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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白鹭乡金钩形崩岗治理

示范园内，记者一行看到一片为警示后人保留的“活

化石”，岗上山峰突兀，岗下沟壑纵横，一片荒芜，

与治理示范园内的绿意盎然形成鲜明对比。

崩岗侵蚀作为一种严重的水土流失类型，是一

种特殊的侵蚀地貌类型，而赣县区是江西省崩岗最

严重的地区之一，崩岗数量之多、面积之大、分布之

广、危害之大，在我国南方实属罕见。2017 年以来，

赣县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长

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部署，

将金钩形项目区崩岗治理作为国土整治、生态改善

优先项目实施。依托“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

点”和“水土保持以奖代补试点”项目，赣县区开展

金钩形崩岗综合治理，打造了南方崩岗治理示范样

板，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双赢局面。

“江南红色沙漠”

“全村 2000 多座崩岗，一到下雨天，土层流失

形成大量泥石流，村里人苦不堪言。”白鹭乡上塘村

主任谢小路告诉记者。这里的金钩形崩岗群是我国

南方最为剧烈、集中连片最大的崩岗群，连片面积

达 7 平方公里，共有崩岗 2474 座，占全区崩岗总座

数的 60%，占总面积的 40%，每年流失土层 1 厘米左

右，被称为“江南红色沙漠”，曾被收入世界科教文

卫组织教科书籍典型案例。

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及历史原因，赣县区 19

个乡镇中有 12 个乡镇存在崩岗侵蚀，有崩岗 4138

个（处），崩岗面积 18.1 平方公里，占全区水土流失

总面积的 2.1%。崩岗侵蚀造成地形破碎，土层丧

失，养分流失，良地变成难以利用的劣地，土走山破

烂，肥走田低产，导致生态破坏，危及生态安全，给

当地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危害，成为治理       

“顽疾”。

生态环境与生存状况戚息相关，生态脆弱也加

剧了贫困。“据统计，金钩形崩岗群涉及白鹭乡的吉

塘、上塘、桃溪、仁源 4 个村和田村镇的杨梅、坪内、

湖塘 3 个村，2015 年 7 个村共有立档建卡贫困户 294

户 1229 人，贫困发生率达到 18.3%，贫困人口当年

人均收入不足 3000 元，为全区贫困人口较为集中区

域之一。”赣县区财政局局长温见勇告诉记者。

赣县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同崩岗侵蚀作斗争的步

伐。赣县区是赣南崩岗治理的“发源地”，早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即获得由国务院颁发、周恩来总理亲自

批示的“叫崩岗长青树，让沙洲变良田”锦旗嘉奖。

旗帜是形象，更是方向。60 多年来，在这面旗帜的

激励下，赣县积极创新水保治理模式，优化水保机

制体制，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敢啃硬骨头，誓克

崩岗侵蚀这一“顽症”，开展了崩岗治理试验示范。 

治山理水一体推进

2017 年，为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

试点实施，赣县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将其列为区

委书记领衔推进落实重大改革项目，及时成立了以

区长为组长、分管副区长为副组长，相关单位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一指挥、调

度和协调。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简化审

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

完成了勘测设计、预算审计、施工招标等项目前期

工作，为项目尽早开工争取了宝贵时间。同时，为加

快项目实施，区政府及时制定《赣州市赣县区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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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印发《加

快推进 2017 年度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

的通知》，为加快推进项目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崩岗治理是个系统工程，按照山水林田湖草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金钩形崩岗治理坚持山

上与山下同治，治山与理水同步，工程措施与植物

措施统筹兼顾，将崩岗、水系、农田、村庄、道路视

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统一设计、综合治理。”

赣县区水土保持中心负责人谈到。为改变过去治理

单一、措施单一、就崩岗而治崩岗的做法，他们按照

建精品、创特色、树样板、可复制建设要求，坚持规

模治理、集中治理、综合治理。同时，还聘请了江西

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进行详细勘测设计，并同华

中农业大学、南昌工程学院、赣南师范大学等高等

科研院校开展技术合作，探讨崩岗治理思路和治理

措施。根据不同类型崩岗特点，采取多种治理模式，

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草则草、宜工程则工程，因

地制宜、因害设防、因势利导，做到总体布局综合

化、治理模式多样化、治理措施多元化、林草植被色

彩化。

随着 2019 年工程全面完工，治理崩岗面积 301

公顷，占计划任务的 100.3%，同时完成面上水土流

失治理 57.6 平方公里，其中水保林 2150 公顷，经果

林 30 公顷，封禁治理 3580 公顷。“试点累计完成项

目总投资 1.05 亿元，占项目计划投资的 100%，其

中中央奖补资金 5611.04 万元，区级财政配套资金

1150 万 元，整 治 资 金 3738.96 万 元。”温 见 勇 告 诉    

记者。

我们站在示范园内的岗亭上，只见山顶植被郁

郁葱葱，山腰梯田果树林立，山脚鱼塘与水相映。昔

日的“红色沙漠”如今已变成了生态绿洲。 

终见绿衣裹青山

走在田村路段旁的稻田间，几只白鹭时而踱步

觅食，时而展翅高飞，构成一幅田园生态画卷。“近

年来，随着白鹭乡生态环境治理及鸟类保护力度不

断加强，越来越多的鹭鸟来此安家落户。” 谢小路介

绍说，通过开展崩岗综合治理，白鹭乡水土流失基

本得到控制，植被得到快速恢复和改良，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作为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重要组成

部分，赣县区将推进生态扶贫、助推群众脱贫致富

重点项目进行整体谋划，努力实现崩岗治理生态、

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温见勇说，试点项目实施

以来，引导和激励当地及周边 500 多户贫困户参与

工程建设、管护经营，让项目建设成为产业扶贫基

地、贫困户就地就业基地，实现精准扶贫。通过建设

现代农业基地，种植脐橙 1500 亩，杨梅 1000 亩，每

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达 3600 万元。2020 年 4 月，赣

县区实现全部脱贫退出。

如何将治理开发与落实长效机制相结合，治理

示范园区内通过自主经营，公开竞拍大户承包，公

司 + 农户等形式，落实土地经营权，确保工程建得

起、管得住、长受益，现实“人养山、山养人”的良

性循环。据介绍，目前金钩形崩岗治理已有治理大

户、农场主 4 户，承包崩岗果业开发 1200 余亩，有 5

户脱贫户参与崩岗果业开发 140 余亩 ；有 52 名村民

与小路农庄、鹭溪农场等签订了长期果园务工合同，

参与果园施肥打药等生产劳动，平均每天可获劳务

报酬 100 元，每月直接创收 2000 多元，实现在家门

口稳定就业，勤劳致富。为助力乡村振兴，还依托白

鹭古村、田村宝华寺等旅游资源，引入社会资本后

建设了生态休闲农庄、生态果园、生态蔬菜基地等，

昔日崩岗群成为农事体验、休闲观光、水果采摘的

网红打卡地，成为体验水保生态文化的体验区。

山山呈绿意，季季有瓜果。金钩形崩岗群不但

通过全面整治，实现“烂山地貌”变“绿水青山、金

山银山”，还努力打造成为集崩岗治理、科普宣传、

休闲旅游、科学实验、技术培训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南方崩岗治理示范基地和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目前，一个规模约 6000 亩的金钩形崩岗治理示范

园已初具规模，为赣州市、江西省提供了成功经验，

积累了可复制推广的治理模式，成为崩岗治理示范

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