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

保护治理。长江黄河，流域面积广，如何上

中下游协同联动推进生态保护？如何让一

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即日起，本版

推出“倾听·关注江河生态保护”系列报道，

聚焦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措施及成效，敬请

关注。 ——编 者

“你们快来看看，我这新家怎么样？”65
岁的江苏南通市民吴湛，领着记者参观他

的新家。打开窗户，伴随着清新的空气，绿

意盎然的五山风光和奔流不息的长江映入

眼帘。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五山地区滨江片区，听取五山及沿江

地区生态修复保护、实施长江水域禁捕退

捕等情况介绍，对南通构建生态绿色廊道

的做法表示肯定。习近平总书记说，40 多

年前我来过五山地区，对这里壮阔江面的

印象特别深刻。这次来，看到经过治理，曾

经脏乱差的环境发生了沧桑巨变，成为人

们流连忘返的滨江生态公园。

推动港口提档升级

黄泥山、马鞍山、狼山、剑山、军山等五

山临江而立，江苏南通五山及滨江片区占

地面积近 20 平方公里、江岸线 14 公里。

临江临海的南通，港口是发展引擎，造

船、化工等产业沿江聚集。由于历史原因，

五山及沿江地区资源多头管理、质态不优，

港口产业单一、效能偏低，散货码头设施老

旧、生产工艺落后，能耗污染大，港城结合

地带成为脏乱差的集中区域。

“滨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曾是当地

百姓的切身感受。吴湛的老家紧邻江边水

泥厂和港口堆场，“以前，空气中经常飘着

黑色黄色的颗粒，大家不敢开窗晒被。”吴

湛说。

南通市委书记徐惠民介绍，2016 年以

来，南通坚持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推进五山及沿江地区生态修复

与保护。

以南通港的整体搬迁、提档升级为突

破口，南通引导沿江数百家散乱污企业有

序退出、腾笼换鸟。关停“散乱污”企业 203
家，拆迁河道周边各类违建 6.5 万平方米，

清理沿线港口货运功能地带和修复岸线 12
公里。2018 年，狼山国家森林公园成为国

家级森林公园，实现了“山畔嬉江水、江上

揽五山”的生态修复目标。

两年前搬回到原址，一年前装修入住，

吴湛的新家依然在长江边上，但是今非昔

比，步行数分钟就到了滨江公园。

腾出滨江空间，造绿地、建公园，这样

的做法在江苏沿江并不少见。 2016 年以

来，江阴主动调整港口功能，将码头、工厂、

轮渡等生产岸线退让搬迁，将 23.4 公里港

口岸线主动压缩到 16.85 公里，仅占长江江

阴段岸线的 48%。

江阴市民陈婷介绍，原来沿江一带都

是厂房和码头，长江和老百姓隔着一段距

离；现在这里建起了公园，老百姓可以随时

到江边观光，在公园散步和跳舞。在江苏

的许多城市，江边的景观都得到了有效的

整 治 修 复 ，沿 线 景 观 成 为 市 民 休 闲 的 好

去处。

污水处理优化水质

长 江 上 游 ，重 庆 忠 县 ，又 是 一 个 艳 阳

天，杨承孝走在黄金河边。身畔河水哗啦

啦地淌，再流 10 公里就汇进长江。

“以前经常是污水直排入江，我们住在

这里也觉得不舒服。哪像现在，清亮亮的

水，绿幽幽的山，好安逸哦。”杨承孝是忠县

黄 金 镇 黄 土 村 村 支 书 ，也 是 这 段 河 的 河

长。两年来，他眼看着这条长江一级支流

一天天由浑变清。

以前的黄金河，没人管。现在的黄金

河，有人护。

“污水不能排了，垃圾也不能往河里倒

了 。 果 园 农 庄 里 ，化 肥 农 药 更 不 能 随 便

洒。”杨承孝说，一开始，也有人不理解，老

习惯改不过来。村里通过组织义务劳动，

发动村民一起去清理河道。“自己弄干净

的，肯定更有感情。我们每月院坝会也都

反复讲政策。双管齐下，大家的责任感就

建立起来了。”杨承孝说。

“黄金河最大的变化，是沿岸乡亲的想

法变了。”黄金镇镇长郭小民说，以前大家

都觉得无所谓。现在，斑竹村村民王万民

不仅把自家的洗车场停了，还主动找到村

干部，给自家建了个小型的污水净化池。

截至 2020 年年底，长江干流重庆段水

质为优，纳入国家考核的 42 个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首次达到 100%，优于国家考核目标

4.8 个 百 分 点 ，较 2015 年 上 升 14.3 个 百 分

点。目前，重庆已建成 73 座城市生活污水

处理厂、2600 多座乡镇和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5300 余艘船舶按要求安装生活污

水、污油水处理装置并配备垃圾收集设施。

去年 12 月 9 日，郭小民又来巡河。水

清了，岸绿了，鱼儿也回来了。“对沿河两岸

100 米范围内的 300 多户居民，我们刚刚进

行了改厕改水，生活污水全部接入了污水

管网，再不会直排入河。现在我们流入长

江的水，更清澈了。”郭小民信心十足，“这

个活儿，一定要整巴适。”

化工企业搬迁转产

在湖北宜昌枝江市姚家港化工园，一

座座现代化厂房依次排开。向东而行，湖

北山水化工有限公司一期搬迁厂房映入眼

帘。新厂房已基本成型，左边是高塔耸立

的精细化工厂区，右边是厂房林立的烧碱

厂区。“我们从 2018 年 3 月开始整体搬迁入

园，新项目已经陆续投产了。”公司总经理

曾晓兵介绍。

2017 年，宜昌市开始破解长江“化工围

江”的难题，推进长江沿岸化工企业“关改

搬转”。枝江市也成立长江大保护十大标

志性战役指挥部，与全市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工作专班合并办公，推进沿江 1
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对于搬迁，企业当时也很犹豫。曾晓

兵说，在枝江市政府组织公司负责人到江

浙学习化工企业转型升级经验后，公司分

析了化工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也看到了

公司的成本、技术、产品等传统优势渐渐丧

失，最终还是下定了搬迁的决心。

随后，公司一方面在宜昌市的众筹方案

下解决了资金问题，另一方面，公司转变发

展方向，推动主要的烧碱产品从工业级升级

为食品级，并且进军医药、农药中间体领域。

搬 迁 后 的 湖 北 山 水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升

级了设备。曾晓兵说，一期厂房顺利运行

后 ，公 司 一 年 的 利 润 将 比 转 型 前 提 高 近

一倍。

如今，姚家港化工园已形成了以化工

新材料、高端精细化工为主体的循环经济

和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打造出了 20 条成熟

的高端产业链闭环，基本实现了废物的“全

利用”和“零排放”。

枝江市对照修复长江生态环境要求，

坚持 34 项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船舶

污染防治、入河排污口整改提升等重点工

作任务清单，相关部门主动为涉及“关改搬

转”的沿江化工企业上门提供服务。枝江

市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负责人说，“关改搬

转”将给化工企业带来全面升级、集群腾

飞，同时也为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注入不

竭动能。

推进沿江岸线治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产业更优 江水更清
本报记者 何 聪 姚雪青 蒋云龙 吴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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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2016 年 1 月 5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5年来，沿江各地践行新
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产业升
级、治理污染、搬迁转产，
既推动企业节能减排，提
升效益，又促进生态环境
修复，让一江清水真正惠
及百姓。

■倾听
关注江河生态保护
R

本版责编：朱 伟 臧春蕾 张子扬

新华社北京 1月 11日电 10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上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政法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为“十四五”开好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周强指出，2020 年，全国法院加强疫情防控司法应对，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维护人民权益，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当前，面对新机遇

新挑战，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党对司

法工作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加注重

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以强化人

民法庭建设、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为重点，奋力推

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周强强调

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北京 1月 11日电 （记者张璁）1 月 1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张军在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

是做好检察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政法、检

察工作提出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检察机关要在学思践悟中融会贯

通、狠抓落实。

张军指出，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检察履职，“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精准

监督”“智慧借助”“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双赢多

赢共赢”等深入人心，新时代司法检察理念与时俱进。新发展阶段开

启检察事业新的征程，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司法检察理念深化、

变革，坚持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在办

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

一，坚持双赢多赢共赢。

张军强调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司法检察理念深化变革

“被告在外省，原告在自己家门口

的法院就可以办理立案，不用跑到外

省去，省时省力。”记者近日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到，

当事人刘女士用不到 20 分钟的时间

便完成立案。

据了解，遍布全国的跨域立案服

务着眼于解决异地诉讼难，让当事人

在全国任何一家中级和基层法院都能

享受与管辖法院同品质的立案服务。

2019 年起，全国法院深入推进一

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让当事人打官司、解纠纷更加便利，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不断夯实，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推动诉讼服务模式
转型升级

“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

革，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

层级联动办理，解决好异地诉讼难等

问题。”“要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

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推

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

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

2019年 6月，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

谈会在江西南昌召开，专题研究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人民法院多元

解纷和诉讼服务工作。同年 7 月，《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

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发

布，规划一站式建设总框架、路线图、

时间表和责任链。全国 3500 余家法院

迅速行动，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推

动“一站式”建设不断深化。

走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休息椅、饮水机、ATM 机等各种服

务设施一应俱全。当事人拿出手机扫码，提交材料。

在“云端”，当事人登录“中国移动微法院”，可以立案、查询、阅

卷，实现诉讼事务“家里办”“掌上办”“随时办”。

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移动背包科技法庭等送上门的司法服

务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打官司。

全国法院均开通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全面开通网上立案功能，

98%以上法院建立信息化诉讼服务大厅，“厅、网、线、巡”立体化诉讼

渠道推动实现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7 月 3 日，全国法院网上立案 280 万件、网上开

庭 44 万次、网上调解 129 万件，保障了疫情期间“审判执行不停摆、公

平正义不止步”。

“最高法将继续推动诉讼服务模式转型升级，将线下服务项目全

部集成到线上，做到群众线下能解决的诉求线上都能解决。努力实

现法院提供诉讼服务全天候‘不打烊’，群众办理诉讼事务全流程‘零

跑腿’。”最高法立案庭庭长钱晓晨说。

关口前移创新诉前解纷机制

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区，“老王帮帮团”“谢谢侬”等调解志愿者组

织在法官的组织下，积极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夯实“调解为主、诉讼断

后”的解纷模式。一次次握手言和，源自“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源

自诉源治理的巨大能量。

“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人民法院全面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调解平台在线化解纠纷功能，加强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加强与证监会、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国人民

银行等“总对总”诉调对接。全国 3487 家法院运行调解平台，近 7000
个“调解工作室”、3481 个“在线调解室”，每年化解矛盾纠纷数百

万件。

近年来，最高法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

见》，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解纷需求；下发《关于在部分地

区开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为更专业高效化解劳动

争议提供指导。

前移解纷关口，延伸服务触角，下沉力量资源，让大量纠纷止于

未发、化于萌芽。

浙江全省法院成建制入驻矛盾调解中心，2020 年诉前化解纠纷

同比持续上升，收案数连续两年大幅下降。

四川法院设立 875 个诉讼服务站、2616 个诉讼服务点，将快捷高

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延伸到网格化辖区的“神经末梢”。

新疆法院建立 106 个“枫桥式”法庭、1496 个法官工作站、152 个

驻村工作队，打造“庭、站、点、员”四位一体社会治理平台。

河南法院“封调禹顺”机制、甘肃法院“民事直说”平台、陕西法院

“五链共治、法在基层”……一个个诉源治理品牌把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效能拓展到大江南北、千家万户。据统计，2020 年，全国法院

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近 400 万件，增幅超过 190%，大量纠纷在诉前快

速化解，一审民商事案件量实现稳步下降。

形成一站式多元解纷新格局

一组数据，最能说明“一站式”建设对矛盾纠纷快速解决的作用：

全国法院速裁快审案件 679.51 万件，平均审理期限 36 天，民商事案

件在诉讼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式解决的比例达到 80%，入驻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的调解组织达 4 万个。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

案》《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指导 15 个省份 20
个城市试点工作有序推开。

许多地方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搭建了婚姻家庭、道路交通、物业纠

纷等类型多样的调解工作室，引入人民调解员、行业组织人员等参与

调解，提供多形式、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案，大量纠纷通过调

解、和解的方式在诉讼服务中心得到解决。通过“分调裁审”机制改

革，全面开展繁简分流和速裁快审工作，各地法院正在实现“能调则

调、当判则判，调审结合、快速解纷”，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

快慢分道，形成少数法官在前端办理多数简单案件的格局。

北京法院将调解员编入速裁团队，通过“多元调解+速裁”解决

纠纷超过同期民事结案量的 65%。

河南全省设立 574 个速裁快审团队，开展“门诊式”审判，速裁快

审案件平均审理时间 39.09 天，与一审民商事案件平均审理时间相比

缩短 17.7 天。

云南法院设立 676 个第三方工作室，一半以上的案件在诉讼服

务中心通过调解速裁快审方式解决。

“突出一站、集约、集成、在线、融合五个关键，全面提升一站式多

元解纷和诉讼服务效能，加快形成符合中国国情、满足人民期待、体

现司法规律、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模式。”

钱晓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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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1月 11日电 （记者范昊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

峡通航管理局获悉：三峡枢纽通航设施保持高位稳定运行，2020 年

全年通过量达到 1.38 亿吨，其中三峡船闸通过量 1.37 亿吨。同时，三

峡枢纽河段连续 9 年实现“零死亡、零沉船、零污染事故”。

图为 1 月 10 日，船舶有序通过三峡五级船闸。

郑家裕摄（新华社发）

三峡枢纽通过量持续高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