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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炉铁水“铸”辉煌

“从嘉禾铸锻造业如何转型升级的过

程，我们可以感觉到，发展县域经济，不能

一味地只讲规模和效益，要全盘考虑，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用改革的理念逢山

开路、遇水搭桥，重污染、高耗能企业同样

可以抖落‘一身黑尘’，走向‘绿色铸都’。”嘉

禾县委书记郭薪说。

重点推荐

□ 安 蓓 王 贤 魏一骏 何宗渝

滚滚长江水，孕育了绵延数千年

的中华文明，见证着中华民族走向复

兴和永续发展的伟大征程。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为新时代中国擘画发

展新坐标——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加大力

度”“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新的号角已经吹响。

新时代航道上，长江经
济带发展方向更明确、路径
更清晰

入暑后，一辆辆满载游客的大巴

开进浙江丽水遂昌县茶树坪村。尽

管距离县城50多公里，但这个海拔

超过1000米的小山村，因其良好生

态吸引了大量游客。

曾几何时，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

环境，微薄的收入却让茶树坪村村民

愁眉不展：“绿水青山是有了，怎么才

能变成金山银山？”

后山3万亩杜鹃花打开了大家的

思路：开农家乐、办“杜鹃花节”、种植

生态稻米……“去年全村旅游综合收

入1600多万元，人均收入将近15,000

元，比原来翻了三倍。”茶树坪村党支

部书记黄久富告诉新华社记者。

茶树坪村，是丽水市努力把绿水

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缩影。在对生态的坚守

中, 这个曾经的“后发地区”实现生

态环境指数连续14年浙江省第一；

去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072元，同比增长9.8%，增速连续

9年领跑全省。

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

生态保护中实现经济发展——

这是时代摆在中华民族母亲河

面前的新课题。

千百年来，长江以水为纽带，连

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

济社会大系统，构成独有的自然生

态屏障；

改革开放40年，沿江省份经济

快速增长，以约20%的国土面积支撑

起超过全国45%的经济总量、涵养了

40%以上的中国人口。一条横贯东

中西、辐射南北方的经济增长带迅速

崛起。

然而，经过长期高速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面临一系列瓶颈制约和

矛盾挑战：

下游是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

洲，中上游还有三峡库区、中部蓄滞

洪区和7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

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脱贫攻坚任务

繁重；

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长江生

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

级，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

排放基数高，岸线、港口乱占滥用，流

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如同广袤中国的缩影，困扰长江

的问题，也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遭遇

的瓶颈制约；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突围”，将为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探索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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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4月26日，武汉，习近平

总书记为新航程上的长江经济带发

展开出药方。

这是继2016年1月在长江上游

重庆召开座谈会后，由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二次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

从推动到深入推动、从重大区

域发展战略到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

重大战略，方向、目标、思路更加

清晰——

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

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工作；

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

和绿色发展新路子；

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

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

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

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

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

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

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把脉问诊、开方施治。”中国宏

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说，为新

时代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指明

了正确方向，擘画了实践路径。

理念转变中，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两大“考题”正
同步作答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不

是就不要发展？

追赶发展阶段，“环境代价还是

得付”，是不是唯一答案？

环境治理修复，投入资金多、难

度大，见效却没那么明显，是不是就

不做了？

改变发展路径，先要转变发展

理念。

楚源集团下属子公司湖北华丽

染料工业有限公司门口，一块电子屏

上显示着化学需氧量、氨氮、pH值等

废水检测项目实测值，向社会亮出坚

决治污、排放达标的决心。

2016年，因向长江偷排污水等

问题，楚源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被环保

部门处以高达2700万元的长江流域

史上最大环保罚单。此后，上市计划

泡汤、长时间停产整顿……企业陷入

创建30多年来的最大困境。

停产整顿期间，楚源集团投入上

亿元购买先进设备、优化生产工艺、

扩建污水处理厂；并于复产后针对问

题持续整改。“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

素，让环保成为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

力。”楚源集团董事长杨鹏说。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生态环境保护，归根到底取决于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关键标准。

“要实现生态产品所蕴含的巨大

价值，首先要从理念上正确把握生态

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光保护

不发展是缘木求鱼，而光发展不保护

是竭泽而渔。实际上，发展和保护是

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丽水市遂昌

县县长沈世山说。

承载着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一

系列扎实有效的行动相继落地——

湖北宜昌，一场力破“化工围江”

的自我革命正在推进，这个工业大市

计划到2020年陆续关、转、搬134家

化工企业，实现沿江1公里范围内化

工企业全部“清零”；

江西省将非法码头整治成效纳

入市县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明确

2020年底前将全部完成赣江、信江

高等级航道和鄱阳湖沿岸的非法码

头整治工作；

贵州和重庆协同推进长江上游

流域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推进乌江

等跨境流域共建共保，加强沿江涉磷

工矿企业污染治理；

在“七彩部落”
做一个幸福农民

□ 陈玉明

“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站在贵

州省湄潭县湄江街道金花村“七彩部落”

观景台上，记者看到茶园里竖着一个醒

目的标语牌。

沿着干净整洁的木栈道，新华社记者

走进金花村“七彩部落”村民组。白云青

山，葱茏的树木掩映着几处七彩的房子。

“七彩部落”，果然不负这个美丽的名字。

“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金花村年

轻的村支书冯燕青说，几年前，附近的龙

凤村和核桃坝村都已经发展起来了。“山

都是同样的山，产业都是茶产业，为什么

旁边的村子能发展起来？我觉得是思想

观念的问题。”

不怕落后，就怕安于落后。2015年

以后，不甘落后的金花村村民们开始发

愤图强。他们决定，把茶叶与旅游结合

起来，发展农村特色旅游。

“我们农村房屋空置率很高，家家都

是二层小楼，七成的房间是空着的，为什

么不利用起来呢？”冯燕青说，为做出特

色，他们把房子装饰成七彩风格，还配套建

设了“七彩之门、七彩伞阵、七彩广场、七彩

木塔、七彩迷宫、七彩乐园、七彩画室”等

景观。于是，诞生了迷人的“七彩部落”。

“我们这里的农民，不光是农民，他

们还是股东、老板和演员。”冯燕青说，村

民们通过集资入股，发展集体经济，“人

人是股东，户户能分红”。很多村民开客

栈、建茶厂，当起了老板。为吸引游客，

村民们晚上搞歌舞表演，村里热热闹闹。

把茶区变成景区，把茶园变成公园，

把茶山变成金山。冯燕青说，2015年以

前，这里的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200

多元；通过三年的发展，实现了从第一产

业到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人均纯收

入增长了好几倍；如今，年人均纯收入有

3万多元，以前有不少村民在外面打工，

现在大多回来了。

记者走进农户徐学书家，这名52岁

的村民开了一个奶茶吧，七八名游客正

坐在奶茶吧里闲聊。

徐学书说，家里有9亩茶园，不过他

家只卖茶青，这一块每年有4万元左右

的收入。“我把家里的空房子装修改造成

了11个标间接待游客，加上这个奶茶

吧，每月有1万多元的收入。”徐学书25

岁的儿子还组建了一个乡村乐队，帮人

在篝火晚会、婚礼等场合演出。

奶茶吧里的客人、遵义市民曾小芬

说，自己是第二次来“七彩部落”玩。“这

里环境好，空气好，有一种宁静祥和的感

觉，让人很放松。”

“现在湄潭县城的人都很羡慕我们。”

徐学书自豪地说，“尤其是夏天，我们这里

比城里舒服得多。如果拿县城的一套房

子跟我们一套房子换，我们肯定不干。”

“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站在

贵州省湄潭县湄江街道金花村“七彩部

落”观景台上，记者看到茶园里竖着一

个醒目的标语牌。图为贵州省湄潭县

湄江街道金花村一角。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 马千里 骆晓飞 赵雅芳

草原管护员闹布桑周，搬离长江

源头已10多年，“人搬下来了，心还在

山上。”

“经常回山上看看，每次回去都要

在沱沱河边静静地待一会儿。”抿一口

酥油茶，闹布桑周口中有关“山上”的

故事像流水一样舒畅、自然而真切。

“山上是我们昔日的家园，也是长

江的源头。我们搬下来十几年，山上

的草长得好了，水也更干净了。我们

的搬迁是值得的。”闹布桑周告诉新华

社记者。

闹布桑周说的“山上”，是他出生

和长大的地方——唐古拉山镇，今年

44岁的他，30岁以前都在那里度过。

唐古拉山镇是长江源头所在。由

于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受超载放牧及

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生态曾经退

化。过去，这里的牧民群众生活艰苦。

2004年11月，响应国家三江源

生态保护政策，包括闹布桑周一家在

内的长江源头7个村128户牧民，离

开了世代生活的草原，搬迁到了青海

省格尔木市郊，从此，他们拥有了一个

共同的新家园——长江源村。

如今，走进长江源村藏式风格

的大门，干净宽阔的村道、红顶白墙

的院落映入眼帘。在村里的广场

上，村民们时常围在一起谈天说笑，

非常热闹。

“取名长江源村，既有来自长江

源头的意思，也寓饮水思源之意。”

长江源村驻村第一书记秦大云介

绍，目前，长江源村共有245户、568

名村民。

65岁的长江源村的老支书更

尕南杰是当年响应搬迁的第一人。

他在长江源头过了大半辈子的游

牧生活，目睹了过度放牧带来的草

原退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困难生

活，也亲身见证了搬迁后城市便利

的交通、医疗、教育条件给牧民生

活带来的变化。说起10多年前的

“背井离乡”，他不但不后悔，反倒

非常欣慰。

更尕南杰介绍，过去在山上时，

一家人一年四季都住在帐篷里，靠养

牛羊维持生计，一年人均收入不到

2000元。搬迁下来后，政府不仅通

过开展培训推动劳务输出、发展汽车

维修和藏族服饰加工等后续产业，而

且实施草原奖补以及生态管护公益

岗位等政策，家家都有稳定可观的

收入。

“最重要的是，草原上鼠害少了，

野驴、野马等野生动物多了，河道里

也几乎看不到垃圾了，以前干涸的小

河里又有水了。”更尕南杰说，和以前

相比，看病、孩子上学都很方便，尤其

是孩子上学条件的改善，直接影响了

一代人。

2011年，闹布桑周夫妻先后成

为草原管护员，负责捡拾长江源头垃

圾、巡查草原鼠害、火情，这让他们有

更多的时间“回到”故乡。他们每次

从“山上”回来，都要把“山上”的故

事、草原的变化讲给孩子们听。

闹布桑周说，给孩子们讲山里的

故事，就是要告诉他们长江源头的变

化，以后我们的子女也要继续保护那

片土地、保护长江。

46岁的仁青措今年5月新开了

一家超市，她给这个超市取名“格拉

丹东综合超市”，因为搬迁之前，她从

家里就可以看到长江的发源地格拉

丹东山峰。这个经营藏服和日常生

活用品的超市，开业仅两个月，就给

她带来了1万余元的收入。

“拿我们家来说，国家的草场补

贴一年有3.6万元，当草原管护员有

一年有2.1万元的工资收入，加上超

市收入，生活越来越好。”仁青措说，

大家手上都宽裕，村里的生意也

好做。

秦大云介绍，长江源村现有172

名草原管护员、23名湿地管护员，每

个月工资都是1800元。此外，全村

外出务工的有75人，加上从事运输、

汽车修理的人，长江源村现在可以说

“家家有产业”。2017年，长江源村

人均收入已经突破2万元。

长江源村的变迁，是三江源生态

保护实践的一个缩影。自2005年启

动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以来，国家在这一地区投入的生态保

护和建设资金累计超过了 180 亿

元。而随着生态保护项目的实施，三

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稳步恢复

趋势。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

的长江、黄河、澜沧江干流流域水质

优良，经絮凝、沉淀、过滤等常规净化

处理即可供生活饮用；2017年，这一

地区向下游输送水量超过600亿立

方米。

近年来，重庆通过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植树造林、实施长江非法码头生态复绿等综合措施，使重庆长江岸线

生态屏障区植被得以恢复。图为重庆云阳县滨江公园。 新华社记者 刘 潺 摄

擘画新时代中国发展新坐标
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

开栏的话：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擘画发展

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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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本版从即日起开设“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栏目，

集中推出一批稿件，多维度描绘长江新气象、讲述长江新故事、探寻长

江新变化，全景展现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长江经济带正在进行的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新实践，以飨读者。

长 江 源 村 话 长 江
2005年启动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以来，国家在这一地区投入的生态

保护和建设资金累计超过了180亿元，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稳步恢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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