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浩浩长江，滔滔嘉陵。站在两江交汇处

的重庆朝天门码头极目远眺，滚滚碧波，水清

沙白，远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标语

格外醒目。这样的美景，离不开川渝两地关

于嘉陵江保护协同立法的有力保障。

今年 3 月，立法法修改，增加规定区域协

同立法，明确提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

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

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

内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

治州可以建立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

近年来，积极推进区域协同立法已经成

为一些地方立法的特色和亮点，特别是在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不少地方通过协同立法，有

力推动解决跨区域生态治理难题，促进绿色

发展，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

好地落地落实。

强化生态环境的
综合治理理念

站在四川省合江县赤水河入江口望去，

只 见 波 光 粼 粼 ，两 岸 树 木 葱 茏 ，一 片 山 光

水色。

“如今赤水河的良好水域生态，得益于云

贵川三省协同立法、协作保护。”四川省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说。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流经贵州，最终在四

川注入长江。“长期以来，跨流域保护治理一直

是江河保护的难点。有些河流跨多个地域，单

个省市的地方立法往往面临衔接问题，有时会

‘管住了下游，管不了上游’。”武汉大学环境法

研究所教授陈海嵩说，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

上，从流域整体性和生态完整性出发，才能更

好地做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

于是，区域协同立法成了解决问题的钥

匙。2021 年，为了共同保护赤水河流域，云

南、贵州、四川三省省人大常委会同步审议通

过了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和

三省各自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并于当年

7 月 1 日实施。

三省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赤水河流

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均作出规定，“三省坚持

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

全面开展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普法、监督

和规划、防治等领域的协同配合，确保赤水

河流域水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水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水生态功能显著提升，全面

协同推进赤水河流域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省省

人民政府共同建立赤水河流域联席会议协

调 机 制 ，统 筹 协 调 赤 水 河 流 域 保 护 重 大 事

项 ，共 同 协 商 解 决 赤 水 河 流 域 保 护 重 大 问

题，并明确具体部门承担联席会议协调机制

的日常工作。”

两年来，三省跨区域协同保护和联合执

法日益完善，有效破解“上游保护下游污染”

问题，达到“1+1+1＞3”的效果。

除了全流域保护的区域协同立法，在解

决特定的环保问题上，区域协同立法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

“快看！是江豚！”远处浪花里几个若隐

若现的身影，顿时让安徽省马鞍山市渔业行

政执法支队队员兴奋不已。通过望远镜观

察，可以看见江豚圆乎乎的脑袋、胖嘟嘟的身

子，浑身上下呈铅灰色或灰白色，在水中翻

滚，萌态可掬。

据了解，江苏南京、镇江和安徽马鞍山

三市所辖江段仅占长江干流总长度的 4%，

却 汇 集 了 约 100 头 长 江 江 豚 ，占 长 江 干 流

江 豚 数 量 的 22% 。 于 是 ，三 市 开 启 了 长 江

江 豚 保 护 的 协 同 立 法 。 2022 年 9 月 ，江 苏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南京、镇江两市人大常委会提请的《关于加

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定》。同时，安徽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同步批准

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提请的这一《决定》。

将保护范围从自然保护区的“点”拓展

延 伸 到 长 江 流 域 的“面 ”，着 力 突 出 全 流 域

保 护 ；规 定 对 长 江 江 豚 及 其 生 存 环 境 可 能

造 成 不 利 影 响 的 建 设 项 目 ，建 设 单 位 应 当

按 照 要 求 进 行 专 题 论 证 ，落 实 避 让 、减 缓 、

补 偿 、重 建 等 保 护 措 施 ；规 定 将 每 年 10 月

24 日 定 为 长 江 江 豚 保 护 宣 传 日 ，加 强 长 江

江 豚 保 护 科 普 宣 传 教 育 ；明 确 通 过 协 同 立

法的形式，健全完善上下游、左右岸跨地区

跨 部 门 协 同 保 护 制 度 ，加 强 对 长 江 江 豚 全

生命周期的保护……

江苏省法治建设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金

陵科技学院立法研究院院长刘小冰说，三座

城市的长江江豚保护工作从原先的“单枪匹

马”到如今的协同立法，共同确定、同步实施

的《决定》为江豚生长繁殖提供了更有力的

法治保障。

推动构建跨区域
联合执法机制

“加油门，再加油门！”北京市门头沟区某

综合检查站，执法人员拦下了一辆准备进北

京的重型卡车，进行尾气排放检测。

“1.42！”连续 4次检测后，不透光烟度计报

出了检测结果。该重型卡车尾气排放超标。

今年 4 月，河北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涞

水县分局会同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

在门头沟区某检查站和涞水县某检查站联合

开展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排放路检抽测工作。

本次联合执法旨在实践不同行政区域“一体

化”执法新模式，破解“两地交界处”环境执法

监管难点。

据介绍，在京津冀三地同步实施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之后，

这样的协同执法越来越多。维修复检不合

格的超标排放车辆还会被录入京津冀三地

的超标排放名单，在三地都“寸步难行”。

作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首个立

法协同项目，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三地人

大于 2020 年同步审议通过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在条例中，联

合执法、协同监管被作为破解跨区域环境问

题治理的重要抓手。

其中，《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与

天津市、河北省及周边地区建立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联合防治协调机制”“本

市与天津市、河北省建立新车抽检抽查协同机

制，对新生产、销售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除了针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直接依

法惩治，区域协同立法对跨区域环境问题的

监管也扩展到了治理全过程。

炎炎夏日，万木葱茏。在四川省广元市，

鸢飞鱼跃、一江清水向东流的生态美景正在

嘉陵江畔呈现。

2022 年 1 月，《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

保护的决定》《四川省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条例》同步实施。这是川渝两省市推进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立法的首次尝试。

“决定+条例”实施后，根据相关规定，重

庆、四川两地联合启动专项行动，治理突出问

题，化解跨界河流治理不同步、解决不及时、

侧重不统一等症结。两地还建立横向生态补

偿、突发水污染事件处置等工作机制，实现跨

界河流毗邻地区的信息互通、联合监测、数据

共享、联防联治。

统筹推进生态资
源高水平保护与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山水江河，既要一心一意谋保护，也要齐

心协力促进保护和发展协同。

蓝天白云，碧波泛舟。白鹭展翅掠过水

面，游船穿梭往来。

如今，大运河京冀段实现互联互通，乘船

游运河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度假方式，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令人应接不暇。

“要实现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充分开发、传

承和利用，做好大运河及其沿岸生态环境保

护和修复必不可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相关

部门负责人说。

2022 年底，由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

三地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共同起草的

《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的决定》，经三地人大常委会分别表决通

过，均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决定》指

出，“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应

当共同加强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生态空间管

控和生态保护修复……”

《决定》颁布实施以来，北京市水务部门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进一步强化运河的

生态空间管控和生态保护修复，同时加强与

河北等地的协作。如今，北运河北京境内全

河段水质基本稳定在地表水环境Ⅳ类标准，

冬季部分时间段达地表水环境Ⅲ类标准，出

境断面已全部实现达标。

现在的北运河，河畔的滨水步道、景观栈

道平台时常人山人海。“运河清了，运河边就

更热闹了，运河文化就更火了！”一位游玩的

市民说。

以环境资源的保护，促进资源的高效集

约可持续利用，也是近年来区域协同立法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2023 年 1 月 10 日，在山东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山东黄河沿岸九

市制定的 9 件“黄河水资源保护与节约集约

利用”法规被集中表决通过。

“统筹当地地表水、地下水、区域外调水、

非常规水等各类水资源，实现优化配置”；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区域性

水权交易机制，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支持

水权在流域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用水

单位之间流转”……

“我们在沿黄九市启动‘黄河水资源保护

与节约集约利用’协同立法，打破区域空间距

离和行政壁垒，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则。”山

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级巡视员石晓说。

陈海嵩说，下一步，环境保护领域的区域

协同立法应更好与长江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法等国家立法相承接，关注法律制度的细

化落实，为绿色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图①：四川、云南两省协同推进泸沽湖保

护立法工作，推动形成生态治理合力。图为

泸沽湖美景。 汤德宏摄（人民视觉）

图②：福建七市协同立法加强闽江流域

水生态环境保护。图为中华凤头燕鸥现身闽

江河口湿地。 郑培銮摄（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张丹峰

区域协同立法 共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金 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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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

求。如何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

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面提

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记者采访了

4 位全国人大代表。

——编 者

“朋友们，这是甜芦粟，特别松脆，感兴趣

的可以直接在 1 号链接下单。”最近一段时

间，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人大代表、培

才优选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家明通过

直播平台，为家乡的农产品大力吆喝着，每天

都直播带货两场，每次差不多两个小时。

朱家明是常乐镇人，前年大学毕业，本可

以留在大城市工作，但了解到家乡农户为农

产品销路发愁，便决心返乡创业，搞起了农村

电商。2021 年 12 月，朱家明当选为新一届常

乐镇人大代表。

“希望通过努力，让家乡的特色农产品热

销起来，带动村民富起来。”朱家明介绍，他每

年销售各类农产品约 500 万元，帮助 100 多名

农户将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前不久，农户

杨瑞兰种植的 2000 斤西甜瓜，通过他的直播

带货，全部卖光了，挣了 8000 元。

在常乐镇，既有镇“代表之家”、村级代表

联络站，还利用培才优选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乐番天家庭农场等产业链优势，设立了 6 个

代表联系点。“我们根据人大代表专业特长，

分类设立履职平台，推动人大代表扎根基层

一线，及时了解和尽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常乐镇人大主席袁鹏飞说。

如今，在海门区的县道正麒线，红色警示

灯闪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两个道口已经

封闭，过往车辆不用再担心电动车的“鬼探

头”了。这得益于海门区人大代表、常乐镇麒

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耀红提出的

一条建议。

2021 年底当选为区人大代表后，何耀红

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到正麒线车流量较大、道

口太多，多次发生交通事故。她随后提出了

改造正麒线的意见建议，常乐镇人大密切跟

进建议办理情况，最终区交通部门对该路段

进行了升级改造。

“提出的建议有回音，我们履职热情更高

了。”何耀红说，今年她又提交了多条有价值

的建议。

在常乐镇官公河村九龙岛文化湿地的种

植园现场，崭新的水泥路和码头已完工。原

来因为无法登岛种植，拥有这块土地使用权

的 8 户村民对村里很有意见。常乐镇人大代

表、官公河村党总支书记黄俊亮和海门区人

大代表、九龙岛文化湿地负责人陆玖一起想

办法，结合九龙岛文化湿地提档升级，开发农

业体验种植园项目，化解了矛盾，实现了村民

增收。

作为一名连任两届的区人大代表，陆玖

每周都会到村代表联络站深入调研。他说：

“我们要把责任扛肩上，将身子扑下去，听民

声，办实事，干出样子来。”

扎 根 一 线 办 实 事
本报记者 魏哲哲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做好

新时代文物工作，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由注重抢救性保护向抢

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

体 与 周 边 环 境 、文 化 生 态 的 整 体 保 护 转 变 ，筑 牢 文 物 安 全

底线。

加强预防性保护和精细化维护。全面摸清文物健康状

况，为文物保护管理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完善风险防控和预

警手段，及时发现、排除风险，减缓文物劣化过程。除了文物

本体保护，还要加强周边环境治理。

加强文物科技研究。进一步加强文物科技领域的基础

和应用研究，为文物保护利用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加强文

保单位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构建文物保护基础研

究、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的创

新体系。

加强数字化保护工作。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加快

数字化建设，建立文物数字档案，为今后的保护、研究以及文

化产业发展奠定基础。规范数据采集、加工、存储、管理等方

面 的 标 准 ，建 立 资 源 开 放 平 台 ，加 强 数 字 资 源 管 理 和 共 享

共用。

（本报记者 付明丽采访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

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文物是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物质载体，是增强文化自信

的重要资源。盘活文物资源，要坚持与时俱进，依托丰富多元

的展览展示形式，拉近观众与文物的距离，让文物可亲可近，

焕发新的生命力。

改变办馆理念，以观众需求为导向。博物馆应把握不同

层次观众的个性差异，主动适应观众需求，注重分众传播，做

好自己、做出特色。

用好数字科技，加强观众与文物互动。运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建设智慧博物馆，让文物灵活地“动”起来，

增强趣味性、互动性、观赏性。

用有温度的方式，讲好中国文物故事。深入挖掘文物

蕴藏的故事，梳理背后的历史文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愿意听的方式讲故事，让文物故事见人、见物、见精神，同时

开拓文物故事传播平台，让文物承载的文化价值得到广泛

传播。

（本报记者 李 蕊采访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
研究馆员王瑞霞：

创新文物展览展示形式

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提高文物研究阐释

能力，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方式。

一方面，要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

识，继续挖掘好文物自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

技价值、时代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专业人才和专家从

幕后走到台前，积极与社会大众直接交流对话，传播文物价

值，引发共鸣共振。要加大历史文化遗产工作研究，不断活化

利用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让文物活起来。

另一方面，要继续做好文物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文

物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通过举办考古论坛等，邀

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起交流，既可以把国外专家的最新研

究成果带到国内，又可以通过现场交流和实地走访，让国外

专家亲身感受中华文明，更好地向世界展示鲜活、独特的中

国形象。

（本报记者 朱佩娴采访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

提高文物研究阐释能力

文物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持续抓好文物战线干部人

才队伍建设是重要一步。

要在实践中发现人才，用好人才。创新体制机制，加强

实践锻炼，为文物保护方面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

责任心强的优秀青年提供成长成才的平台。完善文物相关

工作者的薪酬体系、激励机制、奖惩机制，鼓励他们积极作

为、潜心研究。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支持高校文物相关专业建设，鼓

励跨专业招生，让更多优秀青年加入文物工作中。建立健

全文物工作者的继续教育体系，让文物工作者不断更新知

识体系、提高业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科技进步和文物工作

的需要。

有梯队地培养文物保护科技人才队伍。合理规划人才

培养体系，通过师徒相传、大学教育培养等途径，有计划、有

步骤地形成有层次、有梯队的文物战线干部人才队伍，确保

文物工作的可持续性。

（本报记者 亓玉昆采访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文物保护
中心主任方北松：

抓好文物战线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履职故事履职故事R

区域协同立法，是指为解决跨区

域治理难题、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地缘相近的两个以上平行立法

主体共同确定立法项目、协同立法程

序，着力构建相对统一的制度规范、相

对统一的法治环境。这是深入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

种新的立法形式，是近年来地方立法

工作的一大亮点。今年 3 月，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立法法的决定，明确赋予“区域协同立

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

近日，聚焦区域协同立法在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记者采访京津冀、长三角、川

渝等区域的相关经验做法和工作成

效，为推动解决跨区域治理难题提供

参考借鉴。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