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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强调，5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
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
前所未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
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长江经
济带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特别是今年以来，沿江省市有力应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有效克服重大洪涝灾害影响和外部
环境变化冲击，为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
恢复经济正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
略。这次五中全会建议又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
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
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应该在践
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
复。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
根溯源、系统治疗，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要找出问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
复和保护。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
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

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
要注重整体推进，在重点突破的同时，加强综合
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
进、顾此失彼。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
范带。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统筹考虑水环境、水生
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多方面的
有机联系，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
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改善长江生态环境和水域

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强化
国土空间管控和负面清单管理，严守生态红线，
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工程，保持长
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
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要健全
长江水灾害监测预警、灾害防治、应急救援体
系，推进河道综合治理
和堤岸加固，建设安澜
长江。

——摘自《习近平在全
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 韩正出席并
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11月16日第1版）

坚持生态优先，“微笑天使”又回来

“看！是江豚。”
去年底刚建成通车的江苏省南京江心洲长江大桥附

近，幸运的市民常看见江豚戏水的场景。
跨江大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江水里，江豚嬉戏。

人们想不到，在这幅和谐美丽的生态图景背后，有一段
长达7年之久的“桥隧之争”。

“其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座跨江大桥就规划要
建。2013 年左右，在开展项目研究时，为了更好地保护
好长江生态，到底在主江上是该建桥还是建隧，各个方
面曾经争议了多年。”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计划处处
长王超向记者解释道。

原来，全长 10.3 公里的江心洲长江大桥，穿越了夹
江、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和长江主江，其中约4公里涉及南
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夹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4
个重要生态保护区。当时有生态环境保护专家提出，建
桥可能会对江豚保护区以及江北的绿水湾湿地公园生态
产生影响。最终，在结合各方因素后，“北桥南遂”的方
案才尘埃落定。

大桥施工时，建设者们就特别注意减少对水生生物
的影响。

水上施工尽可能改为陆上施工，建造者将结构在后
场制作好后运到现场安装。尽管北引桥的两侧没有居
民，建设者仍然安装了声屏障，就是为了让湿地公园的
鸟类“休息”得好，尽量避免大桥建设打扰它们的正常
生活。

“我们还在大桥施工区域设有驱豚系统，可以发出特
殊声波，避免江豚误撞受伤。”王超说。

为了不弄“脏”江水，大桥的设计者们也别具匠心。
桥上明确禁止载有危化品的车辆通行，还设计了桥

面径流收集系统。比如降雨降雪后，桥面的液体会被统
一收集处理，保证混有桥面杂质或融雪剂的水不会直接
进入长江。此外，桥墩还增加了“止振”措施，尽量把
行车中桥墩振动对水体的影响减到最小。

“建桥的这几年，根据相关监测单位的观察，无论是
江豚数量，还是绿水湾湿地公园内的鸟类数量，都是有
所增加的。所以这座大桥真的是一座‘绿色生态桥’，是

‘江豚的好朋友’。”王超说。
有“微笑天使”之称的长江江豚，是长江生态链的

旗舰物种。对于长江边土生土长的人们而言，江豚有一个
更亲切的俗称——“江猪子”。这种天生一脸微笑的生物，
以其友善、聪明，获得人们的喜爱。2018 年，江豚被认定
为鲸豚类独立物种，最新的科考数据仅为 1000 余头。

而最近几年，在江苏南京、扬州、南通、无锡，安
徽马鞍山、铜陵，湖北武汉、宜昌等地，昔日几近绝迹
的江豚频频现身。

去年10月30日，有网友在宜昌城区江段拍到江豚戏
水的身影。它们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中，时而探
出圆脑袋露出微笑，有一头江豚还开心地“卖起了萌”，
抬头吐出长长的水柱。视频传到网上，不少网友留言分
享他们和“江猪子”的记忆。

根据最新发布的消息，截至 2020年底，长江干流历
史性地实现全Ⅱ类及以上水体。人们发现，长江生态明
显好转，“微笑天使”又回来了。

破解化工围江，江畔空气更清新了

随着 2021年新年钟声敲响，尚爱民有些紧张，也十
分兴奋。曾经的老厂龙玉化工转型成为泽美新材，老厂
已拆除完毕，新厂开工投产的日期也越来越近了。这个
长江边上的化工企业即将迎来曙光。

尚爱民经营的龙玉化工公司原本位于湖北省宜昌市
猇亭化工园区，是一家生产工业胶水及纸制品的小厂，
每年产值 3000多万元，规模虽然不大，但经营平稳、收
入稳定。依靠这家工厂，尚爱民过着小富即安的日子。

2017 年，宜昌出台 《宜昌化工产业专项整治及转型
升级三年行动方案》，打出化工企业“关改搬转治绿”组
合拳。距长江 700 米的龙玉化工，与宜昌市其他 36 家企
业一道，被列入搬迁名单。

尚爱民至今记得收到搬迁通知时的复杂心情：一
方面是长江大保护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关乎企业
的生死存亡，究竟何去何从？尚爱民一度寝食难安、
辗转反侧。

几乎同时，在下游的江西省，距离宜昌590公里的九
江泽美硅材料有限公司，也面临着这个难题。

在一次产业交流会上，尚爱民得知，九江泽美因为
距离长江仅400米，也必须搬迁。他和这家企业的负责人
商量后一拍即合，两家企业决定报团取暖、合作转型。

“继续干，但不能走老路！我们决定放弃低端产品，
转型生产更环保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到新领域开辟新战
场。”尚爱民说。

对龙玉化工搬迁牵肠挂肚的，除了两家企业负责
人，还有宜昌猇亭区副区长朱汉洪。

“我们不能简单一搬了之，政府除了是政策的执行
者，更要做好企业的服务员。”朱汉洪介绍，龙玉化工搬
迁在项目选址、土地选择、能耗指标、产品指标等方面
遇到不少难题，猇亭区相关部门先后多次上门服务，并
到多地协调对接，最终为龙玉化工找到了一个绿色循环
的专业化工园——枝江姚家港化工园区。

2019年3月，两家企业合伙成立了宜昌泽美新材料有
限公司，投资2亿元，新建年产13500吨的有机硅新材料

项目。在枝江“新家”，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占地35亩的
新厂房已经拔地而起。尚爱民透露，新厂已完成调试，
将进行试生产。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安全设施都采用
行业内先进技术，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3亿元，是之前龙
玉化工的10倍。

2020年12月12日，龙玉化工老厂房的拆除工作开始
了。共计25米长的钢结构平台、7台反应釜罐体及配套的
管线仪表，总计重达2吨的设备逐一被卸下。3天内，厂
房里的设备全部被清空，今后将变成仓库用于出租。

“企业的发展只有过了环保关，才能算好经济账！为
长江留白，为绿水青山出一份力，就是我们最大的贡
献！”尚爱民感叹。

长江大保护，促成了湖北和江西两家企业的一次跨
区域“携手”。破解化工围江，许多沿线城市、沿江企业
都交出了优异答卷。

在江苏省南通市，南通港狼山港区曾是全国最大的
硫磺集散地，但老港区基础设施陈旧，环保设施先天缺
失，扬尘、污水、噪音等污染严重。随着城市不断扩容
发展，港城矛盾日益凸显。“滨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
成了江边居民心中的痛。

近年来，南通港口集团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部
署，在江苏省率先实施滨江老港区整体搬迁与业务转
移。沿江企业有序退出，仅港口集团三家主力公司就腾
退港口岸线2.6公里、陆域土地1980亩。如今，生产岸线
已蝶变为生态岸线。

周末，南通市民邵莉莉经常带着家人来到全新面貌
的狼山国家森林公园，既可乘车游览滨江廊道，看江上
碧波，也可在驿站驻足休憩，品一杯清茗，还能骑车或
漫步林间，听山中鸟鸣。

“这些年，我们明显感到江畔空气更清新了。登上狼
山极目远眺，听禅音袅袅，心境从未有过的开阔。”邵莉
莉说。

支持长江禁渔，“洗脚上岸”再就业

熟悉赵武云的人都感慨，“洗脚上岸”后，他的日子
越过越好了。

多年来，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长江生态功能
严重退化，白鳍豚等珍稀动物功能性灭绝，鱼类资源严
重枯竭。为全局计，为子孙谋，从 2017年开始，国家在
长江重点水域推行禁渔退捕。从2021年1月1日起，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行 10年禁捕。长江干流、重要支流
和大型通江湖泊进入十年禁渔期。

赵武云就是重庆忠县复兴镇一名退捕上岸的渔民。
得知禁渔的消息后，赵武云挺支持。这些年，由于生态
变差，大鱼越来越难捕到了，长江确实要保护起来。不
过，在高兴之余，他犯起嘀咕：不捕鱼了，以后生活怎
么办？

起初，赵武云想创业，可苦于找不到项目，一度对
未来生活失去了信心。没想到，忠县复兴镇社保所所长
谭宗保主动找到了他。

“得知赵武云有创业意愿之后，我们四处为他寻找合
适的项目。后来打听到本镇天台村的一个果园要外包，
我们考察论证后觉得适合赵武云，于是就动员他承包。”
谭宗保说，这个柑橘园有200亩，关键是果园旁还有几个
山坪塘和水沟，赵武云在长江上飘荡多年，对鱼类特性
非常了解，如果将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再把渔业养殖搞
起来岂不更好！

现如今，谭宗保的想法已经在赵武云手中变成了现
实。“我现在除了种植柑橘外，还养殖了花鲢、翘壳、小
龙虾，一年下来有三四十万元的收入呢。”赵武云说，今
年，镇社保所还将在创业担保贷款方面给他支持，他对
未来信心满满。

长江干流过境忠县88公里，同时辖区内还有28条大
小溪流汇入长江，长江忠县水域共有退捕渔民468名。为
了帮助“赵武云们”转产就业、创业，当地政府通过对
接安置、就业培训、困难兜底、创业担保、公益岗位安
置等多种方式，确保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以前，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在长江上打渔，禁渔
后，经过街道社保所对接，我被招聘到蓝天公司从事清
漂工作，儿子在忠县渝海运业有限公司开上出租车。”忠
县忠州街道退捕渔民彭金友说，禁渔和清漂都是保护母
亲河，都是在水上作业，现在的工作他很喜欢。

渔民上岸了，但根不能丢。
在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委会后院，新建的

“渔民驿站”引人注意。渔民捐献的渔船渔具、捕捞工具
等物件，展现了渔民过去的生活和退捕上岸的历程。在
枝城镇江滩朝阳广场，有 2艘渔船被当作景观摆在岸边，
3只白豚雕塑环绕在渔船周围，诉说着白水港村这个百年
小渔村的沧海桑田。

白水港村党总支书记李春梅介绍，白水港村曾是宜
都市唯一一个专业渔村，退捕时村里有捕捞许可证渔船
186 条、渔民 360 人。2020 年 8 月，在宜昌市渔政监察支
队和宜都市水产中心的支持下，白水港村完成全部渔民
上岸转产安置。其中，刘成奎和刘清 2人还加入护鱼队，
成为巡护队员，协助渔政监察部门在长江上巡查、宣传
禁渔，从“捕鱼人”变成“护鱼人”。

冬日午后的阳光下，62 岁的白水港村退捕渔民刘红
岗正在自家门口编织渔网。他乐呵呵地说，渔网是卖给
鱼塘养殖户的，自己在长江上捕鱼 40多年了，现在退捕
了，也不能让祖传的手艺荒废了。

老刘感慨：“村里现在环境好得很，都是江景房，推
开窗就是鸟语花香，还能看见一江清水、一片蓝天，天
上的飞机、江上的轮船看得清清楚楚哩。”

刘红今年 47岁，脸上总是笑呵呵的。她毕业于清华
大学工艺美院，大学的专业并不是农业专业，走上农业
道路也纯属偶然。

“一开始就是想再吃到小时候那种自然的味道，就自
己承包了点土地开始自己搞种植。”后来，土地承包的规
模越来越大，刘红干脆专心在郊区从事绿色农业经营工
作，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新农人”。

2007 年刘红创立绿蜻蜓生态农场，2014 年成立北京
绿蜻蜓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2018年9月，刘红开始和通州区漷县镇的领导一起去内蒙
古考察，走上了扶贫道路。

原以为扶贫就是捐钱捐物，因此刘红准备了许多特
色农产品和物资打算送给贫困群众。但这种方法毕竟不
能长久，如何真正让群众实现脱贫并且不再返贫，是摆
在刘红面前的一个难题。

多地的调研让刘红对现实有了新的了解，看到很多
贫困地区的优质农产品找不到销路，有些地方的困难群
众连装农产品的编织袋都要缝缝补补，刘红心里很不是
滋味，她也因此更加下定决心要帮助更多的贫困群众脱
贫，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刘红在全国各地的贫困县奔走，广泛了解贫困地的
农业优势，利用绿蜻蜓合作社的资源和平台帮助贫困地
区群众打开销路，保障贫困农民利益，激发他们的脱贫

积极性，同时也带动基层农业发展，带领大家走上消费
扶贫的道路。

“之前有一个农户找到我，没说两句话眼泪就掉下来
了。”当时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来自外地的这位农户在农
历春节前几天收购了20吨建档立卡户种植的大米，但是
快过年了，正愁没有销路，就找到刘红说，“刘姐，求您
收购点大米帮我们卖卖吧，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

刘红当时接到消息后马上应承下来，“我再困难也比
困难的农民条件好啊。”她让这位农户马上把大米运过
来，接着在朋友圈帮助吆喝，让大家都来帮帮卖点大米。

刘红当时心里也不是没有犹豫，这都快过年了，还
有人买吗，万一砸在自己手里可怎么办？没想到消息发
布没多久，大米就卖得差不多了，成功帮助农户度过了
这次危机。“光靠我一人是做不了扶贫的。”刘红感慨道。

还有一次，3 位返乡大学生进行乡村创业，想发展
村里的空心挂面手艺，这手艺曾上过纪录片 《舌尖上的
中国》，但是苦于没有资金和销路，这个项目一度搁置
下来。

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刘红找到这几位大学生，“你
们做出来多少挂面我就收购多少挂面，你们放心生产就
行了。”她还建议他们开办面条加工厂，通过电商的方式
扩展销路。她积极给创业大学生出主意，让这几位大学
生很受鼓舞和感动。

刘红的农业合作社目前已经带动了 3700多户贫困农
民，社员遍布全国各地，带动通州区农户人均年增收
2000元到3000元。刘红在扶贫工作中还非常重视妇女脱
贫工作，她让一些农村妇女利用高粱秆来编织成手工笤
帚，按件计数，多劳多得，带动当地妇女利用发展手工
业的机会脱贫致富。

2018 年刘红被北京
市旅游委评为“北京行业
榜样”。2020 年 8 月，刘
红发起的绿蜻蜓合作社
荣获“北京市扶贫协作
奖”“社会责任奖”，刘红
荣获 2020 年“北京市劳
动模范”称号。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同饮一江水 共护长江美
本报记者 叶 子

“新农人”刘红：

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黄嘉莹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
君，共饮长江水。”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不
择细流，浩荡万里，哺育了无数中华儿女。同
饮一江水的人们天然与水亲近，也义不容辞地
肩负起保护母亲河这份责任。

2016年1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
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全面深刻阐述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重大战略思想，绘就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
伟蓝图。

今年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5周
年。5年来，从破解“化工围江”难题到推行长
江“十年禁渔”，从岸线修复到构建绿色生态廊
道，长江经济带在环境变好的同时，经济社会
发展质量更高了，人民生活更幸福了。

刘红刘红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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