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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长江如
同一条舞动在中国的银色
巨 龙 ， 跨 越 三 大 地 形 阶
梯，东流入海。

保 护 好 长 江 的 生 态 ，
不仅事关沿线地区，更是
为中国的发展筑牢生态屏
障。我们越来越认识到，
生态本身就是价值。

与 黄 河 、 长 城 一 样 ，
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和符号。大江奔涌，浇绿
了土地，喂肥了牛羊，灌
溉了粮仓，给沿线各地带
来了生机与活力。长江流
域特有的生态环境，不仅
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水
库”，也为航运提供了一条

“黄金水道”。依江而建的
城市，更是成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长江良
好的生态环境，还造就了
沿线独具特色的风光，三
峡、九寨沟、都江堰……
无不让人心生向往。

纵观历史，能够为人
类生存和文明发展源源不
断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
流。梁启超有语：“中国何
以 能 占 世 界 文 明 五 祖 之
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
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
故也。”

自古以来，人水和谐
互动，在长江边流传着大
禹驾舟治江、鳖灵开峡等
脍炙人口的故事，孕育了
灿烂的文明，巴蜀文化、
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都
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

好 生 态 才 能 有 好 价
值。长江的经济价值和社
会价值、文化价值，都要
建立在良好的生态基础之
上。长江流域的好生态，
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维护。

6300多公里的行程中，长江汇集了成百上千条大大
小小的支流，还串联起众多湖泊。正因流域之广，涉及
区域之多，对长江生态的保护，一域都不能少。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长江各流域之间的合作越
来越多。同为上游省份的四川、重庆两地，在全国省级
层面首创成立了跨省河长办公室，对发现的问题实行联
合督查、交办，2021年，川渝跨界河流25个国控断面水
质100%达标。不仅如此，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都建立了
省内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先后建
立了5条跨省际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力调动
了上下游地区合力保护长江生态的积极性与可能性。

2021年3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长江保护法，这成为
沿线各地共同保护长江的重要抓手。江西九江和湖北黄
冈隔江相望，长江保护法实施后，两市检察机关建立起
长江流域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协作机制，两地
共饮一江水，共担一份责。有了法律保障，共抓长江大
保护有了更有力的武器。

如何让长江的好生态释放出更多的价值？唯有坚定
走绿色发展之路，才能在长江流域结出累累硕果。

上游，四川宜宾，蜀南竹海13万余亩的竹林万顷碧
波，翠绿如海，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筑牢了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而且还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法宝；中游，湖
北宜昌，长江沿江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全部“清零”，
新兴产业及时“补位”，新材料产业园、汽车产业园引领
新发展；下游，江苏扬州，关停污染企业，生产岸线变
生态岸线，依托运河促进绿色转型、生态保护、文化传
承，融合发展效应逐渐显现……

城市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越保护长江，我们也就
越能收获长江的馈赠。沿江11省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
重从2015年的45.1%提高到2021年的46.6%，对全国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从2015年的47.7%提高到2021年的50.5%。

自古文明，依水而兴。守护长江清水流，是着眼于
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考量，更是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长远谋划。好生态就有好价值，正不断在长江身上显现
出来，也不断融入中国绿色发展的血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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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污：
把好闸门 压实责任

南京长江第三大桥下，一艘货轮缓
缓驶过，尾部却冒出阵阵黑烟。这一场
景被遥感监测系统抓拍并回传到管理平
台，经检查核实后，货轮所属公司收到
一份《船舶黑烟污染防治建议书》，令其
整改。

在长江江苏段，利用“电子眼”监
控船舶尾气污染成为防治船舶污染的有
效手段。包括南京长江第三大桥在内的6
座江上大桥已设置23套硫含量监测、黑
烟抓拍等船舶尾气排放监测设备，有助
于精准锁定高污染船舶，从源头处防治
航运污染。

相较于工业、农业、生活污染，长
江上的船舶污染更具隐蔽性、流动性和
随意性。除了尾气，船舶垃圾、含油污
水等污染物也需要专门的接收、转运和
处理。管好这些“移动污染源”，是治理
长江水污染问题的重要一环。

2019 年 4 月，长江三峡通航综合服
务区正式启动运行。3年间，服务区对待

闸船舶实施防污专项检查，积极倡导
“船上储存、交岸处理”的水污染物“零
排放”模式。为防止船主利用船舶的应
急阀门偷排污水，服务区对过闸船舶的
应急旁通阀进行铅封，已累计实现3500
余艘过闸船舶的“零排放”。

长江治污不仅要封紧船舶排污口，
更要摸清遍布全流域的入河排污口。据
了解，长江入河排污口总体上呈现出混
排多、收集少、盲区多、规范少的复杂
性。不查清排污口的基本底数，明确责
任主体，控制污染物入河总量就无从
谈起。

2019年2月，重庆作为全国首批试点
地区率先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在试点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探、查、
测、报”的排查机制：先利用无人机、卫
星遥感等高科技手段“探”出隐蔽排污
口；再进行人工徒步实地勘测，“查”明
排污口位置；通过现场采样快检，结合实
验室分析，“测”出排水水质；当有污水
流经区域段时，市民可以立即上“报”

生态环境部门，便于及时处理。
在“人机互补”的全面排查下，重

庆有序推进排污口的分类、监测、溯源
和整治工作。2021年，长江干流重庆段
水质总体为优，排污口整治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成为重庆勇担长江生态保护修
复“上游责任”的亮眼成绩。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称，截
至 2021 年 底 ， 发 现 长 江 入 河 排 污 口
60292个，排污口监测工作基本完成，初
步理清了污水排放来源。下一步，各地
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和政府兜底
的原则，逐一确定排污口责任主体，建
立责任主体清单，从水体生态环境功能
出发，明确排污口设置管理要求，进行
分类整治。

治岸：
腾笼换鸟 复绿于人

上控巴蜀，下引荆襄。湖北宜昌位
于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分界处，是连接着
三峡库区与坝区的生态敏感点。然而，
在长江宜昌段 200 多公里的岸线上，曾
经分布着长达1000多公里的化工管道。

“化工围江”不只是宜昌一地的生态
创伤。历史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曾以
21%的土地承载着全国30%的石化产业，
长江沿岸重化工业产量一度占到全国的
46%，集聚了全国43%的废水。

腾退化工生产岸线、修复沿岸生态
环境势在必行。自2017年起，宜昌开始
对 134 家沿江化工企业开展“关改搬
转”工作，下决心做到“人清、设备
清、垃圾清、土地清”。截至今年 3 月，
这项工作已按计划完成，实现沿江 1 公
里范围内化工企业“清零”。

在宜昌市猇亭区，昔日热电厂的烟
囱、化工厂的厂房已不见踪影，取而代
之的是一棵棵银杏、广玉兰和红枫勾勒
出的沿江生态绿道。与绿道相融的，是
一家传统化工企业“焕新”后的新材料
产业园。

“关改搬转”不仅带来了生态“留
白”，还倒逼化工企业放弃粗放的发展模
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迈向绿色发展
之路。在姚家港化工园内，以化工新材

料、高端精细化工为主体的循环经济和
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正在兴起，20条成熟
的产业链闭环已经形成，年处理10万吨
的工业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成投产，基
本实现了废物“全利用”和“零排放”。

从“工业锈带”到“生态秀带”，长
江岸线上的美丽蝶变正在发生。在江苏
南通，南通港整体搬迁，沿江数百家

“散乱污”企业有序退出。经过3年的大
规模生态修复，南通临江的五山地区已
形成景观植被，有效促进长江岸线的水
土保持和水源涵养，实现了“山畔嬉江
水、江上揽五山”的生态修复目标。

截至2021年底，长江干流累计腾退
岸线长度 162 公里，完成滩岸复绿面积
1225 万平方米。滨江见江，近水亲水，
已经成为沿江居民幸福生活的常态。

治渔：
退捕转产 生态惠民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数十万渔
民退捕上岸，让水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
母亲河休养生息。

一年多过去，“江中精灵”们频频现
身，传来了长江水生态加速恢复的好消
息：在江西南昌，野生动物保护人员拍
摄到江豚产仔的视频画面，成年江豚环
游在幼仔周围，自在嬉戏；在“鱼米之
乡”洞庭湖，20 年未见的鳤鱼也重现
身影。

长江禁渔是件大事，关系渔民的生
计，代价不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态保
护是值得的。作为长江流域首条实施全
面禁渔的一级支流，赤水河鱼类资源量
达到禁捕前的1.95倍，特有鱼类种数也
由禁捕前的 32 种上升至 37 种。当地渔
民退捕后，依托茅台镇的优势办起了酒
厂 ， 生 活 水 平 较 禁 捕 前 也 有 了 一 定
改善。

对于在水里讨生活的渔民来说，舍
船上岸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只有做好
退捕渔民的就业帮扶和安置保障工作，
才能让他们安心地开启新生活。

在安徽马鞍山，“捕转养”成为一项
独具特色的扶持政策。在“捕转养”基
地，供电、供水、自动投喂等设施一应
俱全，有专业人员提供养殖技术指导，

渔民们可以承包水面，养殖螃蟹、龙
虾、鲈鱼等水产。这不仅让退捕渔民有
了生计，还让他们走上了新的致富路。

2021 年，沿江 10 省市 16.45 万需转
产就业的退捕渔民实现应帮尽帮，符合
参保条件的22.18万退捕渔民实现应保尽
保，就业率、参保率均达到100%。这为
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起好步、管得
住提供了有力支撑。

如今，禁渔之计正在同水体修复的
“妙策”相结合，利用水生生物的生态过
程，逐步提升长江流域河湖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

在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的水面上，
漂浮着一座满是方格的“绿岛”。这些方
格里的“住户”，是无土栽培的水芹菜、
空心菜等蔬菜作物。蔬菜在生长过程中
能够直接吸收湖区水体中的氮磷元素，
缓解湖水富营养化问题，提升水质；其
根系又能为野生鱼类提供产卵空间，保
护湖区生物多样性。当地村民的有机蔬
菜越卖越红火，“绿岛”周围的水生态环
境也越来越美丽。

漫江碧透东流去，鱼跃岸绿人亦
欢。随着“十年禁渔”的生态红利不断
涌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
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的成果将更加丰硕。

题图：2014年以来，四川省宜宾市
大力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统筹推进
沿长江生态修复、老工业企业搬迁、棚
户区改造、污染治理、沿线道路改造、
绿道和亲水休闲空间建设。图为经过综
合治理后的宜宾三江汇流处。

曾 朗摄（人民图片）
上图：湖北武汉长江大桥，在晚霞

的映照下，与长江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赵广亮摄（人民图片）

左图：近年来，安徽省马鞍山市加
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加快推动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绿色成为马鞍山高质
量发展的“底色”。图为马鞍山秀山生态
园白鹭飞翔，景色秀丽。

陈亚东摄（人民图片）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一 江 碧 水 一 江 情
本报记者 朱金宜

长江巡礼⑤长江巡礼⑤

新征程·新步伐新征程·新步伐

三江口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主城区境内长江、金沙江、岷江交汇处，因金沙江、岷江在此汇合，长

江至此始称“长江”，宜宾也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在宜宾市江安县，有一支长江鲟专职协助巡护队，其中4名队员是转产的退捕渔民。巡护队协助当

地渔政执法部门，清漂治污，打击非法捕捞。昔日打鱼人，如今成了长江生态系统的守护人。在宜

宾，跑绿道、吹江风、看江鱼成为城市生活的新时尚。市民兴奋地感叹道：“现在鱼儿胆子越来越大，

经常游到浅滩上来。”

恢复长江生态功能，改善长江生态环境，方能让一江碧水永向东流。近年来，沿江11省市坚持生

态优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同筑牢长江生态屏障，逐步恢复长江生态功能，让

一江碧水重现生机活力。

上图：地处长江南通段岸边的狼山国家森林公园濒
临长江、山水相依，是地处城市中心附近的国家森林公
园，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这一地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80%，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善。图为江苏省南通市狼山
国家森林公园及长江沿江夏日美丽景色。

许丛军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