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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禁渔治污，母亲河恢复好“气色”

江豚游水时喷出一串串水柱，引

得江边散步的市民驻足观看……近两

年，类似情景在南京、扬州、镇江等长

江江苏段多个点位出现。继发现东方

白鹳后，苏州湿地自然学校的鸟类调

查员在常熟江边的铁黄沙又发现濒危

物种白头鹤。

珍稀动物频繁再现，背后是长江

生态治理成效逐步显现。

作为主抓长江大保护的分管领

导，泰州市副市长徐克俭的感受尤其

强烈：“2018年国家警示片披露涉及江

苏的 17 项问题中，涉及泰州的就有 6
个；在沿江 8市中泰州问题数量最多、

压力最大。如果再解决不到位，心中

有愧。”一场治理攻坚战在泰州大地迅

速打响。全市 3 年投入资金近 200 亿

元，实施长江岸线整治、生态保护修复

等，全力解决突出问题。

不仅铁腕治污，还要全面禁渔，

让母亲河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今年

6 月以来，江苏“零容忍”取缔非法捕

捞、运输和销售全链条，全面实施清

船、清网、清江、清湖。目前江苏长江

干流 1827 艘渔船、4178 名渔民已全部

退捕并基本安置，湖泊保护区 5565 艘
渔船、10709 名渔民全部退捕上岸，其

他相关水域正按计划有序退出。

记者在江苏暗访发现，市场上已

难觅长江水产品，“江鲜”一词渐成历

史。而行走在江苏长江两岸，一边是

留白，生产岸线大幅退后；一边是增

绿，生态岸线持续推进。

截至目前，江苏完成 596 个岸线

清理整治任务，新增造林近 100 万亩，

生态型岸线占比由 2018年的 58.4％上

升到 62.1％。国家警示片披露的问题

全部整改到位，省级自查的 114 项问

题完成整改近 90％。

“沿江生态环境达到近 5 年来最

好水平。”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

琦说，长江江苏段干流水质总体为优，

全面消除劣 V 类断面，主要入江支流

断面优Ⅲ比例提升 34.3个百分点。

源头系统治水，发展与美丽同行

70 多岁的南通市民袁锡林，年轻

时就与江边工厂毗邻而居。工厂机器

一开，人就被震得心发慌，扬尘严重时

做饭都不敢开窗。

临港产业不搬，南通就没有未

来。近年来，南通以南通港搬迁为突

破口，以点带面引导沿江企业退出，还

岸线于生态、生活。包括老袁在内的

居民们发现，当初寸步难行的江岸，如

今已是连片绿带。绿带核心区的狼山

国家森林公园，成为南通首个国家森

林公园。

实现创新转型的还有沿江大型钢

铁厂。2018 年 11 月，中国宝武钢铁集

团与江苏省、南京市、盐城市签约，将

钢铁冶炼产能逐步由南京迁至盐城；

2020 年 1 月，中天钢铁集团将钢铁产

能从常州转移到通州湾海门港片区，

并升级为中天绿色精品钢……江苏统

筹推进沿江、环太湖重化产能向沿海

有序转移升级，取得突破。

绿色发展背后是创新驱动。南京

建设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依托

30多家新型研发机构培育新兴环保产

业。数据显示，去年江苏 GDP 达 9.96
万亿元，新材料、新医药、新能源、节能

环保等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 64％。

绿色生活加速深入人心。记者

在镇江世业洲看到，这个江中小岛绿

树葱茏、繁花似锦，已建成百余公里、

覆盖全岛的污水管网体系，所有旱厕

实现生态化改造，杜绝生活污水直排

长江。

“对于经济大省江苏来说，化工

企业不能简单一关了之，关键是要实

现产业转型的绿色蜕变。只有产业调

高调优调绿，才能从源头上确保长江

生态持续向好，走出一条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合一’的绿色发展之路。”江

苏省省长吴政隆说。

生态与文明互哺，长江文明续写新篇

记者调研发现，随着推动长江经

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思路

和工作方法的根本转变，江苏沿江整

治取得明显成效，但污染排放较高、

产业结构偏重等问题还未根本扭转，

仍需久久为功、系统治理。

“长江生态环境之‘病’，从根子上

来说，是发展方式之‘病’、发展理念之

‘病’。”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说，过去

对长江更多是索取，这条路已经难以

持续。只有绿色发展才能永续发展，

保护长江就是保护未来，是为长远计、

为子孙谋。

生态兴则文明兴。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是江苏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勠力

书写新时代长江文明的生动实践。

厚植生态优先的治水理念。2007
年，无锡市从太湖蓝藻污染事件中汲

取教训，提出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

担任河长“挂牌治水”，推行河长制。

目前，江苏高标准构建河长制体系，由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有省市县

乡村五级河长湖长 5.7万余人，实现全

省水体全覆盖。

坚持源头治污的系统思维。江

苏人吃水八成来自长江，水质安全事

关百姓生命健康。全省通过大数据

平台构建水、陆、空立体式长江监测

网，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

分类施策。

创新绿色发展的治理路径。江苏

设立长江经济带发展基金等，吸引社

会资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精

心打造沿江特色示范段。如今，南京

幕燕、南通五山等特色示范段连点成

片、连片成带，岸绿景美、绵延千里的

生态拼图逐渐清晰。

完善依法治江的制度保障。江

苏编制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以沿江 1 公

里为纵深，分类严格管控；设立环境

资源法庭，实现跨区域全流域保护。

截至去年底，全省水环境区域补偿资

金累计超过 13亿元，跨界断面水质明

显改善。

江水不止，文脉不息。江苏正重

新审视人与水、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书写长江文明新时代篇章，为

中华文明不断注入生机活力。

新华社南京11月12日电

□ 新华社记者 刘亢 凌军辉 蒋芳

“江”字里那一笔水的灵动温润，“蘇”字里有鱼有米的富庶，“江”“苏”，简单的两个汉字里，藏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这一
切，都源自长江的馈赠和滋养。

但在相当长时间里，这里的人们重索取、轻反哺，母亲河严重透支。2016年以来，江苏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系统治理，大江迎来巨变。
如今，沿岸的工厂码头变为柳堤苇岸，日渐清澈的江水里江豚活动明显增多……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江苏变革性重塑“江”与

“人”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用绿色发展的生态自觉，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江文明新时代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