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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苹 本报记者 江丞华

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更
好地为全省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
正在考量着江西人的智慧。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全

面实施，将成为江西争取国家项目
支持的重要平台，成为江西吸引国
际合作、企业聚集、项目落户的重
要平台，必将带来政策、项目、投资
等各类要素的加速聚集，成为江西
省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成为惠及
全省、造福子孙的项目库。”在 2010
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推动大
会上，省委书记苏荣如此强调。

所谓环鄱阳湖经济圈，功能定
位为全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制造业
中心、全国重要的生态产业中心、
江南著名的优质农产品集散中心
和国内外著名的生态旅游休闲胜
地，重点发展工业、历史文化和自
然风光旅游业、现代物流业和特色
生态农业。

2004年，“加强鄱阳湖经济圈发
展”还是江西省政协委员殷国光的
一份提案，2006年，经研究、考察、
编制，《环鄱阳湖经济圈规划》已正
式公布。2011年，我们不禁发问“环
鄱阳湖经济圈”正在以怎样的模式
发展？

张永棠

自古以来，临水者自有其长。拥有1000多公里湖岸线的
鄱阳湖流域，就是一个因水而灵、因水而秀、因水而风雅、因
水而滋润的地方。站在全球生态圈上看，可以说，整个世界的
生态，如果离开了中国鄱阳湖的参与，也将黯然失色。这足以
说明鄱阳湖在中国和世界河流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2009年12月12日，一项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规划》的公布，让“一湖清水”成为江西探索生态与经济协
调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词。

宋代文人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山苍苍，水茫
茫，大姑小姑江中央”，描写的就是鄱阳湖胜景。鄱阳湖，这个
哺育了红土地上无数儿女的“母亲湖”，从来没有像最近这两
年来被如此深切地感恩、深刻地认识、深入地探究。保护好鄱
阳湖“一湖清水”，是中央领导同志对江西的殷殷嘱托。生态
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举，是一项考验江西人民智慧的系统工
程，也是一个向世界展现中国创新能力的“试验场”。

绿色生态是特色，赶超崛起是核心。今天的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以全省3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省近50%的人口，
创造了约60%的经济总量。已有40多个国家部委、中央企业、
金融机构与江西签署了联合建设鄱阳湖生态有关战略合作
协议，共签订项目、资金和政策等重大支持事项224项的成
果。两年来，江西省争取到7家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
获准建立3个出口加工区和1个保税物流中心；3个国家级创
新平台通过验收……

一系列的数据可以说明的是这两年来迫切的心情和扎
实的努力，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给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创造
良好的生态基础，切实保护好“一湖清水”，两年来在全省范
围内大力建设了一批重大生态环保项目。这些项目的建成，
让鄱阳湖的生态越来越好的同时，也让在项目区内广大群
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朝富裕的道路上稳步
前进。

由于历史原因，江西省产业发展以资源粗放型为主，产
业规模较小。为此，江西省必须借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
略优势，科学发展低碳生态、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全省产业的
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着眼产业制高点，抢占未
来发展先机。

目前，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第一产业占了相当大的
比重。随着工业园区的建设，第二产业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而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相对薄弱。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内，三大产业的发展比例不尽合理。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
政策，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大力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
是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的旅游产业。对湖体核心区来说，它
是最有可能实现在保护“一湖清水”的同时，对经济发展做出
较大贡献的产业。

可以说，抓好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升级 ,就抓住了
江西发展的关键，昂起了江西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
的“龙头”。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立不只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
是环境、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三种内涵有机统一的可持
续的发展。为了这种和谐，必须具备长远的眼光，舍弃一些眼
前的利益，而江西正是这样做的。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
资”的华丽转身，“生态”成了投资企业必须越过的门槛。

刚满两周岁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还有很长路要走，两年
来的奋斗和成就也让我们更坚定了方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
的崛起之路，走一条造福子孙后代的崛起之路，走一条孕育
着美好希望的崛起之路，是鄱阳湖人民奋斗的目标。

浩渺鄱阳湖，奔腾赣江水，生态让江西充满生机和希望。
呵护“一湖清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嘱托，也是江西
对世人的承诺。这片红土地上的4400多万江西儿女，正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来兑现这一承诺。

用活鄱阳湖“一湖清水”

鄱阳湖联动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

论道

江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表明，前三季度，江西实
现生产总值8086.8亿元，同比增长12.8%，保持了10%以上的
较快增速，总量居全国第17位，比上半年前移3位。

江西是一个欠发达地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开发与
建设，对本省产业结构的布局以及江西重工业和循环经济
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李志萌说。

据了解，江西虽然是中部的边角，但事实上承担着中部
省份与东部、南部沿海发达省区交流的重要使命；没有江西
的崛起，中部的崛起也不完整。江西一直缺乏国家战略的支
撑，成为制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况，直至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的获批得以改变。而这种改变在江西的产业战
略上得到充分体现。

一系列的数据可以说明的是这两年来迫切的心情和扎
实的努力：5000亿元，这是以“十二大生态经济工程”为代表
的405个重大项目迄今累计完成的投资额，占计划总投资的
近30%。

24.7%和22.2%，这是2010年和今年前三季度，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幅度。与此同时，引进省外资
金分别增长43.1%和42.5%。

4630美元，这是今年区内人均生产总值的预计数据，将
比2009年的3650美元提高近1000美元。

500万美元，这是世界银行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课题研
究的投入。自然科学领域投入500万美元很正常，但在社科
领域还属鲜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话
题，已经引起世界目光的关注。

截至今年10月，有36个国家部委和中央企业与江西省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签订有关项目、资金和政策等重大
支持事项224项，现已落实到位140项。其中，中央企业计划
在赣投资和金融机构贷款授信2750亿元以上；国家已同意
“十二五”期间每年安排5亿元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专项补助
资金，同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纳入国家“十二五”长江流域
治理规划范围。

江西省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低碳经济、绿色
经济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江西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发展生
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江西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鄱阳湖生态经济规划”再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引人遐

想的画卷：到2015年，占江西省30%国土面积的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生产总值要突破万亿元，人均GDP达到4.5万元，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此时的全省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全省
人均GDP突破3.5万元。到202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内的
人均GDP达到8万元。

经济未动，基础先行，在环鄱阳湖
地区，这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据了解，江西省围绕“构建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这一
目标，着力打造“三个高速时代”，全
面推进各种交通方式一体化协调发
展，一个高效、便捷的立体交通格局
加快形成。

2010年 9月，鹰瑞、石吉、彭湖 3条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全省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突破3000公里。

2011年9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
的骨干高速公路———德兴至南昌、永
修至武宁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标志着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速圈”全面形
成。至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建成
通车的高速公路由10条增加到12条，
形成13个高速公路出省通道，与长珠
闽的快速通道全面打通。

截至目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
划的 22个高速公路项目中已有 6个建
成通车，九江长江公路大桥、南昌至

铜鼓高速公路等项目正加紧建设。
同时，江西省水上交通工程有史

以来投资最大的项目———投资 24.38
亿元的赣江石虎塘航电枢纽工程加
快建设，首台机组将于今年底建成发
电，此外，总投资20亿元的南昌港口
枢纽工程各项前期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

为支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江西省确立了加快建设“两横一纵”
国家内河高等级航道，九江、南昌两

个国家级主要港口和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重要港口群的建设战略，水运重大
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

此外，昌北国际机场、景德镇机场
扩建工程已全面完工并投运，宜春明
月山机场、上饶三清山机场、井冈山
机场扩建工程、赣东南机场（抚州机
场）等项目也在加紧推进，“一干七
支”的民航机场分布格局已经形成。

至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海陆空
三大交通运输体系已具雏形。

多年的经济建设历程告诉我们，
绿色不仅仅是一种让人心情愉悦的颜
色，绿色同样是一种财富。幸运的是，
江西拥有这得天独厚的财富，而眼下
生态也就成了江西的优势。

据了解，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
水湖，以候鸟、湿地闻名于世，全球
90%—95%的天鹅栖集于此，这里还包
括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一个生态
功能保护区。现在，坐拥一个世界性的
湖泊，江西正在探索如何实现生态与
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探寻怎样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开发环鄱阳湖经济圈，谁来保护
湖水的安宁与纯净？是人们最为关心
的问题之一。

江西的生态如同美轮美奂的景德

镇瓷器，很珍贵，同时也易碎，江西省
社科院院长汪玉奇打着形象的比喻
说，不发展保护不好生态、富不了百
姓，但发展得不好，同样会给生态造成
灾难。

环湖经济圈开发中最强调的两个
支撑是水利支撑和环保支撑，对此，记
者从《生态经济区规划》中了解到，政
府将加强鄱阳湖防洪体系建设，把环
鄱阳湖区域建设成为能防、能排、能
灌、旱涝保收、运行管理调度自如的保
障体系，实现对水资源的科学配置、合
理开发、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

江西社会科学院科研处长李志萌
告诉记者，眼下，鄱阳湖经济圈生态保
护仍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前期
势必要先给企业“输血”，这样企业才

会有自主“造血”的机会。
李志萌认为，政府将加强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树立绿色GDP理念，推
进鄱阳湖水系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功
能保护区、五河自然保护区、长江防护
林建设，政府要下决心打击非法排污
企业，加强污水、垃圾处理厂建设，大
力发展环保产业，让节能环保成为江
西企业创造的新竞争力。

事实上，由南昌政府积极打造的
“中国水都”，就是在城市旅游建设这
个新的领域中对鄱阳湖经济圈的深
化、细化与延续，建立和推广新的城市
科学发展模式，将把山江湖工程的深
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除此之外，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内
各个县城，基本全部拥有相应规模的

污水处理厂，实现雨污分流、中水回
用，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为实现
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打下了
结实的基础。

同时，省发改委、统计部门和各项
目涉及部门还将建立经济、生态、社会
和谐等指标体系，保证环鄱阳湖经济
圈又好又快发展。

据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提供的数字，到 12月 9日12时，今年
候鸟比往年来得更早更多，不远万里
来鄱阳湖过冬的候鸟已超过 20万只，
创历年之最。记者了解到，赣州近年来
共拒绝近百家不符合产业政策、污染
严重的企业落户，眼下，“生态”是欲进
入江西寻觅商机的商家必须越过的门
槛。

江西“十二五”期间将打造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以鄱阳湖区为重点，“两横一纵”(长江
江西段、信江、赣江)高等级航道为构架，九江、南昌两大港口为枢纽，标准化船舶为载体，应急
救援体系为保障，衔接其他运输方式的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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