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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湖 好 水 鱼 先 知
——江西新余市仙女湖区生态综合治理调查

本报记者 刘 兴

新余仙女湖风景名胜区是江西省最早开发

的湖泊型景区。在这里，巨网捕捞是文旅融合发

展的重要产品，也是促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

要抓手。巨网捕捞季捕获的有机鱼“游”向了各

地市场，受到广大消费者喜爱。

一湖好水鱼先知。有机鱼之所以受到市场

青睐，离不开仙女湖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很难

想到，渔旅产业快速发展的仙女湖区曾因水质变

差被上级环保部门要求改进。近年来，仙女湖区

是如何通过综合治理推动“两山”转化、走上生态

发展路的？经济日报记者在新余市展开调查。

共抓环境治理

2 月 6 日，在仙女湖塘尾码头，一辆辆货车正

排队等待即将起网的有机鱼装车外销，销售负责

人李小腾忙得不亦乐乎。

“湖水明显变得清澈。以前下雨一涨水，湖

面上就漂着白色垃圾，现在看不到了。”李小腾是

仙女湖区河下镇垱头村村民，生于斯长于斯，前

前后后捕鱼 30 多年，对仙女湖水质的变化深有

体会。

自从垱头村管辖段养鱼承包权收归江西仙

女湖渔业有限公司行使后，湖区养鱼进入规范化

管理轨道。李小腾也从渔民转变为公司员工。

他认为现在比起当年承包养鱼，不仅收入没有减

少，而且不用承担市场风险。最关键的是，湖区

生态的改善让他觉得“很值”。

李小腾说：“水质对健康有很大影响。没有

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好的生活。”这也是很多村

民的心声。从“谋生活”到“要生态”，这段路并不

平坦，随着仙女湖不断推进生态治理，村民们越

来越意识到两者间的辩证统一。

有“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称号的仙女湖汇

聚奇峰、森林、岛屿、曲水于一域，良好的生态环

境孕育出丰富的鱼类资源。早年间，生活在仙女

湖附近的村民多以捕鱼为生，但由于不科学的养

殖和捕捞方式，使得水域生态遭到了很大破坏。

江西仙女湖渔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仙女湖

渔乐园董事长万金平告诉记者，“过去以库湾网

箱养鱼为主。一些养殖户为了逐利，鱼群、饵料

投放密度大、频率高，导致水质逐渐变差”。

当时，湖区共有 8 家独立渔业养殖单位，这

些养殖单位又分别管理着几户、几十户不等的散

养主体。为保护仙女湖生物多样性，2009 年江西

仙女湖渔业有限公司在新余市政府支持下成

立。从此，仙女湖取消网箱养鱼的养殖方式，

8 万亩水面统一为一个经营主体、一个品牌、一

种经营模式，发展净水养鱼和碳汇有机渔业，严

格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

虽然湖区养

鱼方面实

现了科学规范管理，但是导致水污染的更大根源

在岸上。沿湖周边密集的畜禽养殖和工业污染

让仙女湖不堪重负。

多年来，空气清新、水质清洁、山川清丽一直

是群众的热切期盼。2017 年起，一场以畜禽养殖

整治、工业污染整治、水库退养为主要内容的“保

家行动”拉开序幕，仙女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全面

推进。

仙女湖区将仙女湖全境列为畜禽禁养区，湖

区涉及的 316 处山塘、水塘、水库已全部退出承

包养殖，退养率达 100%；湖区严把项目审批关，

环湖 2 公里内禁设工厂。

依山傍水、风光秀美的新余市仙女湖风景名

胜区凤凰湾办事处欧山村，是上世纪 50 年代末

因江口水库修建而形成的移民村。以前，村民们

主要靠捕鱼为生。2011 年网箱养鱼全面取消后，

部分渔民拆除网箱，上岸办起了养猪场。

畜禽养殖整治行动实施后，欧山村被列为禁

养区，所有养猪场面临拆除。“家里养了几百头

猪，投入这么多，拆掉养殖场肯定很心疼。但想

想我们的家园环境，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欧山

村村民王阳平带头拆掉了自己一砖一瓦建起来

的养殖场，为村民作表率。

“现在的水质确实好多了。”欧山村党支部书

记袁丹说，“时代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窝在

山里养鱼养猪，之前粗放的养殖方式不仅污染了

水源，而且收入只够养家糊口。不少人凭借自身

的捕鱼技术外出务工，有的还成了致富带头人。”

孔目江是新余城区主要饮用水源地之一，曾

因上游的欧里镇开采矿产资源、养殖畜禽等受到

污染。为保护孔目江的一汪清水，欧里镇 11 座

小（二）型水库、74 座山塘全部退出承包，实行

“人放天养”养殖模式。与此同时，欧里镇 96 家

畜禽养殖场全部关停拆除到位，并清场复绿、保

护水源。

地处仙女湖上游的欧里镇过去是个资源大

镇。上世纪 90 年代，欧里镇煤矿、采石场、水泥

厂、石灰窑遍地都是，不少村庄依托矿产资源办起

村办企业。村民的腰包鼓了，可是生态环境却遭

到了破坏。山头被挖成“瘌痢头”，空气里夹杂着

呛人的煤烟味，煤炭、石灰撒落在公路上，“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欧里镇被人唤作“黑白灰”。

要算经济账，更要算长远账。欧里镇调整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经济绿色转

型。随着欧里镇逐步推进昌坊度假村开发，采石

场、石灰窑、煤矿等相继退出。

昌坊村村民昌有根的采石场就在第一批关

停之列，他说：“短期来看对个人是有些损失，但

是从长远来说我们也能理解。采石场灰尘大、噪

声高，还有安全隐患，关停也是为了环境更好。”

“不能光顾着自己发财，把子孙后代的

生存环境毁了。”仙女湖区观巢镇文

昌宫农业生态园总经理邹小

华 说 。 他 曾 经 是 一 名

矿 老 板 ，10 年 前

主动放弃经营多年的矿产企业，投身农业开发。

2019 年年底，他接过观巢镇政府伸出的“橄榄枝”

返乡创业，带领村民走生态路、吃生态饭，成为一

名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如今，文昌宫农业生态

园已是当地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点之一。

欧里镇近年来累计关闭退出了 18 处煤矿、

59 座石灰窑、3 个采石场及 4 家矿产品加工企业，

彻底告别了单纯“靠山吃山”的历史。

共护绿水青山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

是为了民生。近年来，仙女湖区深入践行“两山”

理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仙女

湖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小根说：“尤其是 2018

年上级环保部门指出仙女湖生态治理存在短板

后，我们把生态保护提到更高的高度，工作力度

也不断加大。”

污水处理体系综合改造提升、保家行动、水

库退养、生态保育、孔目江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绿

色矿山创建⋯⋯一项项治理措施的开展、推进和

落实，既是对历史欠账的整改和反思，也是为了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大力推进仙女湖区的生态保护，除了加强治

理外，精心的修复与呵护同样重要。

位于欧里镇洲上、欧里、昌坊村交界处的金

石山矿山公园项目现场，机声隆隆、工人忙碌，造

型各异的建筑拔地而起。游客接待中心、匠心学

院、设备用房等建筑单体主体结构已完成，进入

装修施工阶段，苗木种植、水景铺装、边坡喷播等

室外景观正全力推进。

金石山矿山公园项目负责人蔡锦峨介绍：

“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占地 1200 余亩。在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基础上导入旅游开发项目，盘活古镇

资源，因地制宜规划设计了匠心学院、矿洞探险

体验馆、崖顶星空民宿、无动力乐园等各类体验

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仙女湖区打造中三角旅游度

假区的一张文旅名片。”

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泛着一叶扁舟。仙女湖

区九龙山乡黄田村护湖队队员谌小华划着船开

展护湖巡查工作。打捞垃圾、维护生态浮岛、制

止非法捕捞⋯⋯多年来，这些工作已经融入他的

日常生活。

为鼓励湖区村民保护环境，解决集体经济

“空壳村”难题，仙女湖区管委会创新湖区管理机

制，2016 年起推行“党建+旅游虚拟股份”模式，

即以仙女湖岸周边 17 个行政村共同参与湖区渔

政管理、污水管控为虚拟股份，按照制定的考核

办法和考核结果，给予每个行政村 3 万元至 10 万

元不等的分红。“自从有了护湖队，山更绿、水更

清，风景越来越好了。”谌小华说。

江西仙女湖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中平说：

“在发动沿湖村庄护湖队管好自己流域的同时，

我们还购买了两艘专业打捞船只用于大水面，确

保垃圾能被及时清理。”

距离仙女湖 20 余公里的孔目江湖陂段，仙

女湖区仰天岗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黄丽琴正

骑着电动车沿江巡查。实行河长制以来，她每天

都要巡查辖区水面，打捞水面垃圾、劝导不文明

行为等。“现在村民的环保意识更强了，乱丢弃现

象很少，即使有，经过规劝也能马上改正。”

治山理水换来青山绿水。环境的持续改善

让仙女湖有机鱼的“靠山”越来越硬。目前，仙女

湖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80.7%。据第三方监测机构

对仙女湖内 23 个断面和其他排水口的水质监测

与分析，仙女湖江口断面水质稳定为Ⅲ类水、平

川断面水质稳定为Ⅱ类水。这个鱼类栖息地、城

区主要饮用水源地已经成为鱼跃人欢的生态

家园。

共享生态红利

巨网捕捞时是怎样的盛况？1 月 12 日，迎着

晨曦，伴随着“一二，嗨哟！”的起鱼号子，仙女湖

水面数十条小船慢慢围拢。渔民们齐心协力拉

起渔网，鱼儿高高跃起，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渔民

的笑脸，湖上呈现出万鱼欢腾的热闹场面。

江西仙女湖渔业有限公司生产队长章禾根

说：“按照‘捕大放小’原则，这一网渔获大概七八

万斤，主要是鳙鱼、鲢鱼、青鱼等。”

好山好水出好鱼。随着仙女湖水质显著提

升，鱼的品质也更上一层楼。“会仙”牌有机鱼已

连续多年获得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的有

机产品认证。“我们的有机鲜鱼口感好，销往湖

南、广东、上海、重庆等 20 多个省份，供不应求。”

万金平言语中透着自豪。

每年 3 月至 5 月期间，仙女湖全水域禁止捕

捞和垂钓，让鱼群休养生息繁衍壮大，采用“人放

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

如今，仙女湖每年可捕捞鱼类水产品五六百

万斤，产值约 5000 万元。每年年底，沿湖村民还

以每人 5 斤、每户 10 斤的标准领取“股份鱼”，共

享一汪清水带来的生态红利。

为促进仙女湖有机鱼品牌与文旅产业深度

融合，仙女湖依托生态有机鱼举办“腊八冬捕”鱼

文化节等活动。通过开发特色菜品、评选优秀厨

师，吸引游客参观巨网捕鱼、休闲垂钓、品

尝 美 食 等 ，让 仙 女 湖 的 鱼 可 观 赏 、

可品尝、可购买。

“ 结 合 仙 女 湖 七 夕 文

化 主 题 ，我 们 推 出 了

‘一鱼七吃’‘七巧全

鱼宴’，点单率特

别高。”曾获得

鱼厨争霸金奖的仙遇记生态鱼馆厨师胡志刚说。

去年 12 月举办的 2023 仙女湖马拉松赛吸引

了 1.3万余名选手参赛。迎着冬日暖阳，参赛选手

奔跑在仙女湖环湖路上，在湖光山色中放飞自

我。这一大众体育赛事自 2015 年举办以来，因为

仙女湖“七仙女”的美丽传说，在跑友中有“爱情马

拉松”的美誉。

近年来，围绕 33 公里环湖路这个“生态圈”，

沿湖 4 个乡镇也主动对接、融入、服务主景区，凤

凰湾度假村、婚纱摄影基地、亲子乐园、江口电厂

艺术区、东山湖营地⋯⋯不断增加的文旅项目串

联起村集体和农民的“致富带”，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效益。

走进凤凰湾办事处东坑村，富有农家特色的

民宿、餐馆不时映入眼帘。在当地“林区变景区、

田园变乐园、资源变资产、民房变客房、农民变股

东”理念倡导下，东坑村村民钟金香和丈夫利用

自家房屋开办民宿客栈和农家乐。

“我们的生意不错，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都

忙不过来。”钟金香说话间，招呼着几位来自广东

的自驾游客人。游客邓先生将从附近菜地摘来

的莴笋、香菜放进水池，边清洗边说：“这里风景

好，人也热情，回去我会介绍朋友过来玩。”

“上午 9 点仙女谷迎来了南昌大型旅游团，

第一批客人已入场，虽然下着雨，但是拦不住游

客们来仙女谷游玩的热情。”河下镇垱头村仙女

谷景区负责人徐靖华在接待游客的空隙发了一

条朋友圈。

徐靖华告诉记者，仙女湖生态环境质量的持

续改善让大家看好这里的文旅产业前景。他投

资 1.5 亿元将千亩荒山打造成了集观光、休闲、采

摘、游玩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仙女谷。开

业以来，仙女谷人气颇高，有效带动垱头村 200

余人在家门口就业。

徐靖华介绍，2023 年国庆中秋假期，仙女谷

成为黄金周网红打卡地，跻身江西省旅游景点排

行榜前 20 强。

配合仙女湖全域旅游发展，“生态圈”的辐射

效应扩大到湖外乡镇、村组。欧里镇白梅村的十

几家小煤矿关停后，把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作为

发展主攻方向。

白梅村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起梅花

公园，举办梅花节活动，利用视频号、朋友圈营

销，热度迅速攀升。看到村里的活力和潜力，村

民习春根与村委会合作，将村里闲置的老旧房屋

改造成半山酒家提供餐饮住宿服务。

去年 8 月，白梅村还瞄准当地旅游市场空

白，策划推出首届烧烤节。活动期间每天接待近

万名游客。“村里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客人。”白

梅村党支部委员习亮亮告诉记者，村里争取到

50 万元衔接资金，打造东湖烧烤园，园内小桥流

水、夜景璀璨，对游客很有吸引力。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有机鱼搅动的发展

转型之变，正带动仙女湖生态投入与转化步入良

性循环。2022 年 8 月，新余市仙女湖旅游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凭借仙女湖的“一湖水”，获得金

融机构整体授信 19 亿元，首次贷款 1 亿元。这也

是江西省落地的首单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融资产品。“通过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一

汪清水成了金融活水，并且有了保值增值空间。”

新余市政府金融办主任林舒说。

2023 年 1 月，仙女湖七夕文化旅游度假区获

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好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双向转化样板区，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中彰显仙女湖担当。”仙女湖区委书记周

俊华说。

位于江西新余市的仙女湖，曾因粗放的养殖方式和沿湖工业污染导致水质

变差。近年来，仙女湖区通过治理湖水水质和整合湖面资源，实现生态升级，同

时渔业经济和文旅产业得到较好发展，取得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如

今，这里水清了、鱼肥了、岸美了、人富了。仙女湖生态系统修复过程中，破解保

护与发展矛盾、探索生态修复路径等经验，为内陆湖泊保护治理提供了参考。

记者调查时发现，泛舟仙女湖上，不时可见

浮在水面的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水上绿洲”。

据护湖队员介绍，这是利用生物科技治理水环

境的生态浮床。生态治理设施成为湖中一景，

足以窥见当地呵护水生态环境的良苦用心。

仙女湖不仅是江西省最早开发的湖泊型

景区，也是当地饮用水重要的水源地。近年

来，面对“两山”转化这一时代命题，仙女湖区

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他们的多项做法也

颇具启示。

首先，注重方式手段创新，抓住“源头”关

键。湖泊的污染容易积累，也有很强的自净能

力，这是湖泊的一条重要规律。不同的湖泊，

地理特点、水系构造、河湖关系和水动力条件

不一样，环境承载能力也不一样。科学治水的

前提是遵循湖泊的生命规律。仙女湖区在主

湖区、入湖支流水系建设生态滤场、挺水植物

消减带、沉水和浮叶植物群落带，在河道开展

生态清淤，在湖区进行增殖放流，实现水体良

性循环，再现了水清鱼肥任鸟飞的生态景象。

其中的关键便在于因地制宜地抓住“源头”，管

好装水的湖、治好流水的河、护好蓄水的山。

其 次 ，注 重 政 策 措 施 规 范 ，发 挥 约 束 作

用。政策推动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只

有为环境问题制定最严格的政策法规，并确保

政策法规有效执行，才能有效改变人们的行为

习惯，促使他们遵守保护环境的规定。仙女湖

区较早就出台政策，开展水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专项行动——“保家行动”。逐步取缔网箱养

鱼，对沿湖养殖场进行关停及生态化改造，并

且探索建立入河（湖）排口长工作制度。当地

还先后出台《新余市仙女湖水体保护条例》《新

余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性

法规，为保护仙女湖提供法律保障。事实证

明，用好政策法规“指挥棒”，可有效凝聚社会

共识，推动各方形成普遍自觉。

最 后 ，注 重 共 建 共 享 机 制 ，唤 起 群 众 参

与积极性。社会参与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

保障，只有广泛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才能

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在仙女湖生态治理过

程中，当地政府对于周边群众之前赖以生存的

产业不是一关了之、一拆了之，而是为群众算

清楚“眼前账”与“长远账”，有意识地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持续释放生态红利，让周边村民在

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通过绿色友好替代产业

获取更大经济效益。现在的仙女湖不仅是重

要饮用水源地，其亮丽颜值更是转化成了真金

白银的价值。

完成好河湖治理这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有赖于全社会共同参与、科学技术创新、严格

的监督政策以及环保教育的推广。正如仙女

湖区环保工作人员所说，无论经济如何发展、

旅游业如何壮大，只有持续强化上下游协同治

理，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进一步巩固提升

生态治理成果，为未来发展创造一个更美好的

环境。

源头入手 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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