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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岩：红色老区谱写绿色新篇

翻开党史，地处闽西的福建省龙岩市曾留下厚重的一

笔。这里，曾是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毛泽东思想

的重要发祥地，土地革命最先在这里实践、古田会议在这

召开，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闽西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

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作出了

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沧海桑田，走进今天的龙岩市，林木葱郁、物阜民

丰。这里，勤劳智慧的群众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积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红土地”

上写出“绿文章”。

造林 荒山披上绿装

闽西大地随处可见的绿水青

山，并非自古已然。曾经的龙岩市

因受各种因素影响，饱受生态恶化

的困扰，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经济社

会发展。龙岩市长汀县就是深受生

态恶化影响的地区之一。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份之一。20世

纪80年代，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

达146.2万亩，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31.5%。‘山光、水浊、田瘦、人

穷’是当时生态环境恶劣、人们生

活贫困的真实写照。”长汀县水土

保持科教园讲解员介绍说。

长汀县作为革命老区，曾经

发生过松毛岭保卫战，还曾是红军

长征出发地……战火的硝烟已成为

过往，其留下的红色文化却深入人

心。在“星火燎原、红旗不倒”的

革命精神指引下，长汀群众向水土

流失发起“总攻”。

从1983年开始，福建省委、

省政府把长汀县作为全省水土流

失治理的试点，开始全面进行整

治。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

记的习近平为长汀水土保持工作题

词：“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

业。”此后，习近平多次对长汀县

水土流失治理作出重要批示，这为

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指明了方向。

随着治理工作逐步推进，“老

头松”改造、小穴播草、草牧沼果

循环种养等一项项治理新模式在实

践中探索出来。

仅有这些探索经验还不够，

治理还得从人们的生活习惯入手。

“以前，‘烧大灶’是群众厨房普

遍的用能方式。现在，实施‘电气

化’之后，厨房的用能模式更加绿

色环保。”长汀县水土保持科教园

讲解员介绍说，水土流失治理开始

后，县里着手实施农网升级改造、

农村电气化工程，推动“以电代柴”。

与此同时，长汀县还充分调动

群众积极参与到水土流失治理中。

随着水土流失治理各项措施的持续

实施，长汀县的山变绿了、水变清

了，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截至2020年底，长汀县水土流失

面积从1985年的146.2万亩下降到

31.5万亩，水土流失率从31.5%降至

6.78%，森林覆盖率则由58.4%提高

到80.3%。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长汀

县走出了一条“浊水荒山—绿水青

山—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长汀

路径”，实现了百姓富和生态美的

有机统一，成为龙岩市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个典范。

护林 改革创新破难题

造林难，护林更难。为了保护

好生态，龙岩市针对林地保护中出

现的问题，拿出了革命斗争精神，

蹚出了一条林改新路。而这其中，

不得不提龙岩市武平县。

从1926年10月成立福建省第

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开始，武平

就成为一片红色热土。毛泽东等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