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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靖安努力探索生态与经济共赢的发展新路

十年坚守那片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赖永峰 来 洁

40里香樟林40里香樟林

本版编辑 殷立春

“我们坚持不乱砍树、不乱开矿、不乱搞工业、不乱盖房子。”即使在各地纷纷以GDP挂帅而粗放发展盛行的过去，靖安也有一种坚韧

的定力，能够理性地面对发展的冲动，毅然拒绝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十多年来一直牢牢守住生态底线，产值再高的工业项目只要有

污染，就一票否决。绿色发展的这条路，靖安人即便走得再艰辛，也义无反顾。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

墨绿、深绿、浅绿，层次鲜明的各种绿色在明媚的阳
光下，尽情舒展；古树、芦花、碧草，错落有致的各种草木
在清新的山风吹拂中，摇曳生姿。更有鸟鸣啾啾，小蛇爬
行，虫儿蹦跳，宛若快乐的音符，跃动在这连绵不断的绿
色山林之间。雨后急流的河水欢快地奔向远方，清香的
空气似乎急不可待地涌入人的心田⋯⋯

这便是靖安北潦河两岸连绵四十里的香樟林，树龄
在百年以上的就有 12000 棵，在世界同纬度地区中保存
规模最大、森林质量最高，几十年都没有砍伐过一棵。这
片郁郁葱葱的香樟林是难得的绿色财富，如何进行保护
性的开发利用？靖安引进了 50 亿元的宝峰香樟林·养生
谷项目，将建成森林植被保护地、珍稀树种的抚育地、野
生动物的栖息地、健康生活的养生地、旅游地产的开发
地、休闲度假的消费地、体育运动的特色地等。

千年古刹宝峰寺正是靖安旅游长廊上浓墨重彩的一
环。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走江湖”这句俗语，正是缘起
于这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唐代，江西和湖南曾是我国
禅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地域，位于江西的马祖禅师和
位于湖南的石头禅师是当时佛教界的顶级大师，世间众生
和文人墨客频频行走于江西湖南之间求学问禅，于是就用

“走江湖”来形容奔走四方。
“靖安要把生态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规划以环三爪

仑 100 公里为‘项链’，以沿线旅游重点项目宝峰寺、观
音崖、金罗湾漂流、东周古墓等为‘珍珠’，打造一个精
品特色旅游大景区，建成一个百里精品休闲旅游长廊。”
靖安县旅游局副局长范海浪说。

为了充分发挥宝峰寺的旅游价值，靖安正在从交通、
环境、接待能力等多方面下功夫。“来靖安旅游的人都会
到宝峰寺，但大多看了寺庙之后就走了。为了让游客们
留下来，我们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另一方面
要搞好旅游基础设施。”宝峰镇党委副书记刘小华说，

“我们正在打造‘禅韵小镇’，像规划景点一样改造宝
峰镇，投入一个亿。按唐风禅韵的风格，集镇三条街
道的秀峰路、北河路、六和街正在做外立面改造，11 月
底 前 将 全 部 完 工 。 占 地 15 亩 的 河 心 洲 公 园 已 经 完
成。1996 年修的路尘土飞扬，现在要翻修成柏油路。
等基础设施搞好了，房子商铺广场建漂亮了，旅游会进
一步升温。” 文/本报记者 来 洁

守护绿色是一种情怀

良好的生态已成为靖安最响亮的品
牌、最强的核心竞争力和最大的后发优
势，如何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靖安创
造性地提出了“一产助推旅游、二产服从
生态、三产激活全局”的发展模式。

所谓“一产助推旅游”，就是在发展
绿色有机农业的同时，积极推进特色农
业与生态旅游有机融合。目前，靖安已
建成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30 个，绿色
水稻、绿色椪柑核心区面积 10 万亩，有
机白茶面积 1.8 万亩，获得“三品”（有机
产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
农产品 45个。

“目前，靖安正在着力打造农产品安
全岛，减少使用化肥农药，推广生物农药、
有机肥等；设立了 2个农产品生产基地进
行视频监控，保证农产品安全可追溯。近
3年农产品安全初检 100%合格。”靖安县
农业局局长陈海柱说。

古楠村党支部书记钟英华告诉记
者，村里有猪、鱼等 4 个养殖基地和白
茶、大米等 4 个种植基地，去年所有农
产品都注册了古楠村的品牌，现在已经
通过了绿色农产品的认证。“种绿色大
米，我们没用除草剂，而在每亩水田里
放 15只鸭子除草、吃虫，还用了红花草的
有机肥。”

同时，靖安以景区的概念建设农村、
用旅游的理念经营农业，推动传统农业
向观光休闲农业转型、推动农业生产基
地向旅游景区转变、推动特色农产品向
旅游商品升级。

所谓“二产服从生态”，靖安瞄准的
就是绿色低碳工业。2010 年落户、投资
6 亿的江西杰浩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正是因为看中靖安的生态优势。“杰浩做
的是被喻为‘工业牙齿’的精密钻头，是
绿色低碳工业，不仅产品的附加值高，而

且工业废水、污水、污泥全部回收利用。”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卫平说，“目前市场
非常好，公司每年都以两三倍的速度在增
长，今年销售收入预计有 1个亿。”除了杰
浩，靖安还引进了江钨硬质合金公司、合
力照明、超维光电等一批低碳工业企业。

所谓“三产激活全局”，就是要通过
第三产业这个“发动机”，带动第一、第二
产业的发展，进而激活整个县域经济发
展全局。

“旅游业是靖安优越生态的最大受
益者。今年 1 到 9 月，旅游人数同比增加
23%，十一黄金周游客人次超 10 万人。”
靖安县旅游局副局长范海浪说。近年
来，靖安以休闲旅游、度假养生旅游、农
业观光旅游、乡村旅游等为重点，全力推
进旅游转型升级，先后吸引了江西靖安生
态经济示范基地、三爪仑景区核心旅游资
源整合项目等一大批旅游项目落户，目前
已开工建设的旅游项目总投资突破了
100亿元，一个具有旅游观光、休闲娱乐、
避暑度假、宗教朝觐等多种功能的“白云
深处、靖安人家”初成雏形。

生态发力是一种优势

要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
衡，并不容易。对山区小县的靖安而言，更
是如此。靖安经济滞后，迫切需要发展。然
而，发展再急迫，也不能透支环境。

“这条守护青山绿水的路，靖安人走
得很艰辛，但是一代一代人都在坚守，每
一届领导班子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尤
其是 10 年前提出‘生态立县’的发展宗
旨以来，我们坚持不乱砍树、不乱开矿、
不乱搞工业、不乱盖房子。”靖安县委书
记田辉说。20 多年前，他在南昌航空学
院学的专业就是环境工程，由此奠定了
环境保护的理念。

不过，他也坦言在没有实行分类考
核之前，靖安的工业排名总是靠后，压力
很大，去省市开会只能找后排坐。“但
是，看到别的地方盲目搞工业搞得到处
浓 烟 滚 滚 ，到 了 靖 安 却 是 一 片 山 清 水
秀，就觉得这种坚守是值得的，就强行
遏制住‘大干快上’的冲动。现在靖安

的老百姓对这方水土很有自豪感。党
的十八大后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更增强
了我们的信心，绿色发展的这条路我们
走对了。”

3 天采访走下来，记者听到官员、企
业家和普通村民对此都有着高度的共
识。靖安县环保局局长张青余说，“靖安
提高了项目引进的环境门槛，对不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浪费资源、高耗能的项目，以及对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环境敏
感区产生影响的项目坚决不予审批、拒
之门外。”近年来，靖安主动拒绝多个“两
高一低”污染企业入园入境，投资总额达
30多亿元。

“这些年靖安的发展是带着镣铐跳
舞，不能因为搞工业，把祖祖辈辈的青山
绿水给破坏了。”靖安县工信委主任余华
武说，“我们要在靖安工业这张白纸上画
出最美丽的图画，树立工业发展的新理

念，大力发展精工制造，向制造业发达、
清洁生产的北欧国家看齐。”作为江西唯
一的绿色低碳工业示范县，靖安已形成
硬质合金工具和绿色照明两大省级产业
基地平台，目前工业的发展态势良好，9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20%。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靖安更注重守
护绿色。

靖安县林业局局长单庆华说，“靖安
生态环境好，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没有
放弃。靖安在江西第一个消灭宜林荒
山，2005 年又率先禁伐天然阔叶林。为
了守住绿色，本来按我们每年有 14.7 万
立方米的可砍伐指标，但是我们坚持每
年只砍 3 万方；同时还不断补植阔叶林，
提高森林质量。目前，靖安的活立木积
蓄量每亩 5.6 立方米，远远高于 3.6 立方
米/亩的江西省平均标准。”

“靖安虽然是财政小县，去年县级可
用财政收入只有 4亿，但是每年都在环保
上投入一个亿。”靖安县发改委副主任胡
克华说。目前，靖安县城生活垃圾收集
和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县城生活污
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80%以上。

现场①

“白云深处，靖安人家。”

来到拥有千年古墓、千年古寺、

千年古村、千年古树的江西省靖安县，

到处是青山绵绵，碧水潺潺，是喧腾世

界中的一方生态净土，恬静而美丽。可

这里离省会城市南昌只有50公里。

山是如此之绿：森林覆盖率高

达 84.1%，三爪仑景区的森林覆盖率

高达 95.7%，被誉为“天然氧吧”和

“天然基因库”，是全国首批 20 个国

家级示范森林公园之一；水是如此

清澈：交界断面和饮用水源地水质

均优于国家Ⅱ类标准，保护区内水

质主要指标高于国家Ⅰ类标准。

近3年来，靖安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5%，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33.2%，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年 均 增 长

13.5%，虽然发展在加快，但是环境

质量却没有丝毫的降低，生态优势

反而进一步提升，在江西率先通过

国家级生态县考核验收。

水口乡，一座看似平凡的南方小镇，却沉睡着几千年
极为灿烂的文明。8 年前，水口乡发现了一座东周时期
大型古墓葬，出土棺椁 47 座，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
早、埋葬棺木最多、结构最为奇特的一坑多棺墓葬，位列
2007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如果说东周古墓见证了水口乡昔日的辉煌，那么如今
开展得蓬蓬勃勃的生态农业则将开启这里明日的繁荣。

走进位于周家村的蓝孔雀生态庄园，吸吮着净美的
气息，沿着潺潺小溪爬上山坡，重重山峦，满目绿树，已经
令人陶醉了；可当看到几百只大大小小的孔雀正在大棚
里晒着太阳悠然漫步，得知几千条娃娃鱼在安静而黑暗
的屋里水池中静静栖息，简直一种醉心醉美的感受。

“靖安的水特别清、特别纯净，只有好水，才能养娃娃
鱼。”蓝孔雀生态庄园董事长刘冬梅说，“2011 年，我们成
立了金凤凰养殖专业合作社，做生态农业和养殖业。种
养区种植区 2000 多亩，种了红豆杉、桂花树、油菜等；养
殖区 80 多亩，养了娃娃鱼、孔雀、土鸡、甲鱼等。”别具特
色的生态农业如何进一步提高附加值？刘冬梅尝试着推
动传统农业向观光休闲农业转型。2012 年，投资 2000
多万的住宿区、餐饮区等项目开始动工，一幢幢设计新
颖、粉墙黛瓦的二层小楼破土而出，映衬着远山近水，有
一种别样的秀美。2013 年 10 月试营业后，市场反应越
来越好。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40 多间客房全部住
满，一天游客量达到三四千人次，生态庄园生产的菜籽
油、苦瓜茶、剁辣椒等土特产也全部卖光。

“我们的地理位置好，南昌开车过来只要一个小时，
很多南昌市民都愿意到这体验一下返璞归真的田园生
活。为此，我们特别建了一个野炊小区，搭起一排柴火
灶，让亲子游的家长和孩子都可以自己动手烧饭，玩得特
别开心。”刘冬梅笑着说，“我原来是林场的下岗工人，蓝
孔雀所在的地方原来也是林场的分场，以前靠砍树吃饭，
现在变成靠保护树吃饭了。” 文/本报记者 来 洁

陶醉在“孔雀园”

现场②

如今，集农业生产与观光休闲于一体

的观光点正在成为靖安旅游的新去向。图

为蓝孔雀生态庄园。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靖安在江西第一个消灭宜林荒山靖安在江西第一个消灭宜林荒山，，20052005年又率先禁伐天然阔叶林年又率先禁伐天然阔叶林，，目前森林覆盖率高达目前森林覆盖率高达 8484..11%%，，图为白茶茶园图为白茶茶园。。

靖安生态已形成“一果、两叶、三花、

四鱼”的特色农业格局，一果指椪柑，两

片叶指白茶和靖草，三朵花指皇菊、紫薇

花、油菜花，四条鱼指娃娃鱼、鲟鱼、三文

鱼、北河鲜。图为椪柑果园。

近年来，频现的雾霾天气和水危机，再
次昭示我国处于环境污染矛盾突出阶段，
必须打好气、水、土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东
方园林由此看到商机，决定从园林景观全
面进军水生态治理。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22 年来已为 70 多个城市建设了
园林景观系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园林景观公司。

“城市最重要的公园常常建在河湖水
系旁边，当我们建设的城市园林越来越多、
越来越美的时候，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因为
不得不面对一潭脏水，不仅破坏了公园景
观，还危及到了人们的健康。”公司董事长
何巧女说。

由此，东方园林去年启动了二次创
业，核心就是要成为城市水生态治理的领
导者。东方园林为这一战略升级打造了

国内首家、国际一流的水生态技术平台，
研发生态综合治理的核心技术。

目前，东方园林建立的景观生态规
划设计集团成为其水生态产业链上最
前 端 的 技 术 机 构 ，2000 多 名 技 术 人 员
呈树状延伸到水生态产业链的各个节
点。在全球技术资源整合方面，东方园
林已与国际国内顶级的研究机构建立
了 16 个战略合作平台。包括与中科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水科院、中国
环科院等联合建立了院士工作站；与清
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大学设立了研
究 院 ；与 全 球 顶 尖 的 流 域 治 理 企 业
Tetra Tech 成 立 了 合 资 公 司 ；与 芬
兰、澳大利亚、德国等国的顶级环保公
司合资合作。

东方园林从园林景观“升级”到水生
态建设，实际上是一种产业递进关系。因

此，东方园林水到渠成把 22 年积淀的人
才、技术、理念、模式应用到水生态治理领
域，开创了水资源管理、水污染治理、水生
态修复及水景观建设“三位一体”的综合
治理理念和模式。

“水是园 林 景 观 的 魂 ，在 进 行 城 市
园林景观设计时，要把水资源管理、水
污 染 治 理 、水 生 态 修 复 及 水 景 观 建 设
综 合 考 虑 ，给 城 市 景 观 系 统 提 供 一 个
长效机制，给水系污染治理、生态城市
建设等提供一整套的系统解决方案。”
何 巧 女 介 绍 说 ，东 方 园 林 目 前 已 经 完
成 了 30 多 个 城 市 的“ 三 位 一 体 ”城 市
生 态 系 统 设 计 方 案 ，并 已 经 在 几 个 城
市开始施工。

何巧女认为，治理水污染最难的是，
如何找到最经济的办法让水变清。“东方
园林整合全球顶尖生态技术，就是要探索

一条适应中国现状的最经济的治水之路，
让中国的水生态建设踏上快车道。”

毫无疑问，打好气、水、土污染防治三
大战役，需要巨资。何巧女认为，生态金
融创新是破解资金难题的现实之路。她
建议，首先要从顶层设计上去破解，比如，
开征生态资源费或者从财政收入的增长
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生态建设。其次，要
拿出切实措施鼓励生态金融创新，比如推
出生态建设债券；或者由国开行、农发行
等政策性银行设立生态专项贷款；发展互
联网生态金融等等。

何巧女告诉记者，生态金融创新至关
重要，要让金融为生态建设插上翅膀。作
为水生态治理领域里的深耕者，东方园林
愿做生态金融创新的试验田，无论哪项金
融创新，不论大小，都愿积极参与，成为生
态金融创新的重要力量。

从园林景观“升级”到水生态建设
本报记者 许红洲

10 月 24 日，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织女河生态林场，

农户正在收集树种。该林场造林面积 21600 亩、植树 239

万株，林下培育高档景观绿化苗木 8400 万株。近年来该

镇重视环境建设，先后投入资金实施了“三网”绿化、生活

污水处理厂、湿地建设等多项生态环保工程。

本报记者 赵 晶 通讯员 延海建摄影报道

生态林场保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