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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面积由 1980 年的 11187 平方公里下

降到 2020 年的 6949 平方公里，净减少 4238 平方公

里，全市水库、山塘蓄水量增加 2.8 亿立方米……一

组数据记录着江西省赣州市的红土地上发生的绿

色奇迹。这里曾被国内外专家称为“红色沙漠”，经

过治理，入选第一批“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

如今，赣南脐橙、休闲旅游等生态产业蓬勃发

展，老百姓靠吃“生态饭”鼓了腰包，赣州走出了一

条绿色发展的新路。

强化生态修复，荒山换新颜

冬日里，赣县区上塘村的山林依然郁郁葱葱，

脐橙树挂满果实。村民谢小路的 127 亩果园喜获

丰 收 ，他 正 带 着 乡 亲 们 采 摘 果 子 。 谢 小 路 感 慨 ：

“过去这里是一座接一座的崩岗，如今的变化真是

太大了！”

赣南多山，特殊的花岗岩地质条件造成崩岗易

发。“风化的花岗岩被雨水不断侵蚀，山体不断崩塌

陷蚀。过去水土流失严重，裸露山体寸草不生，水

土流失淹没农田、淤积河道，日子苦极了。”赣州市

赣县区水土保持局副局长邱欣珍回忆。

治理水土流失，一场攻坚战在赣州全面打响。

多年探索，赣州坚持“生态治理+开发治理”两条腿

走路，崩壁整治、水平梯田、植被恢复等工程落户，

4300 多座劣地崩岗披上绿装。在赣县区金钩形崩

岗群，不少村民像谢小路一样种起脐橙、杨梅，捧上

了“生态饭碗”。

大余县南安镇新华村的山坡上，林木葱茏，树

叶随风沙沙作响。村民谭祖金说：“因为多年采矿，

植被遭到破坏，容易发生山体滑坡，一下大雨大家

总担惊受怕。”

2017 年以来，大余县投入资金，对废弃矿山进

行治理，完成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0.9 万亩，6 家矿山

入选全国绿色矿山名录，“不毛地”披上“绿衣裳”。

新华村的废弃矿山经过治理有了新用处。“矿区变

风景区，家门口有了增收门路。”谭祖金笑着说。

强化生态修复，座座荒山换新颜。在赣州，34.1
平方公里废弃矿山重披绿装。水土保持工程发挥大

效益。如今的赣州，森林覆盖率达到 76.23%，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 100%，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十三五”时期，全市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 3444.4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与 2013 年相比

净减少 867.34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 82.36%，实

现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双下降”。

形成治理合力，措施不断升级

石城县坳背村村民黄小勇，今年获得 40 万元

政府奖励。这笔奖励来自赣州市水土保持工程建

设以奖代补项目。2014 年，黄小勇回到家乡，包下

6000 多亩荒山进行治理，建草灌乔治理区、油茶经

济林治理区、水保监测试验区……几年间，一个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成了，年产值达 1000 万元。

“加快水土流失治理离不开投入。”赣州市水土

保持中心主任黄菊兰介绍，近年来，市里以 1.23 亿

元以奖代补资金，撬动社会资金 1.43 亿元，完成水

土流失治理面积 369 平方公里，形成多元化投入格

局，汇聚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

治理水土流失，需要制度护航。赣州把水土流

失综合防治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和河长制考核指

标范围，水土保持工作年年有计划、有部署、有考

核、有奖惩。

赣州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抓手，打造水土保持

生态综合体。在上犹县梅水乡园村，茶园宛如绿

毯，一行一行茶树间，坎下沟、引水沟、排灌沟等水

保设施格外引人注目。

“以小流域为单元，将水土保持融入乡村振兴

工作中，探索实施生态经济型、生态清洁型和生态

旅游型小流域等多种治理模式，立体综合治理水土

流失。”上犹县水利局局长华明桂说。园村综合利

用茶产业造绿、生态清洁小流域工程护绿等措施，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治理成效显现，措施不断升级。曾在赣州水土流

失治理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竹节水平沟”，有了升级

版，走进山林，沟内多长满了青草。坚持系统治理、科

学治理，赣州市着力打造上犹园村、安远官溪等生态

清洁型、生态经济型和生态旅游型小流域 61条。

生态环境好，百姓口袋鼓

山绿了，如何让群众富起来？

走进赣州市兴国县龙口镇都田村，漫步在塘背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会发现万秀娟的“都甜农庄”

就藏在青山绿水之中。“生态养殖、绿色休闲、养生

度假，咱们都能干！”万秀娟说。

生态农庄为什么选址都田村？“好生态就是金

字招牌！”万秀娟坦言，示范园治水固土，是农庄果

树的天然屏障；园区环境美，人气越来越旺。如今，

农庄带动周边农村一起发展，村民不仅有了流转收

入，农闲时还能到这打工。

“绿富双赢，生态环境好，百姓口袋鼓。”兴国县

副县长唐芳浩说，近年来，县里把治理水土流失与

发展小流域经济结合起来，在资金、技术上给予帮

扶，帮助群众开发种植脐橙、梨、油茶等经果林。如

今，兴国县有油茶 66.1 万亩、脐橙 16 万亩，杨梅、蜜

梨、猕猴桃、茶叶等 4 万余亩，蹚出一条生态富民的

绿色发展之路。

坚持水土保持优先，种植方式变了。在赣州市

定南县岭北镇含湖村的柑橘种植基地，一排排金黄

的柚子和柑橘挂满枝头。经过生态改造，昔日废弃

矿山变成了“花果山”。

“水果水果，先有水后有果。”看着身边水土流

失治理得力，灌溉措施到位，村民李德山凭借务工

学到的种植技术，在自家山林里搞起试验——从梯

带开挖到水渠修筑，再到土壤改良，30 亩茂谷柑被

管理得井井有条，早早就被客户订购一空。

“顶林—腰果—底谷（养殖）”立体治理、前埂后

沟+梯壁植草+反坡台地农林开发……赣州探索生

态治理和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全市累计兴建以发

展脐橙、油茶为主的种植基地 2240 个，种植经果林

500 多万亩，约 6.5 万农民、困难职工通过创办种植

基地，解决了劳动就业，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社

会效益双赢。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黄菊兰说，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发展生

态产业，一定能让绿水青山持续发挥效益，让越来

越多的乡村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江西省赣州市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显成效

山复绿 水转清 果飘香
本报记者 常 钦 周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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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近年来，江西赣州加强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大力发展赣
南脐橙、休闲旅游等生态产业，
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
40年前红土裸露、沟壑纵横的
赣州，如今山复绿、水转清，老
百姓吃上了“生态饭”。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生态环

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产业特色

鲜明。在这里的山山水水之间，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

因地制宜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

高淳花山村，阡陌纵横，干净

整洁。“在从前，都不敢想象。”75
岁的村民李箕福说。花山村党总

支书记何腊保告诉记者，他们先

是 认 识 到 没 有 产 业 干 什 么 都 不

行，开始重视产业规模化发展，于

是成立专业合作社，培养农业人

才，解决村民就业。“后来我们意

识到产业发展不能只靠规模，开

始注重产业品牌化发展，精细化

茶场管理，规范化工艺制作，高档

化包装设计，擦亮了‘田家茶叶’

的品牌。”何腊保说。

据 介 绍 ，2020 年 ，全 村 集 体

收入 628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 3.56 万元。

近年来，高淳区因地制宜构

建特种水产、特色园艺、休旅农

业、生态林业和优质粮油的“4+
1”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其中螃蟹

养殖连续多年稳定在 20 万亩以

上，亩均效益突破 4000 元，产值

超过 20 亿元，形成了产业规模 40
多亿元、横跨 20 余行业、惠及 10
多万农民的产业链条。”高淳区农

业农村局局长王严涛说。同时，

全区发展以品牌茶叶、经济林果、优质稻米、

早园竹等为主的特色种植业，品牌茶叶种植

面积 2.6 万亩，建成经济林果基地 2.58 万亩，

绿色优质水稻种植面积 10.82 万亩。

将“慢城理念”融入全
域旅游规划

发展特色农业，富裕了村民，也吸引了

市民。今年 5 月，高淳区桠溪街道石墙围村

成功入选 2021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录，引来众多游人。“湖畔的民宿、湖面的野

鸭、倒映的垂柳、山坡的野花、戏水的孩童，

看着就顺心。”南京市民李莉说。

距石墙围村不太远的垄上村曾经和很

多乡村一样，房屋破旧、环境杂乱，经过大规

模升级改造，山水田园、传统村落重新焕发

活力。如今的垄上村已被打造成生态茶乡，

从农家乐到民宿，从咖啡馆到书

院，宁静而自然的环境吸引了众

多游客。垄上村村民告诉记者，

过去除了种田就是采茶，一年苦

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现在村

里 4—6 间客房的独栋民宿住一

晚最高 2400 元，节假日还需提前

预订。

多 年 来 ，高 淳 坚 持 生 态 优

先、绿色发展，将“慢城理念”融

入 全 域 旅 游 规 划 ，构 筑 起 全 境

“大慢城”的全域旅游发展新蓝

图。高淳区耕地保护与乡村振

兴 科 科 长 谢 宇 昊 告 诉 记 者 ，目

前 ，通 过 一 体 化 经 营 开 发 山 慢

城、文慢城、水慢城，嵌入式发展

农家乐、渔家乐、乡村民宿等休

闲旅游产业，高淳区已建成休闲

农业基地 9 万亩。

推 动 农 文 旅 产
业融合发展

高淳区委书记刘伟表示，当

前，高淳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迈向纵深、乡村建设行动

落到实处，争做美丽南京建设排

头兵。

高淳区高岗自然村，一派美

丽宜居、生态和谐的诗意田园风

光。2018 年，清华大学就与高淳

“结缘”，在高岗村建设江苏省首

家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3
年来，校地合作成果显著，花卉观赏区、农

耕体验区、农田演艺区等六大功能区被打

造出来，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村

庄品牌价值，拓宽农民创收增收渠道，还为

振兴乡村探索出“校园+乡村”共赢发展新

模式。

据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淳分局

局长许海燕介绍，目前，全区正统筹开展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试点、全国农村社区

治理实验区、全国乡村振兴综合改革试点试

验区及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四区联建联

创”，积极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

刘伟表示，未来，高淳区将积极探索具

有地方特色的“三农”高质量发展路径，努力

建设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区、引领区。

同时，将不断通过规划引领，守好乡村振兴

的生态基底，努力打造富有地域特色、承载

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现代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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