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榮曾在多個場合稱：「香港對江西的對外開放特
別重要。」

西省商務廳的資料顯示：2012年江西全省合同外資
金額81.62億美元，其中來自本港的合同資金為65億
9046萬美元，佔總額的80.75%；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68.24億美元，其中來自本港的金額為52億78萬美

元，佔總額的76.21%。兩項指標，本港
皆列榜首。而近期的一個小

故事，則充分體現
了蘇榮對

贛港交流的重視，以及江西開放的決心。
2013年的江西兩會上，蘇榮接到了本港委員、中華

海外聯誼會理事鄺美雲的現場「投訴」：「書記，我
們香港委員到南昌來開會，都是早上4點多起來趕到
深圳，再趕到南昌，因為香港到南昌的航班停飛
了！」她表示，在2003年第一次來到江西時，香港到
江西每周三天有航班，到現在沒有航班了。這不僅僅
是一個航班的問題，可以影響到我們的旅遊、招商及
各行各業。

蘇榮聽到這個情況後說：「這是個大問題。香港地
區和台灣地區是江西最大的境外投資來源地，南昌已

開通到台灣的航班且增加了班次，現在南昌飛
香港的航班卻停了，這特別不方便，

影響很大。」他當場詢問誰
了解情況，當有解

釋說因為
客

源少造成停飛後，蘇榮表示，一定要恢復，哪怕是省
市補貼，也要盡快恢復。兩周之後，好消息就從東航
江西分公司傳出：南昌至香港航線全面恢復，每周

兩班。

親自督辦 政府補貼贛港航班

在今年全國兩會的江西開放日上，
蘇榮稱江西做「美麗中國」試驗

省已具備基礎。
如何平衡好生態和經濟，長期以來，

是各地都在求解的「哥德巴赫猜想」難
題。走過東北、華北和西北，看慣了北
國風光，江西的綠水青山成為蘇榮眼中
的一塊「試驗田」。

蘇榮在江西的五年，江西以奇跡般的
速度實現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和贛南原
中央蘇區兩大國家戰略的雙翼興贛佈
局。分析者指，這兩大國家戰略的出台
很大程度得益於蘇榮的全域視野和豐厚
人脈，而戰略的實施，將為整個中國的

可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探索路徑。

催生鄱陽湖生態經濟區

2007年11月30日，蘇榮履新江西。對
比此前主政的青海和甘肅，蘇榮的思考
是「大自然賜予江西一個良好的生態環
境，如何發揮這個優勢？」他以兩個月
的密集調研為基礎，前瞻性地提出鄱陽
湖生態經濟帶的概念。2009年12月12
日，江西省首個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鄱
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出台。整個規劃
從申請到批准，只花了695天，被研究
者稱為破紀錄的奇跡。由是，江西拉開
了探路「美麗中國」的大門。

江西大力實施造林綠化「一大四
小」、「五河一湖」等生態環境治理。
經過治理，江西全省地表水監測斷面達
標率達到80.7%，高出全國平均值30多
個百分點，11個設區城市環境空氣質量
全部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全省森林覆蓋
率達63.1%，生態環境質量居全國前
列。

不僅如此，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更成為
江西省吸納資金、技術、人才以及爭取
各方面支持的「金字招牌」，成為招商
引資的經濟「窪地」。該經濟區三年累
計實際利用外資107.5億美元，佔全省比
重達59.8%。 2012年區內生產總值達到
7,600億元，增長11.6%，高出全省平均
水平0.6個百分點。

綠色書記致力振興蘇區

在市民的眼裡，蘇榮是一個力推生態
立省的「綠色書記」。在當地政界的眼
裡，這個綠色書記最大的政績莫過推出
了「鄱湖」和「蘇區」。

2012年6月28日，江西省第二個國家戰
略——《國務院關於支持贛南等原中央

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干意見》出爐，蘇榮
冒㠥酷暑，前往贛州傳遞喜訊。

據稱，蘇榮為使《若干意見》能盡快
出台耗費了巨大精力。他多次帶隊到國
家發改委等多部委「介紹情況」，並通
過多種管道請求中央支持。從2011年12
月6日江西召開中央蘇區振興規劃編制
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算起，半年多
就能拿到國家的支持意見，被研究者視
為江西的又一項「奇跡」。

意見實施後，贛南蘇區多項經濟指標
創歷史最好水平。特別是農村危舊土坯
房改造、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電網改
造、道路建設等工作，令老區人民生活
有了顯著改善。這個變化令遠在海外的
本港同胞亦深受鼓舞。

蘇區對本港有特別的意義，是本港主
要飲用水源的東江的源頭區所在地。按
照《若干意見》，中央將在城鄉統籌發
展、基礎設施建設、生態建設與環境保
護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到2015年、
2020年將先後幫助中央蘇區先行消除貧
困及發展制約困素，並最終與全國同步
實現全面小康，共同富裕。

全國政協新任副主席 擅從多緯度視野解決問題

多省歷練經驗豐
「美麗中國」勇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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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榮金句

從某種意義上說，江西是和香港關係最親密的內地

省份。因為本港主要飲用水源—東江之源即在江西。

作為本港的生命之源，東江每年向深港供水能力達30

餘億立方米，其中供港水11億至15億立方米，佔本港

用水量的60%至80%。為共護這江水，香港文匯報和

江西政府聯合發起並主辦了東江源香港論壇。

2012年12月17日，第四屆生態東江源（香港）論壇

在香港舉行。期間，香港文匯報獨家刊發《東江源告

急！》系列深度調查報道，引發了數十家媒體對此轉

載熱議，以及本港市民對江西的關注和致敬熱潮。香

港文匯報在《東江源告急！》系列調查報道中指出，

為保護東江源區生態環境，源區所在地，江西省贛州

市的安遠、尋烏和定南，為守護源區生態停礦封山，

移民五萬，東江水依然面臨百年斷流的危機。其中，

安遠、尋烏是國家級貧困縣，定南是江西省貧困縣。

面臨當地財政收入的巨大缺口，東江源的生態保護亟

需資金支持。

東江源香港論壇由江西省環保廳、江西省水利廳、

江西省財政廳、江

西省山江湖辦、贛州市人

民政府與香港文匯報聯合主辦，

至2012年已是第四屆。在香港文匯報和江

西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生態東江源保護已引起了中央

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等

多次組織專題調研，力推東江上下游生態科學機制在

全國率先建立。粵港人士亦常組團到江西探源襄助。

2013年3月11日下午，江西省委書記蘇榮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觀

察者稱，蘇榮履歷豐富，先後出任吉林省委副書記、青海省委書記、

甘肅省委書記、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和江西省委書記。如此歷練

在中國政壇上屈指可數，必將令蘇榮更善於從多緯度視野和國家全域

解決問題。其主政江西的五年，被視為集此前各地執政理念之大成，

亦被稱為謀建「美麗中國」的試驗。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程相逢、陳融雪

■蘇榮來到鄱陽湖湖區考察生態環境。

■蘇榮考察吉安廬陵文化生態公園。

■在民眾眼裡，蘇榮是一個力推生態立省的「綠色書記」。

■蘇榮在贛州調研。

■蘇榮在萍鄉指導救災抗災。

共護東江源 江西與文匯聯辦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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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為群眾辦好一件實

事、解決一個難題，比一百個空洞的口號更重

要。

★網絡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我們的網

民處於社會的各個階層，對社會的發展、體驗最

深刻，提出的許多建議是真知灼見⋯⋯我們將網

民的每一條建議都變成實踐不可能，但是絕大多

數有建設性的建議都將被採納或進入省委省政府

決策。

★我們要旗幟鮮明地支持改革者，讓想幹事、能

幹事、幹成事的人有更大的舞台，讓得過且過、

政績一般的人受到鞭策而奮起直追，讓那些無心

幹事、跑官要官的人失去市場。

★我在江西的每一天都有實質意義，多幹點實事

和好事，盡量少出錯，不做蠢事。在我離任的時

候，只要江西民眾說，這個人還行，幹了點事

情，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們的事業就像一場接力賽，一任接㠥一任

幹，才能順利實現既定目標；反之，換一任領

導，變一套思路，既是對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不

負責任的表現，也是發展的大忌。

蘇
榮
：

談到江西的生態，蘇榮格外風趣幽

默。「江西空氣好、水好，一樣的菜在

江西燒出來味道不一樣，姑娘到江西來

變得更漂亮。」在2013年全國兩會的江

西開放日上，他輕鬆的話語引發了大家

陣陣笑聲。

「在北京，茶杯一個星期不刷就會結

一層厚厚的茶垢，在江西一個月不刷都

沒什麼茶垢；同樣的東北大米，在江西

做的飯就特別香軟；如果在江西住上一

段時間，皮膚會變得更好、人更美。」

蘇榮如是給江西做起了「廣告」，邀請廣

大媒體到江西看看。推介之餘，蘇榮不

忘發展。他隨即話鋒一轉，「如果能將

江西作為『美麗中國』的試驗省、試驗

區，一定會取得很好的成效，因為江西

具備這樣的條件。」

蘇榮說，江西省委、省政府在加強生

態環境治理方面下了真功夫，在生態文

明建設上先行了一步，加上良好的生態

環境，具備堅實基礎；鄱陽湖生態經濟

區經過三年多的實踐探索，在促進生態

與經濟融合發展上取得了初步成效，是

開展「美麗中國」試點的重要平台；保

護生態環境的理念在江西已深入人心，

是開展「美麗中國」試點的思想和群眾

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