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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林長制河長制 兒時小河回來了
吃過早飯，水源鄉龍塘村的組級林長林文義，
又像往常一樣挎起背包、騎上摩托、踩下油門，
開始20多公里長的護林巡山工作。一路上，他
要看看有沒有着火點，有沒有盜伐現象。

治山理水終身追責
登豆嶺村的副河長王經義也沒閒着，換上雨

鞋、拿起鉗子、提着口袋，行走在村裡的小河

邊。一路上，他要撿拾垃圾、清理河道。
巡山、守綠，護河、保潔，清源、淨流……
這是東江源頭林長、河長們日復一日的普通場
景。
「早先一天能撈幾筐垃圾，現在半筐也撈不

着，水清岸綠，兒時的小河回來了！」王經義告
訴記者，尋烏通過林長制、河長制，壓實了各地
治山理水的責任。

「我們保護的不僅是東江源，更是共同的生態
家園。」尋烏縣縣委書記柯岩松介紹，尋烏堅持
生態優先的發展理念，生態環境保護實行黨政同
責、一崗雙責、終身追責，並納入全縣年度目標
管理考核內容，對考核不達標的鄉（鎮）和單位
「一票否決」。2017年以來，該縣對環保責任落
實不到位的鄉鎮、單位主要領導共約談16人次。

環保資源缺口較大
柯岩松亦毫不避諱存在的問題。他認為，尋烏縣

東江源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面臨的問題仍較為突
出，經濟發展壓力大、生態環保設施運維費用缺口
較大、生態環境質量比較脆弱、生態保護任務較
重。「仍有遺留廢棄稀土礦山約9,000畝未進行深
度治理，氨氮等主要污染因子仍未消除，全縣水土
流失面積366.52平方公里，特別是近五年來，仍以
平均每年水土流失11.13平方公里的速度上升；同
時，村級生活生產污水處理設施比較匱乏，農業面
源污染治理還有差距，尤其是30萬畝果園未進行
標準化、生態化改造，農村小規模畜禽養殖污染點
多面廣，環保設施落後，監管難度大。」

■■謝國通東江源頭的家謝國通東江源頭的家，，已成為一片廢墟已成為一片廢墟。。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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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峰鄉上甲村柯樹
塘，滿目青山綠水，處處

鳥語花香，光伏電站沿山而
建，鮮艷的自行車賽道繞着園內

的山水起伏。而在兩年前，這裡還是
一座雨季泥土橫流、晴空白沙晃眼的
廢棄稀土礦山。
上世紀70年代末，粗放式的稀土開採
在為經濟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把鬱鬱葱
葱的山巒變成了溝溝坎坎的裸露山包。

免造成污染 拒30億元項目
尋烏縣發改委以工代賑辦主任謝軍告

訴記者，在多年實踐中，尋烏創造性地
採取山上山下、地上地下、流域上下
「三同治」，統籌推進水域保護、礦山
治理、土地整治、植被恢復。
綜合治理，成效顯著。該礦山已實現

復綠14,000多畝，植被覆蓋率由10.2%
提升至95%，植物品種由原來的6種增
加到100餘種，水體氨氮含量削減了
89.76%，入河水質大為改善。尋烏累計
治理廢棄礦山面積達14.3平方公里。
尋烏礦產資源豐富，尤其是稀土，已

探明儲量50多萬噸，遠景儲量150多萬
噸，潛在經濟價值不可估量。作為國家
扶貧開發重點縣、羅霄山特困片區縣，

雖然貧困程度深，但在事關生態保護的
問題上，尋烏人從不含糊：全縣全面取
締稀土開採，提高項目准入門檻。去
年，南方某公司提出在尋烏投資2億元
建設五金製品廠，建成投產後可納稅千
萬元。考慮企業生產流程有電鍍工藝，
將對環境造成污染，縣裡堅決亮起「紅
燈」。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尋烏拒
絕污染大的項目40多個，總投資額達30
多億元。

■■原香港地球之友總幹事吳方笑薇原香港地球之友總幹事吳方笑薇
（（黃衣者黃衣者））與東江源人在一起植樹與東江源人在一起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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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昌權張昌權（（右右）、）、何瑞景何瑞景（（左左））率記率記
者一行走進東江源頭者一行走進東江源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攝

■■ 發源於尋烏椏發源於尋烏椏
髻缽山的東江髻缽山的東江，，
主要供應河源主要供應河源、、
惠州惠州、、東莞東莞、、廣廣
州州 、、 深 圳 及 香深 圳 及 香
港港，，總供水人口總供水人口
達達44,,000000多萬多萬。。

江西日報江西日報
記者洪子波記者洪子波 攝攝多情東江水，日夜向南流。

在東江水供港供粵的第五十五

個年頭，香港文匯報記者與江

西日報、深圳特區報記者一起

走進贛南尋烏縣，探尋秀美東

江源頭，感受江西老表們數十

年如一日守護一江清水的深情

厚誼，體會贛粵港一江水一家

親，見證尋烏在新時代加快發

展的新變化。

穿梭於與人齊高的芭茅，手腳並用攀爬雨後山路，尋烏縣
東江源生態保護協會常務副會長、原東江源村黨支部書

記張昌權帶領「尋訪東江源」聯合採訪團記者一行，艱難挺進
村後的無人之境——椏髻缽山（東江發源地，東經115°32′
54〞，北緯25°12′09〞，海拔高程為1,101.9米）。他告訴
記者們，因家住東江源，他被邀請去過香港、深圳，參加過由
香港文匯報參與發起的生態東江源論壇，曾與范徐麗泰等政要
合影，見過「香港地球之友」環保大使鍾楚紅，現在很是想念
老朋友原香港地球之友總幹事吳方笑薇。

7000人遷居 保源頭水質
在「70後」張昌權的記憶裡，東江源村，這個不到200戶的

村莊，曾有過兩次移民。「一次是，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東江
源頭實施禁砍禁伐、封山育林，並且規定越來越嚴格，村民們
的經濟來源——上山砍樹、畜禽養殖直接被切斷，稀土礦區也
禁止開採。原本小有富足的日子再也沒有了，到2011年，村民
的人均年收入1,600元（人民幣，下同），小孩子們在土坯房
裡唸書。年輕勞力不得不外出務工，我知道，有的村民甚至靠
下井挖煤過日子……那時候，我們作為村幹部真的很矛盾，有
的村民因為砍樹違法，既不能視而不見，又忍不住去為他們說
情。」
長久的期盼，終於等來希望曙光。為確保東江源頭水質的絕

對安全，尋烏縣近年來投入約6億元推進生態移民，共搬遷
1,476戶6,844人；東江源村2017年底完成整體搬遷，村民預計
今年可以住進新房。
謝國通是東江源頭的最後一戶人家，原先的土坯房早已坍
塌，沒有搬走的櫃子、箱子、椅子裡盛滿了黃土。房子內外，
草木叢生。
為了保護東江源，謝國通一家四口跟隨着其他村民，搬離了
世世代代居住的大山。安居房正在建設，他們暫時搬進了城裡
的租住房，唯一帶在身邊的是祖先的牌位。在這位樸實的客家
漢子看來，東江源人的付出沒有被忘記，移民搬遷是目前最好
的辦法，這是一次歡喜的離別。

港飲水思源 助造林建校
前往椏髻缽山的路途中，張昌權特意帶記者指認了由香港善
長捐獻、香港地球之友策劃、尋烏人民政府支持、東江源村民
栽種的一片香港林（又名：新婚林、廣東林），被雲霧籠罩，
茂盛的枝葉隨風搖曳，面積超過200畝。他說：「從2009年
起，每年都會有幾十位義工和我們，一起扛着鋤、鐵鍬、樹苗
上山，在村裡同吃同住，非常熱鬧。有的新婚夫婦會在認領的
樹苗前合影留念，不能到場的就由義工拍照捎回去。」
據悉，2008年，香港地球之友與東江源頭縣尋烏縣政府簽訂

了「飲水思源——東江上下游夥伴計劃」備忘錄，計劃用十年
時間每年投入120萬元，在東江源村植樹造林，開發生態農
業，建沼氣池，建村小學，培訓農民實用技術。「那時候，深
深的糞池上，搭着兩塊木板，就是一個廁所。政府推標準化茅
廁，附帶沼氣。一個茅廁政府資助700元，香港地球之友補助
500元，農戶出1,800元。」這位淳樸的客家人，笑起來眼似彎
月，一路上回憶着東江源被關懷的過往。
沿着椏髻缽山而上，路途也更艱險，坡度更加陡峭。張昌權

指着一截被當作台階的木頭說道：「這是吳方（笑薇）和我們
一起用鐮刀修的路。她和我們爬過幾次山，她那時候已經60多
歲了，體力比現在年輕人好多了。村裡人還蠻想她的，希望她
來這看一看！」
這些年，廣東人民、香港同胞以不同形式回報着源頭人民的

深情厚誼。深圳騰訊基金會發起了「益」路同行護東江公益活
動，1,565萬群眾通過微信「捐步」的形式參與其中，已經籌
集捐款1,616萬元。香港社團總會會長蕭樹強，自2007年以來
在東江源區先後捐建了多所學校，並設立獎學金獎勵高考學
子。
尋烏縣縣長楊永飛表示， 「未來，人們可以乘坐贛梅高
鐵，從尋烏便捷地抵達福州、廈門以及廣深港等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他說，尋烏已經成為對接閩、粵的前沿陣地，是承接
粵港澳大灣區、海西經濟區產業轉移的橋頭堡。

治理前治理前

治理後治理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日報記者 張天清、鄭穎

深圳特區報記者 肖意、方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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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多世紀
以來，因周恩
來總理曾囑咐
「一定要保護
好 東 江 源 頭

水」，贛粵港三地交織着「我
住東江頭，君住東江尾」的浪
漫情愫，演繹了源區「餓着肚

子保生態」、粵港飲水思源的感人
故事，更印證了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休
戚與共。

此次聯合採訪跨度長達5天，行走在大美的東
江源頭尋烏，我們常常被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情感

所包圍。
這份情，源自客家人的淳樸和善良。他們祖祖

輩輩生長在東江源頭，以此為榮，卻從不炫耀。
他們把保護東江源頭看作自己的分內之事，不爭
名、不爭利，默默守護，無私奉獻，像保護眼睛
一樣保護着東江源頭山山水水，只為送粵港一江
清水，助粵港更好發展更加繁榮。

這份情，源自粵港同胞的飲水思源。他們滴水
之恩，湧泉相報，香港島的一棵樹苗、一份捐
助，深圳城的一組對接、一個幫扶，從東江那
頭，山一程水一程，源源不斷地匯往東江源頭，
捎來粵港同胞對尋烏人民的殷殷厚誼，共同描繪
出贛粵港三地中華兒女同源同宗的壯美畫卷。

■■ 香港船灣淡香港船灣淡
水湖是香港接收水湖是香港接收
東江水面積最大東江水面積最大
的水庫的水庫。。主壩兩主壩兩
側分別是碧綠的側分別是碧綠的
江水和深藍的海江水和深藍的海
水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植根於東江源頭的香港林（又名：新婚林、廣
東林）石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