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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露湖
村，当年的濯濯童山，如今满眼
是绿。坐落在此的长汀县水土保
持科教园里，21年前栽下的那棵
香樟树，壮实挺拔，枝繁叶茂。

香樟树背后的故事一再被长
汀人提起。道道年轮里，有沉甸
甸的牵挂，也有诉不完的感念。

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山
光、水浊、田瘦、人穷”道出了当年
的困境。习近平同志先后5次赴长
汀调研、多次作出指示批示，亲自
关心、指导和推动长汀水土流失
治理工作。2000年5月29日，得知
长汀县建设河田世纪生态园（现
为水土保持科教园），时任福建省
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特意托人送去
1000元，捐种了一棵香樟树。

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
治理一直牵挂在心。2011年12月
10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
人民日报报道《从荒山连片到花

果飘香，福建长汀——十年治荒
山河披绿》作出批示：“请有关部
门深入调研，提出继续支持推进
的意见。”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
在 7 部委调研报告上批示，要求
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总结长汀
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
工作。

茁壮成长的香樟树，见证着长
汀这片红土地上的绿色奇迹：20
多年来，全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272万亩，水土流失率从23.82%
降至 6.78%，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80.31%，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取得了
决定性胜利。

长汀水土保持的成功实践，是
全国水土流失治理的典型样板，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
例证，也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生动范例。

水土流失治理“要锲
而不舍、统筹规划”，“进
则全胜，不进则退”

“过去的‘火焰山’，现在成了
‘花果山’，变化真是天上地下！”站
在露湖村山上的板栗林间，村民沈
土林啧啧赞叹。

露湖村，曾是长汀县水土流失
最严重的村庄之一，茫茫荒山红壤
裸露，寸草不生。从 1983 年起，长
汀被列为福建省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试点。沈土林回忆，那些年，乡亲
们纷纷上山，治沟整地、种草种树
保水土，向荒山宣战。

1999 年 11 月 27 日，时任福建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
专程来到长汀。当了解到水土流失
面积仍超过百万亩时，他的神情严
肃起来，对在场的干部语重心长地
说：“长汀水土流失是‘瘌痢头’，是
顽症，久治不愈。”“要锲而不舍、统
筹规划，用八到十年时间，争取国
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
福百姓。”

长汀县水土保持局原局长钟
炳林清晰记得，当天中午，习近平
同志组织召开座谈会，他当场表
态：“省里将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
长汀倾斜，就是倾斜到腰都弯了，
也要继续倾斜。”掷地有声的话语，
彰显出治理长汀水土流失的决心。

2000 年 2 月，福建省将“开展
以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为民办实
事项目，省财政每年专项拨款。长
汀大规模水土流失治理由此拉开
大幕。

这是一场滴水穿石的攻坚战。
濯田镇莲湖村的马雪梅，承

包了198亩山地，种树治荒。“苗
刚种下去，一场小雨，就冲出一
道道沟壑，苗和钱全打了水漂。”
马雪梅哭得伤心。但她不服输，
眼泪未干，她又借钱买苗买肥，
一担担农家肥挑上山，一筐筐新
土填树穴，一点点向技术人员讨
教。终于，板栗树活了，开始挂
果了。马雪梅也笑了：“看到满山
绿起来，心里头真痛快！”

初冬的策武镇南坑村，20 多
年前种下的银杏林尽披金装，赏景
拍照的游客不少。“种这些树真不
容易！”原村党支部书记沈腾香不
禁感慨，“人家种棵树，挖个 30 公
分见方的树穴，浇点水就行。我们
要挖1米见方的大穴，填6担客土，
施6担农家肥、1公斤磷肥、1公斤
复合肥才能活。”

“滴水穿石，人一我十”。十年
攻坚，到2011年，长汀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117万多亩，一座座荒山秃
岭披上绿装。

对长汀水土保持的阶段性成
果，习近平同志十分关心。2012年
1 月 8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7
部委关于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调
研报告上批示：“长汀县水土流失
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
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
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
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这是一场“进则全胜，不进则
退”的接力赛。

坚持党的领导，一任接着一任
干。“治山治水久久为功，才让荒山
变绿、浊水变清。”龙岩市委书记李
建成边指点边介绍，漫山遍野种了
不少树，但多是易成活的马尾松，
容易治理的已经治了，剩下的都是

“硬骨头”。接续攻坚，水土保持党
政同责，长汀县、乡、村三级书记层
层抓落实，31 项相关指标列入干
部考核评价体系。尽锐出战，全县

先后抽调 400 多名干部充实到水
土流失治理一线。资金“多个渠道
引水、一个龙头放水”，建设一批院
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工作站，科技
支撑更强。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一代接着
一代干。三洲镇丘坊村村民丘腾凤
二十多年如一日治山植绿，10 多
年前儿子丘炳生接过父亲的锄头，
两代人让曾经的秃山满眼苍翠，树
上挂果、林下养鸡，日子越过越红
火。如今在长汀，一大批“绿二代”

“绿三代”，把新理念新技术带进水
稻田里、板栗林中、油茶山上。

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如今的
长汀，草木繁茂，绿水长流，水土流
失治理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
参与、多策并举、以人为本、持之以
恒”的水土流失治理“长汀经验”成
效显现。

见证山河巨变，露湖村 92 岁
的老党员钟盛标只有一句：“治理
长汀水土流失这个顽症，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取得
胜利！”

“以全面根治为目
的，切实把这一工程抓紧
抓实抓好，把长汀建设成
为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
生态县”

汀江如练。冬日暖阳下，走进
位于三洲镇的汀江国家湿地公园，
碧涧映红叶，青林缀白云。丛丛乌
蕨，道边闪现。“乌蕨可是出了名的

‘挑地方’，哪儿生态好，才往哪儿
长。”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局长巫成火自豪地说。

秀美的生态画卷，浓缩着水土
流失治理的历程，也映射出生态文
明建设的逻辑。

早在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给长汀人民
回信中殷殷叮嘱：“希望你们再接
再厉，以全面根治为目的，切实
把这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把长
汀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山清水秀
的生态县。”

瞄准全面根治，长汀推进生态
县建设，从治山治水到“知山知
水”，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认识和实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必须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长汀水土流失，既有环境、土
质等自然因素，也有索取无度等人
为因素。从最初的封山育林到后来
的“以电代燃”，从实施河长制、林
长制到整体推进生态县建设的一
揽子措施，长汀人尊重自然规律，
收起斧头，扛起锄头，以高度的生
态自觉、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复绿”

“护绿”，创造了绿满汀江的生态
奇迹。

既重覆绿，又重固绿。10多
种树风姿各异，露湖村补植的近
千亩阔叶林，已是郁郁苍苍。“马
尾松曾是治荒‘先锋树’，可单一
树种比例过大，生态功能脆弱，
植被生态系统存在二次退化风
险。我们持续对马尾松林进行阔
叶改造，增绿又提质。”长汀县林

业局副局长李华庆说，2012年以
来，全县阔叶林造林面积累计
34.07 万亩，林分结构日渐优化，
水土流失治理成果日益巩固。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有机整体，
生态保护和修复须一体化推进——

山光必然水浊，水浊必然田
瘦。长汀多策并举，系统保护修复。
种草植树覆绿固土，推进汀江流域
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养山涵
水增加生物多样性，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如今的
长汀，实现了“荒山—绿洲—生态
家园”的嬗变。

“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
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
的。”县委书记赖进益介绍，如今的
长汀，空气质量指数常年维持在国
家二级标准以上，全县 18 个乡镇
交接断面全年综合水质达标率为
100%。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一块块国家级“生态招牌”接踵而
来，水土保持的“长汀经验”外溢效
应不断显现。

2012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
主席的习近平同志看望福建代表
团全体代表时，再次叮嘱：“要认真
总结推广长汀治理水土流失的成
功经验，加大治理力度、完善治理
规划、掌握治理规律、创新治理举
措，全面开展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
理和中小河流治理，一任接着一
任，锲而不舍地抓下去，真正使八
闽大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经济社会
在资源的永续利用中良性发展。”

福建总结推广“长汀经验”，生
态文明建设竿头日进。2020年全省
水土流失率下降至7.52%，达到全
国领先水平，森林覆盖率连续 42
年保持全国首位，八闽山水散发迷
人魅力。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福建率先探路，生态文
明建设谱新篇。

“长汀经验”不仅在八闽大地
“开花结果”，也走出省外，走向世
界。在甘肃定西，峁梁连绵的黄土
地上吸纳“长汀经验”，超2万亩水
土保持生态林茁壮成长。在宁夏固

原，运用“长汀经验”成功创建的林
草产业试验示范工程，给贫瘠的西
海固增添活力。《长汀县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今年
成功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生态修复
典型案例。

徜徉于长汀的山水画廊间，中
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曹
文洪不禁感叹：“长汀的成功实践，
不仅为人类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长
汀经验、中国智慧，更为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生动示范。”

“给生态投了钱，看
似不像开发建设一样养
鸡生蛋，但这件事必须
抓。抓到最后却是养了金
鸡、生了金蛋”

河田镇芦竹村，蓝晓红拿出了
15 年前的老照片，那是她家鸡场
最初的模样，“山是秃头山，水是黄

泥水。山上转一圈，找不到一棵像
样的树。这鸡怎么养？”

要养鸡，先种树。树一棵一棵
栽，绿一寸一寸长。十余载光阴，荒
山变绿洲。草丰林茂的生态鸡场，
去年出栏肉鸡10多万羽、鸡苗200
多万羽，产值超过1200万元。

蓝晓红养的是长汀特产——
河田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生态
向好，河田鸡成了长汀绿水青山间
飞出的“金凤凰”，去年全产业产值
超过10亿元。熟食包装纸盒上，红
色字体格外醒目——“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头顶大日头，脚踩砂孤头，三
餐番薯头。”曾经的浊水荒山既是
生态短板，也是发展短板。早在
1999年，习近平同志就指示，“要把
农业综合开发、山水田林路综合开
发和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结
合起来，变劣势为优势，推动长汀
经济的发展。”而今，“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长汀人，不仅用绿色赶跑
了贫困，又阔步走上了绿富共赢的
新征程。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河田镇窑下村车田寨，曾在一线
城市做网络工程师的曾宪富，看
到水土流失治理后老家山清水

秀，返乡办起了生态农庄，吸引
更多城里人享受长汀的好山好水
好产品。主打产品是黄花远志，
阔叶林下套种，叶能做茶，根可
入药。曾宪富脑子灵光，让黄花
远志根搭配河田鸡，去年这款

“药膳鸡”仅线上就卖了 80 多万
元。建房车营地、乡间别墅，每
年让五六千城里人“归隐”山水
田园住下来。“今后打算继续做大
康养，这么好的山水，不愁没卖
点。”曾宪富说。

按照“水土流失治理区变景
区、特色产品变商品”的思路，长汀
人久久为功换回的绿水青山，成为
鼓起腰包的金山银山。一个个绿色
富民产业拔节成长，去年全县182
万亩林下经济，带动2.15万户林农
参与，产值28.65亿元，生态旅游接
待 游 客 100 万 人 次 ，产 值 11.66
亿元。

生态高颜值，产业高质量。对
生态环境要求高的医疗器械产业
从无到有、快速壮大，长汀医疗器

械产业园里聚集企业超过 50 家，
看中的就是长汀的好山好水好空
气。曾宪星和他的康博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第一个进驻，主做防护服和
引流导管，用的是无菌车间，最关
心的是空气质量。“厂房空气过滤
器，有的地方一月就得一换。在长
汀，半年都不用操心！”

绿水青山间，医疗器械、纺织
服装、文旅康养等新兴主导产业高
质量发展步履铿锵，长汀已连续四
年荣膺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
县”，今年 8 月被列为全国水土保
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生态高颜值，民生高福祉。长
汀用水土流失治理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2011年至2020年，地区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 9%，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2378元、7085
元提高到28988元、18149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
察调研时再次提及长汀：“我给大
家讲，给生态投了钱，看似不像开
发建设一样养鸡生蛋，但这件事必
须抓。抓到最后却是养了金鸡、生
了金蛋。”

采访结束告别长汀，凝眸回
望，满目苍翠，满山希望……

长汀长汀 绿满荒山绿满荒山写传奇写传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仲阳顾仲阳 颜颜 珂珂 王王 浩浩

《长汀县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与
生 态 修 复 实 践》
成功入选联合国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生态修
复典型案例，向
全 球 公 开 推 广 ，
水土流失治理的

“长汀经验”从福
建走向了世界。

对长汀而言，
水土流失是当地
曾经的顽疾，治理
之初并没有现成
的 范 例 可 循 ，如
今，长汀人民经过
长期坚持不懈的
实践，总结形成了
以“党委领导、政
府 主 导 、群 众 主
体、社会参与、多
策 并 举 、以 人 为
本、持之以恒”的
水土流失治理“长
汀经验”，这是中
国带给世界的生
态贡献。

“长汀经验”
告诉我们，生态治
理需要有系统的
眼光。

在 世 界 范 围
内，治理水土流失
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生态难题。山水相连，林草
相伴，田土相依，千头万绪，该从何处着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
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我们要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
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
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

在多年的生态接力中，长汀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因地制宜、因山施策，总结出山地植被恢复、茶
果园生态治理、崩岗综合整治、生态清洁小流域
系统治理等多种治理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当地
实际、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人工治理与
生态修复相结合、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
水土流失防治之路。这条长汀几十年来的水土流
失治理之路，正是一条系统治理的道路。

“长汀经验”揭示了一个道理，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治理好了，
经济发展也会有了更多的活力，在长汀这片热土
上，这一点已经变成了现实。

几十年来，长汀把治理水土流失与发展地方
经济相结合，做大做强生态产品，实现了绿富共赢。

环境变好了，发展森林旅游的资源更优越
了，长汀积极打造汀江生态经济走廊，吸引越来
越多的游客前来，森林体验基地、森林步道、森林
康养等生态产品广受青睐。不仅如此，依托生态
优势，长汀搞起了绿色种植，连农场种出来的橘
子身价都比以前高了不少，此前在外务工的长汀
人也纷纷收到家乡环境改善的橄榄枝，越来越多
人回来了。

赣南脐橙、定西土豆、陕北苹果……这些年，
中国多个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里发展了一大批水
土保持特色产业，超过3000万人从中受益。水土保
持和经济发展，不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长汀经验”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没有
终点。

20多年来，长汀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72
万亩，水土流失率从23.82%降至6.78%，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80.31%，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取得了决定
性胜利。

长汀人没有就此停下生态文明建设的脚步。
水土流失治理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长汀正
在追求更高质量的治理。

长汀现存的30多万亩水土流失地零星分散、
交通不便、土壤贫瘠，后续治理比较困难。面对
这些“拦路虎”，当地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实
行党政主要领导“双组长”制，强化“五级书记”
抓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政治责任，健全市、县、
乡、村领导挂钩制度、部门协同作战机制，加强
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评约束力。多方争取水土
保持和乡村资金，完善市场激励机制，激发企
业、全社会参与巩固水土流失治理内生动力。

对于如何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更多地造福
百姓，长汀人在进行更多的探索。生态文明建设
正如长汀实践一样，没有终点，需要久久为功的
持续努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需
久
久
为
功

刘
发
为

长汀汀江国家湿地公园。 丘嘉瑞摄

在
长
汀
县
新
桥
镇
曲
凹
哩
的
花
海
，
游
客
乘
小
火
车
欣
赏
这
里
的
美

景
。

张

平
摄
（
人
民
图
片
）

新征程·新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