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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习近平主席

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中指出。

2016 年底，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

河长制的意见》。5 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

探索、全力推进，2018 年底如期全面建立河湖

长制，目前省市县乡村设立五级河湖长 120 多

万名。水常清、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画卷正

徐徐展开。

——编 者

从万里奔涌的长江，到九曲回环的黄河，

从承载乡愁的家乡河湖，到山间丛林里的无名

溪流，各级河湖长上岗履职、全力治水，让源源

碧水在山川田畴间迤逦穿行。

治理污水、腾退岸线、恢复生态，一系列强

有力举措让河湖重焕生机。全国地表水Ⅰ—

Ⅲ类水水质断面比例从 2016 年的 67.8%上升

至 2020 年的 83.4%。

守水有责 履职尽责——

百万河湖长上岗

浙江长兴县龙山街道渚山村，水网交织，

翠色绵延，车渚港绕村而流。“捞垃圾、闻气味、

查污水，从水到岸，任何旮旯都不放过。”村党

支部书记、村级河长王佳见证了车渚港的变化

——铺设 30 多公里长的雨污分离管网，成立

村保洁队伍，确保污水不入河、垃圾不落地，车

渚港从臭水沟变成风景线。

从江河湖库到堰塘沟渠，巡护每天都在进

行，河湖长制有名有实，担责见效。

——“五级书记”抓落实，巡河护河成常

态，上下贯通的责任体系形成。

“水里泛油花。”巡河时，四川都江堰市玉

堂街道永胜社区的村级河长彭建溯流追查，发

现排污管破损，污水直冒。村级河长上传线

索 ，镇 级 河 长 实 时 追 踪 ，技 术 人 员 现 场 查 看

……整改方案很快通过。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5 年来，31 个

省份设立党政双总河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携

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明确省市县乡级河湖

长 30 多万名，村级河湖长（含巡、护河员）90
万名。

“‘五级书记’抓治河的责任体系已经建

成。”水利部河湖管理司河湖长制工作处处长

吴海兵介绍。2018 年以来，省市县乡级河湖

长年均巡查河湖约 700 万人次。省市县全部

设立河长制办公室，专职人员超 1.6 万名。

——社会广泛参与，部门高效协作，治河

力量在凝聚。

“从 10 月开始，断面连续多天达Ⅱ类水

质！”龙溪河六剑滩断面的水质成绩单，让民间

河长谭军欣喜不已。作为重庆垫江县兴禹水

利水电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谭军组建了“兴

禹清漂队”，配备清漂船 18 艘，每周巡河至少 2
到 3次，今年以来发现问题 75处。

民间河湖长和志愿者丰富了河湖管护责

任体系，各地区各部门也携手行动。重庆潼南

区地处川渝交界，跨界河流众多。川渝四地河

长联合巡河，打通上下游；水利、检察等部门跨

界治理，当好“河管家”。近年来，涪江（潼南

段）水质稳定为Ⅱ类，琼江（潼南段）水质稳定

为Ⅲ类。

全国层面，“河长 +”体系不断拓展，“河

长+警长”等机制日益成熟，“党政负责、水利

牵头、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形成。

系统治理 科学施策——

河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有问题，找河长；有难题，找河长。各地河

湖长不断提升河湖治理保护水平，一幅幅鱼翔

浅底、飞鸟翔集、人水相亲的图画徐徐铺展。

坚持系统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不

断升级治水理念。

“鸟儿回来了，鱼群多了。”沁河的变化让

河北邯郸市复兴区户村镇张岩嵛村的村级河

长郝振营感到振奋。曾经，淤泥堵塞、污水横

流、垃圾乱堆，区乡村三级河长打响综合治理

攻坚战。搬迁“散乱污”企业 1100 多家，拆除

河道违建 270 多处，美化绿化两岸，沁河面貌

显著改善。

河长既要“下河”治水，更要“上岸”治绿。

在四川成都市，锦江蜿蜒。“河道、河水、河岸治

理一把抓，实现水润林、林护山、山增绿、绿染

城。”锦江区柳江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河长伍

勇介绍。从“治一段”到“治全域”，从“单兵突

进”到整体推动，全方位治理带来全方面改善。

瞄准硬骨头，坚持重拳整治乱象，持续加

大治水力度。

“过去，建筑乱搭乱建、垃圾乱堆乱扔，河

道长期被挤占。”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化念镇

的镇级河长鲁智瑜感慨，“我们已拆除 12 处涉

水违章建筑。”全镇划分 7 个网格，镇河长派发

任务清单，村河长认领“责任田”，发现一起解

决一起。

“河湖长牵头，沟通上下级，连通上下游，

集中资源力量，形成治理合力，解决了一批批

矛盾尖锐、治理难度大的河湖问题，促进河湖

面貌持续改善。”吴海兵介绍。

以水定产 惠民兴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河湖既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要素，又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支撑。河湖长统筹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准确把握保护和发

展关系，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为广大群众提供创造高品

质生活。

“我们村的美景看不够！”安徽含山县林头

镇龙台村村民张薇喜欢在村里散步。清溪河

变美，让村在画中、人在景中。龙台村实施农

村生活污水及厕所改造工程共 352 户，打造宜

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河

湖长瞄准群众关心的水问题，大力整治。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2914 个黑臭

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8.2%，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超过 68%，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

政村比例超过 90%。

践行绿色理念，促进发展增绿、产业向优。

在山东平阴县玫瑰镇，玉带河串起一条产

业链。“我们以河流为脉络，打造了玫瑰种销全

产业链。”镇党委书记杨欣说。

靠水吃水，方式在变。曾几何时，当地以

玫瑰初级加工为主，玉带河两岸“散乱污”企业

林立。2017 年，杨欣担任玫瑰镇总河长。当地

设定招商门槛，引进绿色环保的深加工企业，

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玫瑰产业迈向中高端。

玫瑰镇北石硖村花农张兆举算起账：“每亩

产 900斤玫瑰，一公斤能卖 15元，日子越来越红

火。”去年平阴县玫瑰产业年产值近 50亿元。

“平阴全面推行河长制，倒逼玫瑰产业转

型升级，追求绿色 GDP，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子。”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表示。

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江苏苏州市吴

江区，为了守好太湖水，当地关停一批高能耗、

高污染企业，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在广西河池

市，河长治河的同时，打造红水河百里画廊，推

动红水河第一湾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

社会财富、经济财富。河湖长以治水为牵引，

坚持以水定产、以水定城，淘汰低端产能，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定能探索一条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吴海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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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方位R
（上接第一版）ABB 厦门工业中心自行研发的“智慧能源管理

平台”展示了一种可能：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不同场景

下温度、照明的自动调配。

从一个 100 多人的小工厂，发展成为 ABB 电气在全球最

大和最先进的制造基地，30 年来，厦门 ABB 不断发展壮大。

ABB 电气相关负责人赵永占道出关键：“有政策、有市场、有

机遇，厦门优异的营商环境吸引我们持续加大投资兴业力度，

我对在这片热土长远向好发展充满信心。”

推行“多规合一”改革，开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设立知

识产权法庭和破产法庭……早在多年前，厦门就启动了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对标世界一流、国内最优，营商环境竞争

力居全国前列。数据显示，厦门实际使用外资从 1983 年到

2020 年，年均增长 16.9%。

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一个小小的花洒，竟被设计出 50 多种水花造型。台资企

业厦门建霖家居经过多年发展，已从代工加工企业转型为拥

有 2000 多项专利的创新企业。公司总裁陈岱桦自豪地说：

“企业与厦门卫厨产业共同成长，快速壮大，如今厦门卫厨产

业研发能力国际领先。”

厦门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完善对外

开放体制机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

力、拓展新空间。

以开放促产业转型升级——

眼下，厦门东部体育会展新城建设正忙。一座集高端会

议、品牌展会、会展旅游等为一体的会展产业新高地，明年即将

投入使用。厦门国贸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詹志

东说，未来要争取更多国际会议、展览与品牌活动落户厦门。

提升开放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厦门正加速建设现代

经济体系。如今，厦门已形成电子信息、航运物流、旅游会展

等多个优势产业集群，平板显示、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设备等 9
条千亿产业链，生物医药与健康、新型功能材料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也正不断壮大。

以开放促科技创新——

“你到厦门投资的想法是什么？”“你产品最大的亮点是什

么？”11 月 17 日，在厦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

地成立一周年之际，2021 厦门金砖创新基地人才赛道暨留学

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线上评审工作正在进行。这些创业项

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新能源新材料

等领域，都是厦门急需紧缺和重点发展的行业。

“一年多来厦门创新务实，着力打造金砖合作‘厦门样

板’。”厦门市金砖办常务副主任黄峰说，金砖创新基地将聚焦

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三大重点任务，不断提升使用

全球创新资源能力，推动新工业革命走深走实。

大力引资引才引智，厦门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提升自身的

科技创新能力。如今的厦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 2282
家，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3.08%，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43.4%，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正

加速推进。

40 年前，厦门地区生产总值仅 6.4 亿元。40 年后，厦门以

占福建全省 1.4%的土地面积，创造出全省 14.5%的地区生产总

值、26.2%的财政收入和近 50%的外贸进出口总额。2020 年，厦

门地区生产总值达 6384.0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 12.4万元。

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和融入
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 100 多平方米的小单元房起步，到自建 1 万多平方米的

研发大楼；从单一的终端产品线，到全套通信解决方案；从贴

牌到高端自有品牌……位于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的厦

门亿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畅销 1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公司 90%的营业额来自海外，其中在金砖国家市场占有

率长期保持第一。”亿联公司副总经理张惠荣说。

2017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

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的厦门已经发展成一座高素质的创新

创业之城，新经济新产业快速发展，贸易投资并驾齐驱，海运、

陆运、空运通达五洲。

40 年来，厦门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18.1%，“中国制

造”经由厦门销往全球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综合竞争力

居全国百强城市第六位。1983 年，厦门实际使用外资仅 0.08
亿美元；如今，累计有 63 家全球 500 强公司在厦投资 114 个

项目。

“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

争，改善自身生产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水平，国际市场得到进

一步开拓。随着公司做大做强，我们能投入更多资金、技术来

更好满足国内老百姓对优质医疗健康服务消费的需求。”厦门

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轮值总经理罗捷敏说。

建通道、搭平台、畅循环，厦门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新发展

格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建设台商

投资区、出口加工区、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开放载体，不断提高利用

内外资的实效和水平——双向辐射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打造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枢纽节点。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

精神，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奋力走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的前列。”厦门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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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19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近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据初步统计，到 2021 年三季度末，我

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 375.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2%，其中，

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 339.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证券业

机构总资产为 11.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7%；保险业机构总

资产为 24.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

同期，金融业机构负债为 34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其

中，银行业机构负债为 31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证券业

机构负债为 9.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8%；保险业机构负债为

21.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

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逾 37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