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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梁家河 打好攻坚战

赣州：扶贫攻坚铿锵前行
刘润发 刘效江

①环境保护必须“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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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 以 后 ， 面 对 满 目 青
山、一汪清水，江西省赣州市寻
乌县三标乡三标村原村支书黄
圣松，肯定会想起他带领县工作
队亲手砍掉自家正处于丰产期
的100多亩脐橙树的那个下午。

三标乡是珠江流域三大水
系之一——东江的发源地。寻
乌县是江西省内流域面积最
大、流入量最多的东江源区
县。东江源区不仅是寻乌县32
万群众的唯一水源，更是珠江
三角洲和香港同胞的重要饮用
水源地。

寻 乌 也 是 中 国 革 命 的 摇
篮。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
志曾在此写下 《寻乌调查》、
《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篇章，
其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
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
思想，伴着东江源头的泉水，
滋润着寻乌干部群众心田。

寻乌人都记得一首歌：“清
清的东江水，日夜向南流，流进
深圳，流进港九……你是祖国引
出的泉，你是同胞酿成的美酒，
一醉几千秋……”这首《多情东
江水》，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
中期香港遭遇水荒，中央拨专款
建成东深供水工程，从此结束香
港长期缺水历史的故事。周总理
曾为此亲笔题词：“一定要保护
好东江源头水。”从此，牢记总理
嘱托的寻乌老表，将这东江源头
守护了50年。

封 山 、 育 林 、 退 果 、 关
矿、移民……老区人民执行着
最严格的环保条例，经济排名
在江西倒数第二；基础设施建
设缺乏资金、生态补偿落实不
到位，老区人民没有怨言；打
造生态产业区、实施产业转
型，乘着国家振兴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
东风，自力更生的老区人民开
始了“绿色崛起”。

9月的乌县，满山绿树，莽莽苍苍。山脚下，一
汪湖泊碧波荡漾，湖水清洌。捧起入喉，清凉甘甜。

“九曲湾水库不仅是全县的唯一饮用水源，更是
东江源生态保护的敏感地区之一。”寻乌县环保局副
主任科员曾祥东介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79.5%，
东江源核心保护区甚至达97%。东江源饮用水质稳定
在国家Ⅱ类标准，地表水质有 105 个关键指标达Ⅰ
类，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成绩的背后是严厉的环保措施，对于以脐橙、蜜
橘、稀土等产业为主、样样都靠山的寻乌来说，压力
可想而知。

黄圣松对此深有体会，作为三标村的老支书，他
带领村民在库区附近种植脐橙，逐步走上致富路。

“我那时种了 6000多棵脐橙咧。”60岁的黄圣松坐在
库区管理站，隐隐可见老茧的手指不时指着窗外已林
木覆盖的青山。2011 年，九曲湾库区实施退果还
林。“100 多亩的高产树啊，我亲自领着县里的工作
队砍的。”

这么做后悔过吗？
黄圣松沉默了一下：“说不后悔，那就违背毛主

席的‘实事求是’了。当时湖里都是蓝藻，水根本没
法喝。我也经常到县里开会，知道东江水源对子孙后
代、对香港同胞的重要性，这个亏我吃。”

在他的带领下，库区完成退果还林 1200 亩。如
今在寻乌，新开发果园必须按政府规划设计标准开
发。

退果，仅仅是寻乌铁腕抓环保的一个缩影。通过
全县封山，商品木材采伐指标基本取消；通过育林，
全县累计造林 16.32万亩；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累
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近 2 万公顷；通过生态移民，
1359 户村民陆续移至集中安置点；通过关停环保不
达标矿山、整治废弃矿山，曾经 46.99平方公里的不
毛之地长满了狗尾草、胡枝子树等。

“为了保护环境，硬性任务必须一刀切。举全县
之力，一定要让东江流域群众和香港同胞喝上放心
水。” 寻乌县委书记柯岩松说。

寻乌多丘陵型小山，在老区人民心中，这些山
都是“金山”。

这个时节，漫山遍野的脐橙、蜜橘挂满枝头。
果业成了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全县99%的村子都参
与其中。

另一宗则是被称为“工业味精”的稀土。据了
解，寻乌土矿远景储量达150万吨以上，有“稀土王
国”的美誉。全县已探明的铁矿、花岗岩、铅锌
矿、瓷土等资源达 30 多处。此外，因为多树，寻
乌县林木加工厂、家具作坊、造纸厂等曾兴盛一
时。

自从寻乌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整治力度后，很多
地方果树不能种，矿不能采，各式林木加工企业关
停并转。近 10 年来，当地政府已拒绝 270 余个不符
合环保要求的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近 40亿元。这
不仅使当地原本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更让千百年
来习惯了“靠山吃山”的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
极大影响。

在东江源头桠髻钵山所在地——三标乡东江源

村，这种“坐拥‘金山’饿肚皮”的现象十分普
遍。全村162户，以前主要靠种果、伐木为生，如今
守着“绿色银行”却不能动分毫，收入主要靠每亩
15元的公益林补助，人均年纯收入不到 3000元。很
多人只能外出打工，或者在附近替人摘果、卸车。
作为村支书，张昌权心里充满愧疚：“大家为保护东
江源付出了很多，却只能饿肚皮。”

从 2002 年开始，住在桠髻钵山深处的谢国友就
成为村里的护林员之一。防火、清理垃圾、制止偷
砍、检查树木病虫害都是他的工作。直到今年，他
的工资才增至每月250元。

为了凑够家里 2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他已欠下 5
万元的贷款。村里曾希望他搬到集中安置点，谢国
友并不愿意，“补助的 1.5 万元不够盖房，我在这里
还有田地。”家门前的70亩毛竹林，是他主要收入来
源。

被问及这些年护林的感受时，谢国友说：“以前
因为烧山种果，满山都是光秃秃的，现在树多了，
水好了，对国家有好处。”

谁来为老区人民的付出“埋单”？50
年过去了，东江两头早已沧海桑田，不
变的是老区人民讲政治、顾大局的情怀。

目前，寻乌生态补偿主要基于 《国
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
展的若干意见》 落实的公益林补偿和江
西 2008 年出台的“五河”和东江源保护
区生态保护“以奖代补”政策。但是，
相比保护与补偿所需的资金，这只是杯
水车薪。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谁受益、谁补
偿 ”原则已十分普遍。下游比较富裕的
人们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上游比较贫困
的人们以补偿，使他们能从源头保护生
态，往往能更好地保护整条河流。

然而，囿于流域管理与行政管理之
间的矛盾，寻乌县期盼的跨省生态补偿

目前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寻乌县在
行政上隶属江西省，而寻乌又是东江源
头，流域上属珠江水利委员会管理，流
域管理与行政管理客观上产生矛盾，享
受不到水资源保护的优惠政策和资金项
目。”寻乌县水利局局长刘经书说。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全国跨省大江
大河流域水环境的首个试点——“新安
江模式”有望成为参考。2012 年，在国
家部委主导下，安徽、浙江就新安江补
偿签署协议：上游安徽省提供水质优于
基本标准，浙江省对安徽省每年补偿1亿
元；如水质劣于基本标准，安徽省对浙
江省补偿1亿元。

首轮3年试点效果明显，新安江跨省
界断面水质连续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Ⅱ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
明确提出“继续推进新安江水环境补偿
试点”。

参考“新安江模式”，尝试进行包括
东江在内的我国内河流域跨省生态补偿，
是有可行性的。当然，新安江目前仅止于
资金补偿的方式并不完善。中共中央、国
务院今年 5 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地区间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生态受益地区
与保护地区之间、流域上游与下游之间，
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
园区等方式实施补偿。

生态补偿既要以资金“输血”，又要
帮助上游地区“造血”。只有这样，补偿
与帮扶才算帮到了点子上，老区人民才
能在自助与受助中迎来真正新生。

“饿着肚子保护环境”的状况绝不能持续下去，自强的寻乌早已开
始艰苦奋斗，以产业转型促进绿色崛起。

退果封山之后，花开满野，东江源村61岁的养蜂大户张昌来迎来
了大发展，不仅把蜂养到58箱，还在村里帮助下和16户村民成立了养
蜂合作社。“有了合作社，大家可以一起交流经验，统一品质、价格，
组合销售，扩大经营。”谈及加入合作社的好处，张昌来的儿子张泰春
说。

村里还给合作社无偿送来了桂花、玫瑰花树苗、开展技术培训、
发展农村电商等。“明年，合作社将引进新式蜂箱，我准备扩大规模，
大干一场。”张泰春信心更足了。

在寻乌，通过这样的产业帮扶，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正成为
老区增强自身“造血”功能的主导产业。南桥500亩葡萄园、青龙200
亩百香果园、珠村200亩中药材种植、下廖万亩油茶园……一个个产业
扶贫示范区正在快速成长。通过节水滴灌、以虫杀虫、生物农药等新
技术的运用，政府正引导农户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发表
重要演讲。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从曾经插队的
陕西梁家河小山村娓娓说起，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生动讲述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发展
变迁，并清晰告诉世界，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实现中国梦。

在习近平主席的讲述中，“梁家河”这个小
山村，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距离梁家河几千里之外的江西赣南，人们
对“梁家河”三个字感到特别亲切，因为赣南与
梁家河之间，已经结下深厚情缘。两地有着共
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现实状况、同样面临着
扶贫攻坚奔小康的时代课题。今年 4 月，赣州
市派出 15 名村支书到梁家河参观学习，与此
同时赣州市委作出了关于“学习梁家河、当好
村支书、打好攻坚战”的决定。梁家河人勇往直
前的拼搏精神和加快脱贫致富的经验，成为赣
南推进苏区振兴发展的重要借鉴。

受益最大的，自然是 15 名亲往梁家河取
经的村支部书记。

“从坑坑洼洼的黄土路到平坦顺畅的柏油
路，从住土窑、睡土炕到住砖瓦房、用上互联
网，梁家河的变化令人鼓舞和振奋，一个梁家
河带起来，千百个梁家河跟上来。”瑞金市沙洲
坝镇洁源村党支部书记感慨万端。

“虽然，我们也有很大的变化，老百姓从危
旧土坯房搬进了小洋楼，但实现全面小康还要
付出很大的努力。”曾小生表示。

让曾小生感到最幸运的是，他们村和梁家
河村签下了结对协议书，同样幸运的还有兴国
县长冈乡塘石村和埠头乡枫林村。

赣州市还就此组织报告会、图片展、专题
学习会，让更多人分享这些支部书记从梁家河
现场带回的感悟和体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学习梁家河”展览馆。
这个坐落在瑞金叶坪第一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会址附近的展览馆，
虽然简朴，但内容相当丰富。
用展板、照片、漫画等，详细描
述了梁家河的发展历程，以及
梁家河人艰苦奋斗，矢志改变
落后面貌的感人故事。几个月
来，参观者超过 6 万人次。其
中有中央挂职干部、赣州各级
干部、青年学生、普通群众，还
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专家学者。

在展览馆的留言中，我们
看到了数万条留言——

梁家河人艰苦奋斗、实干苦干、致力脱贫
致富的生动故事，今天依然是鼓励我们前行的
强大力量。

梁家河，是感悟人生的大课堂，蕴含着青
年干部进步成长的“大学问”。

学习梁家河就是要身入、心入群众，就是
要潜心基层历练，在革命老区淬火，上好人生
的生动一课。

更有近百名国家部委挂职干部、老知青在
当地媒体撰文谈学习梁家河的感受和体会。

《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朱铁志说，赣州把
目光投向梁家河，是想从中打通内在的精神血
脉，从而激发红土地上的所有基层干部，带领
乡亲们加快扶贫攻坚。

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许芸说，学习梁家
河也一定会有更多的“领头雁”带领乡亲们，脱
贫之后奔向小康。

中组部在赣州市挂职干部孙智宏说，今天
我们学习梁家河，就要在积极投身赣南老区加
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进程中，将其中蕴含
的丰富内涵进一步发扬光大。

赣州学习梁家河的主旨，就是要从中获得
丰厚的精神滋养，打好扶贫攻坚战。因为，于赣
州而言，把扶贫攻坚视为新长征并不夸张。

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较大的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赣州的贫困人口的确不少。2014年
底，江西农村贫困人口276万人，赣州有105.06
万，占了近40%，扶贫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年轻干部植根
群众的成长根基永远不会变，一心为民的人生
信念永远不能变。”这是广大赣州干部的感受。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但许多内在的东西
不变。梁家河村的变迁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
艰苦奋斗、摆脱贫困的一个缩影。在梁家河这
片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加快
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动
力。时隔 40 年，赣州的干部从梁家河学习的，
其实就是这种精神和规律。

行走赣州，许多村子的面貌却已天翻地
覆，透风漏雨的危旧土坯房变成了二层小楼。
然而扶贫不只是把老百姓请上楼。他们吃什
么、靠什么赚钱，是同样尖锐的问题。

“学习梁家河、打好攻坚战”，赣州市全市
上下一起发力：

——结合精准扶贫工作，结对帮扶贫困群
众，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

——集中打造一批精准扶贫工作示范点，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攻坚；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引导民营企业
特别是返乡创业青年创建农业合作组织和农
业龙头企业，发展休闲旅游、农村电子商务
等，促进群众脱贫致富……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所言，“中国梦
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学习梁家河，赣州在扶贫攻坚的道路上
步伐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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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种什么，曾经的果业大户黄圣松如今照样是带头人。砍掉果
树后，他带领村民种起湿地松、红心杉、毛竹、香樟。“现在库区有
250亩红心杉，这树既养水，又长得快，政府允许我们有序砍一些，
1立方米能卖到8000块钱。”

而在东江源村，东江源头这块金字招牌，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和环保志愿者，6户村民组成的农家乐合作社应运而生。在村中一处
池塘上，最近建起的一栋客家风格浓郁又充满现代设计风格的房子广
受游客追捧。“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集住宿、环保教育于一体的基
地。”农家乐建造者、民间环保组织“地球之友”工作人员陈志强说。

“要实现寻乌的绿色崛起，目前我们有政策的天时，但缺乏资
金、技术。”寻乌县县长杨永飞坦言，生态产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由
于历史原因和环保带来的财政压力，寻乌现在需要补的“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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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湾水库。 彭训文摄九曲湾水库九曲湾水库。。 彭训文彭训文摄摄

““学习梁家河学习梁家河””展览馆展览馆。。 曾美昌曾美昌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