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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城市的“水管家”

走进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朱家桥污水
处理厂，记者不自觉地会被屋顶铺满的光
伏板所吸引。

“污水处理厂用电成本比较高，我们利
用自身优势，在污水处理厂上方空间及建
筑物屋顶分布光伏板，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看出记者的惊讶，三峡集团所属长江
环保集团安徽区域公司执行总经理黄荣敏
解释说。

这是三峡集团首个“长江大保护+清洁
能源”项目，也是三峡集团当前装机规模
最大的分布式光伏项目。

据介绍，朱家桥污水处理厂承担芜湖
全市长江、青弋江、扁担河等流域城市生
活污水及工业废水处理任务，总纳污面积
约 99 平方公里，总处理规模 33.5 万立方
米，服务人口约90万人。

该厂附近，是江东水生态公园。过去，
这里是一片污泥滩，以黑臭污水而“扬名”。
现如今，这里以新晋网红打卡地闻名：一条
多彩的风光带依水就势，浅滩、浮岛高低错
落，水杉郁郁葱葱……公园又名朱家桥尾水
净化生态湿地公园，承载朱家桥污水处理厂
尾水逐级净化功能，目的就是减少入江尾水
污染物排放量。

如江东水生态公园一样，江西九江的
双溪公园也与污水处理厂“融为一体”：上
覆景观公园，下“隐”污水处理厂。污水
经过处理达标后流入景观河，然后排入十
里河，再汇入长江。

在重庆巫山县，船舶废弃物接收处置码
头一片繁忙，废物收集船、吸污趸船、垃圾压
缩车等正在处理各港口船舶生活污水、油污
水、生活垃圾及江上漂浮垃圾。

长江环保集团上游区域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自 2018 年与重庆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以来，三峡集团在雨污管网建
设、生态岸线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
步稳固重庆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的功能。

从水电领军者到环保“探路人”

安徽芜湖和江西九江同是三峡集团参
与共抓长江大保护的首批试点城市。同样
的建设项目，被复制、推广到了湖南岳阳、湖
北宜昌、重庆广阳岛等地，并根据各地特色
进行了创新。这些因“水”而生的项目，是三
峡集团与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密切合作，深
度参与长江大保护工作的见证。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全长 6300
公里，长江经济带横跨 11 省市，人口和
GDP占全国“半壁江山”。但长江流域接近
30%的重要湖库已处于富养化状态。“母亲
河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如果长江生态
颓势再不逆转，其影响绝不仅是沿岸人民
的短期阵痛，而是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三峡集团肩负的
历史使命是“建设三峡、开发长江”。

进入新时代，三峡集团担负起“管理
三峡、保护长江”的历史重担。

从“建设”到“管理”，由“开发”而
“保护”，两词之异，时势之变，力重千钧。

对他们来讲，这是一项既陌生又艰巨
的课题。

“做水电，三峡集团是行业龙头。干环
保，我们却是行业新兵。”三峡集团副总经
理张定明坦言，“这是政治任务，‘国家所
盼，地方所急，行业所期’，对我们来说也
是一个时代机遇。”

摒弃“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一场较真碰硬的“绿色变革”，由此开始。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的统筹安排下，三峡集团对长江经济带沿线，
尤其是中游4省多市开展多组多次调研。

问题触目惊心：城镇排水管网等基础设
施落后、欠账严重；城镇污水收集率很低，污
水直排，污水处理厂低效运行；河湖水倒灌、
溢流，雨污错接混接，地下水入渗；厂网分
离，产业链片段化、碎片化……

“我们发现某个市的管网 17 大类 22 万

个缺陷，混接点 1800 个。”长江环保集团董
事长赵峰介绍，“像北京、上海、深圳管网标
准最高的城市，城镇污水管网的覆盖或收集
率也就70%，部分沿江城市也就30%左右。”

“黑臭在水里，问题在岸上，关键在管
网”“管网不治理，一切都白搭”。

于是，三峡集团就以城镇污水治理为
切入点，以“流域统筹、区域协调、系统
治理、标本兼治”为原则，摒弃“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的治水逻辑，坚持“厂网
一体”“厂网河湖岸一体”的城镇污水处理
和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得到国家部委、
沿江省市、环保行业的高度认可。

前面提到的江东水生态公园，就是依
照自然湖泊湿地而建。“修复了草、鱼、虾、
贝和食藻虫等完整的生态链系统，通过水
生动物和植物形成共生关系，最终将水体
污染物转化成生物蛋白。”黄荣敏说。

仿此思路的还有湖北武汉汤逊湖流域
的治理，“我们‘治湖先治湾’，从黑臭水
体最为严重的红旗湖入手，精准清淤，再
通过引入水草、食藻虫等，重建湖底的生
态系统，从根本上治污。”长江环保集团湖
北区域公司安全总监邓柏松介绍。

湖南岳阳坐拥163公里长江岸线和60%
的洞庭湖水域面积。星罗棋布的水系是岳阳城
的“血脉”，血液“淤滞不畅”，长江就会“生病”。

在 2018年的全国黑臭水体普查中，岳
阳有5个湖泊、9条河流、18处塘被列为黑
臭水体。三峡集团与岳阳市政府签署共抓
长江大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三峡集团统一
对厂网进行设计、施工和运维，让治污主
体从“九龙治水”走向“统一作战”，从根
本上解决了水污染问题。

东风湖曾是岳阳楼区最大的黑臭水
体，如今已呈现出“东风湖水一鉴开，天
光云影共徘徊”的美景。

做“1+N”里的那个“1”

经过几年整治，越来越多的湖泊、岸
线、公园成为网红打卡地。

湖南岳阳的君山华龙码头，一度被 3

个大砂石堆场粗暴地占据江滩和江面，人
称“水中大熊猫”的江豚很长一段时间难觅
踪影。如今整治后的码头再现水清岸绿景
象，随时可观江豚腾跃。

长江上游第一大江心绿岛——重庆广
阳岛，江水怀抱、绿树环绕，岛上风景秀
丽、空气清新，目之所及是一片片绿地和
稻田，鸳鸯嬉戏溪水间，走进广阳岛，仿佛
置身世外桃源。三峡集团正在建设的固
废循环系统，帮助实现岛内生活垃圾对环
境的零排放；量身定制生态化供水方案，
实现了污水零排放与回用处理等。

在安徽芜湖，三峡集团参建的十里江湾
人民公园已成为一条美丽的城市风景线。

……
“中央要求三峡集团在长江大保护中发

挥骨干主力作用，我们理解，是要起组
织、协调、带动、引领作用，这事不能凭
一企之力。”赵峰已经体会到“共抓”的涵
义，“我们就做‘1+N’的那个‘1’，带动
整个行业逐步规范。”

这些年，三峡集团已从环保新兵逐渐成
长为行业发展的有生力量，以实绩得到各方的
认可好评，全面打开了共抓大保护工作局面。

以聚焦“厂网一体”的治理模式、聚
焦价格机制的商业模式、聚焦政企共赢的
合作模式、聚焦产业联盟的共建模式等为
代表的长江经济带城镇污水治理“三峡模
式”，已在长江沿线省市推广复制。

截至今年 8 月底，三峡集团业务布局
已实现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全覆盖，共抓长
江大保护落地投资 1805亿元，对应设计污
水处理能力1668万吨/日，设计雨污管网长
度 2.55 万公里，设计直接服务城镇面积
2.11 万平方公里，设计直接服务居民人数
2604万人。

三峡集团迎难而上，不仅交出了一份合
格的答卷，而且“长江生态环保”已发展成与

“清洁能源”并列的一翼。
“‘十四五’期间，整个集团的投资大概

要有 1 万亿元，其中一半用在长江大保护
上。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做，问题都解决
了，长江也就好了。”张定明说。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中国古
代汉乐府中的这首诗，描写了江南美好
的生态环境，江南美景，鱼米之乡，无
数人心向往之。这一切都源于“母亲
河”长江。绵延不息的长江冲刷出一片
又一片沃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民。

但近几十年来，长江“病了”。城镇
生活污水垃圾、农业面源污染、化工污
染、船舶污染、尾矿库污染……大量且
复杂的污染源使长江水质逐渐变差、生
态环境恶化。我们的“母亲河”必须要
下大力气保护了！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一思想
的提出，为长江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出台，为保
护提供了法治保障。从2020年1月1日起，
长江开始实施十年禁渔计划。长江沿岸各
省份纷纷拿出务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全力

行动起来去保护“母亲河”，为她“治病”。
人们欣喜地看到，这些政策举措正

在不断落地落实，各地对长江的保护意
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才、资
金、技术投入到保护行动中，许多项目
开始实施，并取得一定成效。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长江的保
护，我们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
一段路要走，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要加强立法规划、加大执法力度，
保证各项措施顺利实施。如今，对长江
的保护已经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尤其是禁渔实施之后，各省份不断加大
执法力度。要保持这样的态势，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心态去做好长江保护的各项
工作。国家层面的立法基本完成，各地
也要因地制宜及时跟进，针对各自情况
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保护长江不能只靠政府层面的不断
投入，还要吸引社会资本加入，成为有
益补充。涉及保护的许多项目，完全可
以吸引社会资本来参与，比如城镇生活
污水垃圾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
许多社会资本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有
比较先进的技术，在政策允许的条件
下，这些资本和技术完全可以加入到长
江保护之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为
保护长江“母亲河”做贡献。

长江沿岸的居民也是保护长江的主
体，一些人更是世世代代依靠长江而
生活。就以禁渔为例，据统计，长江
十年禁渔，共计退捕上岸渔船 11.1 万
艘，涉及渔民 23.1 万人。为了长江的未
来，很多人作出了牺牲，应千方百计
地为这些居民解决困难，帮助他们实
现再就业，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奔头。

此外，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更多
人树立保护长江的意识，在全社会形
成保护长江的氛围。

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母亲河的“病”
一定会被根治。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从中央到地
方，从政府到民间，都已认识到保护生
态环境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保护长江的意识不断增强，
行动力度不断增大，随之而来的成效逐
渐显现。相信沿着现在的保护思路坚持
下去，假以时日，我们一定能交出一份
保护长江的优异答卷。

三峡集团：

在共在共抓长江大保护抓长江大保护中勇当主力军中勇当主力军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因水而生，依水而兴。在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三峡集团的历史使命由“建设三峡、开发

长江”向“管理三峡、保护长江”转变，前者是用水，后者是护水。

几年来，保护成效如何？本报记者近日随团奔赴重庆、宜昌、岳阳、

九江、芜湖、武汉等地，实地探访三峡集团的治水成效。

交出一份保护长江的优异答卷
张一琪

长江大保护
“时间表”

●2016年3月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

●2016年9月
《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

划》《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
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印发

两个文件是长江总体保护的指导性管理
规划

●2017年12月起
开展长江干流岸线保护和利用专项

检查行动
摸清了长江干流 5711 个岸线利用项目基

本情况，指导督促各地推进 2441个涉嫌违法
违规项目的整改

●2018年9月
国务院发文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
2020 年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实施珍

稀濒危物种拯救行动计划，提高中华鲟、长
江鲟、长江江豚等珍稀物种及其水域环境监
测评估的动态化、网络化、信息化水平

●2019年1月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

发布
明确到 2020 年底，长江流域水质优良的

国控断面比例达到 85%以上，丧失使用功能
（劣于V类） 的国控断面比例低于2%

●2019年12月
长江大数据中心正式上线
这是长江勘测设计行业建立的首个共享

的水利大数据中心

●2019年12月
生态环境部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现

场排查
全面掌握长江入河排污口情况，为开展

排污口监测、溯源和有效治理，加快形成权
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长江入河排
污口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2019年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

长江保护法草案
把保护长江母亲河纳入法治轨道

●2020年1月
长江重点水域开启常年禁捕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等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

●2020年3月
三部门联手维护长江河道采砂管理

秩序
严打非法采运砂行为

●2020年4月
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机制
推动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和绿色发展

●2020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通

过，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律,旨在加强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
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本报记者 康 朴整理）

上图：江西省九江市双溪公园一瞥。昔日的荒
芜脏乱之地经过整治成为生态公园综合体，上覆景
观公园，下“隐”污水处理厂。 三峡集团供图

上图：江西省九江市双溪公园一瞥。昔日的荒
芜脏乱之地经过整治成为生态公园综合体，上覆景
观公园，下“隐”污水处理厂。 三峡集团供图

◀ 整 治 后
的安徽省芜湖
市十里江湾已
成为当地一道
美丽风景线。
三峡集团供图

▶ 今 年 4
月，湖北省宜
昌市秭归县护
渔队船舶在长
江三峡西陵峡
上游峡口水域
巡护。

郑家裕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