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

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

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

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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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

同饮一江水，共护长江美。从江头到

江尾，村庄星罗棋布，依长江而生、因长江

而兴，其中有数十个以“长江”命名。这些

村庄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

之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走出一条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本报记者近日走

进 4 个长江村，探寻这些村落的发展故事。

——编   者   

走进长江源村，村道两旁的藏式民居错

落有致，家家户户屋顶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

展。村中央宽阔的广场上，孩子们玩耍嬉闹，

老人们健身聊天，欢声笑语不断。

这里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

尔木市的南郊，距离村民们的故乡——长江

源头的唐古拉山镇 420 公里。

20 年前的深秋，为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

保护政策，世代逐水草而居的 128 户牧民从平

均海拔 4700 米的沱沱河地区搬迁下来。“取名

长江源村，寓意来自长江源头和饮水思源不

忘党的恩情。”长江源村党支部原副书记更尕

南杰说。

“我们搬下了山，老家那边草也长高了，水

也更清了。”44 岁的草原生态管护员闹布桑周

翻出手机里拍摄的照片。“现在山上的生态越

来越好，巡护时碰到的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

村民们习惯把往日放牧的沱沱河地区叫

做“老家”“山上”。长江源村几乎每家都有一

名生态管护员，守护着 501 万亩禁牧草场。

今年国庆假期，闹布桑周刚刚完成一次草

场巡护。每次进山都不容易，闹布桑周要翻过

昆仑山口，越过不冻泉、五道梁、风火山口，才能

进入自己巡护的区域。“巡护一趟要花上三四天

时间。主要看有没有破坏草原的情况，记录下

野生动物繁殖的情况等。这次我就发现有的地

块出现了‘翻浆’现象，有点反常，马上拍照片向

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闹布桑周说。

“我们来自长江源头，更要守护好长江源

头。扎根在这个地方，才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26 岁的湿地生态管护员罗桑加措说，生态管护

员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享受了国家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和各项优惠政策。

在山上守护三江源头的绿水青山，在山

下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村民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记者到村里采访这天，村党支部书记扎

西达娃和几名村委会委员一直在牛羊肉加工

车间忙碌。正赶上卸货，扎西达娃和同事一

直忙前忙后，“现在进入了出栏旺季，我们要

抓住机遇，利用电商渠道把我们的唐古拉牦

牛、藏羊销往全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这几年，长江源村确定了“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民族特色村寨”融合发展的路子。村两委班

子和驻村工作队建成生态绿色牛羊肉加工销售

基地，精心打造了村史馆、“蕃巴仓”（藏族人家）

民俗馆、“长江牧歌”野奢帐篷营地等项目。

“去年我们的村集体经济收益首次突破

100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67 万

元。”长江源村驻村第一书记梁亮说，“今年 11
月 27 日是长江源村生态移民搬迁 20 年的日

子，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更红火。”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长江源村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长江源村——

长江源头是我家
本报记者   冯   华   乔   栋

云朵在蓝天中大写意铺展，一个个正在干农

活的村民散落在田垄中，与远处蜿蜒的长江、江

面上飞翔的白鹭，组成一幅美丽的江边农耕图。

这里是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大桥镇长江村

中坝岛，四面被江水环抱。从空中俯瞰，中坝岛

宛如一片绿色的叶子漂在长江中，美不胜收。

由于不停被江水冲刷，中坝岛的土地堆积

成了富含肥料的沙淤地，种出的蔬菜口感鲜

美，品质优越，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

一上岛，村民陈大清的家庭农场里郁郁葱

葱的蔬菜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2020 年，陈大清牵头成立江心岛果蔬种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岛 上 138 名 村 民 全 部 加 入 合 作

社，种植的果蔬有合作社帮忙销售，每年人均

增收一两万元。

往岛中间走去，有大片农田。陈大清和丈

夫郑贤春扛起锄头就开始干活。

村民段少群和丈夫也在隔壁农田忙活着。

“加入合作社后，种菜有技术指导，销售也不用

发愁，日子美得很。”段少群笑着说。

2020 年 以 前 ，岛 上 村 民 还 以 打 鱼 为 主 。

2019 年底长江全面禁渔，村民们才开始种植蔬

菜，合作社的成立带动了村民种植蔬菜的积

极性。

“我从 2021 年起被聘为长江流域渔政协

助巡护队队员，为保护家门口的长江尽一份

力。”郑贤春说。

第二天，正值长江巡护的日子，郑贤春穿

上制服，和大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陈启

洪一行 4 人，驾驶巡护船，对十几公里江面和

岸线进行巡护。

“天气好时，就会有人到江边钓鱼。收到

举报或者有监控发现非法捕捞等行为时，我们

都会进行劝阻。”郑贤春说。

郑贤春今年 61 岁，在中坝岛住了一辈子。

郑贤春告诉记者，禁渔后，长江水变清了，经常能

看到鱼跳出水面，江面上还有一群群白鹭，“作为

一名护渔员，看到长江越来越美，感到很自豪。”

“我们村沙淤蔬菜基地产出的沙淤蔬菜销

往成都、重庆、泸州等周边城市。”长江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先德江说，除了蔬菜，村里

还发展了葡萄、火龙果等绿色种植产业，长江

村的优美环境也吸引很多人来休闲旅游。

“美丽的长江是支撑我们发展的优质资

源 ，我 们 必 须 保 护 好 长 江 ，才 能 有 更 好 的 发

展。”先德江说，长江村所有渔民退捕上岸后，

发展起了绿色产业，日子越过越好。

“长江干流流经合江 64.4 公里，合江建立

了县、镇、村、组河长体系，同时全面实施生态

修复，综合流域治理，跨区域联防联控。近年

来，长江干流合江段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Ⅱ
类标准。”泸州市合江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

工程师邱林说。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大桥镇长江村——

江水村边合   生活更甜美
本报记者   李红梅   王明峰

水净岸绿，空气清新，望着眼前滚滚而逝的

长江水，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长江村

党支部书记陈定发满脸欣慰：“傍晚来江堤散

步，能看到不少鱼儿在江面翻腾。”

陈定发今年 62 岁，打出生起就没离开过长

江边，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感知也最深，“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由于过度捕捞，江里几乎看不到

鱼，净是些漂浮物、水葫芦。”

保护长江就是保护家园。随着长江大保护

深入开展，江边整修绿化步道，种上了柏树和桂

花树。村里经过网管改造、路面整修、河道清

淤，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现在村民生活品质提升，幸福感满满，保

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也大大提高。”陈定发说，他

作为长江村地段河湖长，每周定期前往江堤，巡

查非法捕捞、清理江边垃圾等。

长江村因毗邻长江而得名，气候湿润，土壤

疏松肥沃。“我们这儿的土地特别适合种蔬菜，

但以前大家不懂种植技术，挣不着钱，好多人都

外出打工了。”陈定发说。

2011 年 12 月，武汉紫金蔬菜专业合作社在

长江村成立。一排排蔬菜大棚建了起来，主要

种植毛白菜、茼蒿、生菜等快生菜。

“快生菜茬口多、产量高、不受季节影响，市

场风险低。从地里到餐桌，一共只需要 20 多天，

一年收获六七茬不成问题。”跟随武汉紫金蔬菜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彭传红，记者走进其中一座

蔬菜大棚。只见他用手机操控打开浇水系统，

不到一分钟，翠绿的叶片上便布满细密的水珠。

彭传红告诉记者，合作社推行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使用太阳能杀虫灯和无公害农药，既保

证蔬菜健康安全，也避免污染土壤和江水。

长江水质变好，蔬菜产量和品质也更高，长

江村成为武汉市的重要“菜篮子”之一，常年蔬

菜种植面积 2400 亩，年产量约 3 万吨。2020 年，

长江村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党的好政策让长江村的发展越来越好。”

陈定发介绍，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落地见效，武

汉市开展“国企联村”行动。2021 年，武汉城市

发展集团与金口街道包括长江村在内的 6 个村

庄结对，投资建成湖北金口农贸蔬菜物流交易

中心，吸纳周边不少村民就业，进一步拓宽销售

渠道。“现在，村里的快生菜还有专业团队在线

上进行品牌化运营。”陈定发说。

生态环境好，绿色产业前景广阔。“去年，村

里引进‘大江小村’农文旅项目，修建民宿，完善

基础配套设施，发展生态旅游。”长江村村干部李

怀剑介绍，未来，游客可以在沿江绿道观景，在村

里采摘、观荷、捉虾、挖藕，农事体验活动全年无

休，将成为长江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长江村——

生态向美   产业向绿
本报记者   董丝雨   范昊天

穿行在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

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苍翠绿意扑面而来。

从 一 穷 二 白 的 小 渔 村 到 村 美 民 富 的 幸

福村，从上无遮瓦到家家住别墅，50 多年来，

长江村不断改革探索，完成一个渔村的美丽

蜕变。

长江村依江而建，拥有 6 公里长江岸线。

“过去，江边就是一片芦苇荡，我们靠着抓鱼、

抓虾过日子。那时候村里穷，都是土坯房，外

村的姑娘都不愿嫁过来。”长江村村民、原长

江化工厂生产厂长吴洪兴回忆。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长江村从两座小

砖窑起步，相继办起五金厂、化工厂、拆船厂。

吴洪兴从毕业后就进入长江化工厂工作，“化

工 厂 生 产 的 合 成 蒽 醌 ，一 度 占 到 全 球 一 半

份额。”

长江村党委书记李洪耀介绍，随着经济快

速发展，长江村逐步形成涉及冶金制造、港口物

流、船舶工业等多个产业，村经济实体新长江集

团连续多年位列中国企业 500强，去年营收突破

1200亿元，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0万元。

村里富了起来，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也在

不 断 增 强 。 在 共 抓 大 保 护 、不 搞 大 开 发 理

念的指导下，长江村于 2021 年 1 月关停了长

江 化 工 厂 ，最 大 限 度 减 轻 企 业 发 展 对 环 境

的 压 力 。“ 说 实 在 的 ，当 时 也 有 些 舍 不 得 。

但 我 们 住 在 长 江 边 ，更 有 责 任 保 护 好 长

江。”吴洪兴说。

李洪耀介绍，为保护好家门口的长江，村

里投资超亿元为沿江港口高标准增设防尘装

置，打造了一条“废船拆解—废铁冶炼—钢材

轧制—船舶修造—远洋运输”全流程循环经

济产业链。

“通过市场调查，我们又搞起了食品厂生

产燕麦，销往浙江、山东等地，供不应求。”吴

洪兴转型在食品厂负责生产工作，“化工厂的

几百名员工，在本村尽量转岗安置，食品厂也

安置了一部分工人。”

富起来，环境也要美起来。长江村将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按照“南北生态园，

中间有花园”的布局，村北建成 200 亩农林科技

园，村中建成 120 亩中央花园，村南建成 1000

亩湿地生态园，村里绿化覆盖率超过 45%。

去年 12 月，长江村举办以“共护母亲河、

同建幸福村”为主题的长江大保护与乡村振

兴百村座谈会，聚焦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

动落实长江大保护任务。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我们坚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保护绿水

青山这个‘金饭碗’，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

全面振兴协同推进，让一江碧水永续东流。”

李洪耀说。

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

让一江碧水永续东流
本报记者   寇江泽   尹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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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飞鸟掠过巴彦喀拉山下的湖泊。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②：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长江源民

族学校的学生在做操。 冯春梓摄   
图③：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大桥镇长江

村中坝岛蔬菜基地（无人机照片）。

中共合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④： 新长江集团旗下江阴市金属制管

厂自动化生产线操作室，工人正在监督设施

运行，确保安全环保。

受访者供图   
图⑤：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大桥镇长江

村中坝岛村民正在采摘茄子。 枉纯洁摄   
图⑥：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长

江村的蔬菜大棚。 王运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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