜水果，不但产量

高，而且更环保，一株“番茄树”的单株年产
量竟能达到 6000 斤。为保证生产出来的农
产品更加生态，大观园的灌溉用水是采用
收集到的雨水，使用的肥料是腐烂的菜叶
和油菜饼。

为了实现规模化种植，从而让整个生产
流程更加标准、可控，万州区引入种植大户，
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实现规模化农业，在保
障农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农业发展，实
现生态恢复。

“万州作为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就是为了把好‘绿水青山’
关，将长江母亲河装扮得更加靓丽。”杨贵
林说。

柑橘田里“虫杀虫”，地里长出“番茄树”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万州见闻

新华社太原 3 月 3 日电
(记者孙亮全)从腊月二十三启
幕的大同古都灯会，不足一月
已经吸引数十万中外游客参观
游玩，上百万游客参与古都灯
会春节文化庙会活动。这个千
年古城的旅游“新引擎”愈发强
劲有力。

通过调结构、推动绿色
发展，山西大同在经济转型
中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通
过“黑绿”变奏，实现了华丽转
身。

云冈大佛遮黑纱

城市处处脏乱差

真难想象，仅仅十余年前，
大同还被覆盖在煤尘中，“云冈大佛遮黑纱，城市处处脏乱
差。”彼时，扬洒的煤尘令大佛失色，污浊的烟气使行人掩
鼻。

山西最北端的“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大同市，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拥有云冈石窟、悬空寺、华严寺等中外驰名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然而，常年被外界熟知的却是“煤都”名片，国家重要的
能源基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同累计为国家贡献优质动
力煤 30 多亿吨和超过 3000 亿千瓦时电能，为全国经济建
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丰厚的煤给大同带来过荣耀，但“一煤独大”的单一产
业结构也留下阵痛，多年的历史欠账让大同的环境疮痍满
目。由于采煤业的过度发展，大同变成一个地表沉陷严重、
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城市，采煤沉陷区面积超过 1600 多平方
公里。

大同市环保局局长赫瑞说，进入新世纪，全国城市“污
染榜”上，大同常年“榜上有名”。2003 年到 2005 年，大同连
续 3 年进入全国污染最严重城市之列。

向上要蓝天 向下要绿色

十八大以来，大同主动应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严峻挑
战，打出一套去产能、调结构、增效益的组合拳。用光伏拯救
沉陷区，打响“控煤、治气、管车、抑尘、减排、治企、预警、取
缔‘土小’”的“蓝天保卫战”。

2013 年，大同市开始谋划利用当地丰富的太阳能资
源，整合采煤沉陷区土地、电网等发展要素，建设全国首
个光伏发电“领跑者”项目基地，基地于去年 5 月通过验
收。

大同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吴利华介绍，截至去
年底，大同市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达到 1822 . 22 兆瓦，
全年实现发电量 26 . 58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87 . 71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27 . 58 万吨。

面对燃煤污染，大同大力改变以煤为主的燃料结构。仅
2017 年，大同市完成“煤改气”“煤改电”和集中供热 59305
户，排查“散乱污”企业 617 家，取缔 610 家。

向上要蓝天的同时，大同也向下要绿色。地处山西北部
的大同生态脆弱，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仅剩下残次林 38 万
亩，森林覆盖率仅为 1 . 8%。

近年，大同发出“守护大同蓝，再造大同绿”的动员令，
增加投入扩大城市绿化面积，恢复植被和森林。目前大同市
已建成 30 万亩以上规模的连片绿化工程 2 处，10 万亩以
上的工程 8 处，10 万亩以下 1 万亩以上的工程 56 处，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超过 40% 。2014 年大同跻身国家园林城市，
大同市林业局局长张宏东说，“大同绿”为“大同蓝”的形成
打下了绿色基底。

曾经以煤为荣的“煤都”，如今大做“去煤”文章，以高端
产业链搭建城市发展新的生态骨架，实现发展动力的转
换。在大同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转型发展战略
的驱动下，一大批民营企业被推向了引领行业发展的潮
头。

“煤都”有了新“名片”

刚刚公布的山西省空气质量排名数据显示，2017 年，
大同二级以上良好天数达到 304 天，是山西全省唯一突破
300 天的城市，优良率达 83 . 3%，连续五年保持全省第一，

实现了“五连冠”。

“煤都”再次唤回了蓝天，“大同蓝”成了一张崭新的城
市名片。依赖脚下的“绿色”和头顶的“蓝色”，大同市的新动
能发展强劲。

2017 年大同市接待入境旅游者累计 7 . 38 万人次，接
待国内旅游者累计 5300 多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近
500 亿元，同比增长三分之一。这张刚刷新的旅游成绩单，
展现了古都的新实力。

南郊区口泉乡杨家窑村也是绿色发展的获益者，这
个紧挨同煤集团塔山煤矿的千余人小村子，没有走“黑
色”的老路，转而将种养业、现代观光农业做得风生水
起。村里种植各类果树和经济林 15 . 6 万株，饲养奶牛
5000 多头，年产鲜奶 2700 万公斤，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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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月 3 日，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
游人在欣赏盛开的油菜花。随着气温不断升
高，南方多地花儿绽放，散发着春的气息。

新华社发（蒙增师摄）
图 2：3 月 3 日，两名小朋友在贵州省威

宁县龙街镇的樱桃园内玩耍。

新华社发（何欢摄）
图 3：2 月 28 日在长沙市橘子洲景区拍

摄的梅花。近日，湖南省长沙市橘子洲景区的
500 余株梅花盛开，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
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王天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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