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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今年

一季度，重庆万州区农业农村经济实现

“开门红”，全区实现农业增加值19.4亿

元、增速 4.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79元、增速9.2%，为乡村振兴战略开

局起步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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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雷茂盛

长江的生态环境曾经一度受到严

重威胁，非法码头林立、非法采砂小船

漫江、入江非法排污口任意排放、非法

捕捞屡禁不止，粗放、无序、低效开发

已经成为长江“常态”。

面对此情此景，总书记曾痛心地

形容：“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为治疗“长江病”，肩扛党中央殷殷嘱

托的沿江省市，开启了共抓长江大保

护之旅。

湖北省作为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省

份，生态地位极为特殊，是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水源区和三峡坝区所在地，也

是长江流域重要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

要生态屏障，肩负着确保“一江清水东

流、一库净水北送”特殊使命。

为此，湖北省于2018年 5月，针

对1061公里的长江岸线，以生态保护

为灵魂、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吹响长

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冲锋号，集

中力量推进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整

治、长江干线非法码头整治、非法采砂

整治、饮用水源地保护、沿江企业污水

减排、磷石膏污染整治、固体废物排

查、城乡垃圾治理，集中火力直指最难

的问题、最硬的骨头，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

劲，在推进长江大保护中体现湖北担

当、展现湖北作为、作出湖北贡献。

日前，记者随同中华环保世纪行

采访团走进长江大保护十大战役作战

主力湖北省发改委、住建厅、生态环境

厅等厅局及武汉、荆州、宜昌三市，进

行了实地采访。

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农业面源污染全面整治

据悉，湖北省设立了全省长江大

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省指挥部，由副

省长曹广晶任指挥长，明确分别由8

个厅局牵头负责。各牵头厅局成立

15个专项战役指挥部，进一步细化实

施方案，制定专项战役任务清单、措施

清单、时限清单、责任清单“四单”。全

省各市州结合地区实际，成立十大标

志战役分指挥部，具体推进实施。15

个专项战役牵头部门既明确职责分

工，又强调合力推进；17个市州分指

挥部落实属地责任，将任务清单化、项

目化、具体化；前有时间表、路线图；后

有严督办、真问责，构建起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作战体系。

记者从湖北省发改委了解到，作

为湖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十

大战役的“参谋部”，湖北省发改委已

会同省直部门，初步制定了《湖北长

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实施细则》，

目前正在根据各部门、市州意见进行

修改完善。

“数据显示，沿江化工企业已关改

搬转101家，其中关闭26家，改造56

家，搬迁7家，转产12家。”据湖北省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推动沿江化

工污染治理，湖北省召开了沿江化工

关改搬转暨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湖北省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暨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验收标准

及工作程序（试行）》《2019年度全省

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工作要点》，明

确了2019年工作目标、任务、责任和

时限。围绕各市州沿江化工企业关改

搬转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措施、目标

完成等重点工作内容，开展2018年度

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工作考核评

估。全面排查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

过程中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和遏制安

全事故发生。

在农业面源污染整治方面，据湖

北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为完善政策

体系，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全

面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的决定》，农业农村部门印发

《2019年湖北省农业面源污染整治专

项战役工作清单》等系列政策文件。为

摸清基础底数，全面启动全省农业污染

源“体检”工作，累计开展各种培训班

385期，985名普查员持证上岗，已完成

13,490个典型地块调查、3500户养殖

抽样调查等任务。为强化示范引领，创

建200个部级、900个省级畜禽规模养

殖示范场，8个生态循环农业国家级示

范区，784家部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6个农业农村部渔业养殖示范县。

截至3月底，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71%，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75%。

全程管控抓质效
共建共治抓监督

湖北省住建厅作为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城乡

生活污水治理3大专项战役的“主攻

部队”，自受命冲锋以来，通过全力以

赴抓推进、全程管控抓质效、健全机制

抓运维、共建共治抓监督等一系列措

施，各专项战役取得阶段性胜利。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12个地

级以上城市排查出的214个建成区黑

臭水体中，已完成整治的有177个，占

总数的82.7%；全省883个建制乡镇

中，计划新改扩建乡镇污水项目835

个，815个主体工程已完工，建成主支

管网 7912 公里，占设计任务总量

95%；全省663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已整改销号581个，整治堆体870万

立方米，整治完成率87.63%。全省已

有20，768个村按照“五有”的标准实

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有效治理率达

到85%以上。

在回答记者关于这三大战役钱从

哪儿来的问题时，湖北省住建厅有关

负责人表示，在湖北省政府重视下，他

们建立了财政支持、社会参与、使用者

付费相结合的资金筹措与分担机制。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大资金保障，推

动项目实施。

据该负责人透露，省级财政已累

计安排债券资金134亿元支持全省乡

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拿出2亿

元对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达标

工作实施以奖代补，安排一般债券

20.5亿元用于设施建设和运行。向国

家争取黑臭水体、污水垃圾治理等专

项资金23.2亿元。各地通过采用PPP

模式，有效解决了专业人才缺乏、财政

资金不足等问题。

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方面，通过

健全“省级组织、市级推动、县级实施”

责任体系，按照年度目标，建立了任务

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时限清单

等“四个清单”，逐项研究、逐项落实。

强化检查暗访督办，对全省98个有乡

镇污水治理任务的县市区进行了全覆

盖调研督办，实地检查了 294 个乡

镇。会同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了省

级黑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将建成区

外对城市黑臭水体具有影响的上游河

段和支流一并纳入整治范围，实施全

流域综合治理。对工作滞后的地方，

向市县政府主要领导发函提醒督办，

定期向省政府专题报告督导情况。

在城乡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建立

了小城镇地下空间污水管网数据系

统，利用信息技术，对所有乡镇管网建

设工程进行施工图与实际建设情况

比对，确保质量进度。对乡镇污水项

目开展在线监测，实施全过程管控，

督促发挥效益。启动建设城乡生活

垃圾治理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智

慧环卫”监管系统，及时发现和解决存

在的问题。

在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

面，报请湖北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乡

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管理工

作的通知》，建立了省级运营奖补、市

县财政投入、污水处理收费等一整套运

营制度。湖北省住建厅出台《城乡生活

垃圾治理运营管理规范》，建立健全城

乡生活垃圾治理的长效机制，提高生

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水平。

听涛景区清水绿岸
再现东湖鱼翔浅底

采访团一行来到武汉东湖，漫步

听涛景区，好一派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的景象。湖泊周边植被繁茂，乔木参

天，垂柳茵浓，岸边植物丛中鸟儿纷

飞，正值赏荷时节，湖面荷花或含苞或

怒放，市民、游客在湖边或坐或依，随

手拍照都可成为一张张明信片。

据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武汉市

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江

南分中心主任亢德芝介绍，自东湖听

涛景区内湖水质提升与水生态修复工

程启动以来，始终坚持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充分尊重现状的山、林、泽、园、

岛、堤、田、湾等自然风貌，严格保护永

久基本农田，最少干预东湖生态环境，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

确保生物的多样性；注重绿道沿线生

态缓坡建设、生态地貌恢复、沿线植被

保护与修复、水系连通、景中村改造等

工作，使东湖生态环境得到最大保护。

亢德芝说，在项目的规划上，武汉

严格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

念和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

一是改善东湖周边交通环境，取

消东湖内车行，还路权于行人，减少碳

排放。通过提供荫凉的行走环境，改

善空气质量，营造良好小气候，为居民

提供舒适的户外休闲场所。东湖绿道

项目免费开放了曾经的核心收费景

区，将沿湖原各自分割的私人独享空

间改造为面向公众的开放空间，实现

公共空间的平等共享。

二是充分保护河流、湖泊、湿地、

坑塘、沟渠等水生态敏感区，绿道建设

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设计滞留塘、生态

型植草沟、下凹式绿地、绿化缓冲带等

设施，采用透水材料等方式，最大化实

现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

化和可持续水循环，提高水生态系统

的自然修复能力。

“改造后，东湖水体质量有明显的

提升，目前东湖的水质达到40多年来

的最好水平，东湖Ⅲ类水质覆盖面积

达到全湖的82%。”亢德芝说，东湖绿

道沿线驳岸全长54公里，在设计时结

合景观效果、防湖水冲刷等多方面因

素，对约34公里的泊岸进行了生态化

改造，将原有的垂直泊岸修整成为生

态缓坡泊岸，滨水区域种植大量水生

植物美化湖泊岸线。通过生态修复、

污水系统收集排放、禁止燃油船通行、

退鱼还湖等措施提升东湖水质。

治长江雷霆打击“四非”
治洪湖拆围退垸还湿

肩负着保护长江生态和修复流域

生态双重任务的楚国故都荆州，还兼

具大保护典型性和平原湖区特殊性

“双重特性”。全境水网密布，水域面

积占国土面积的1/4，长江流经其境

内的总里程占长江干线通航总里程的

1/6以上，占长江湖北段45.6%。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荆州市委常

委、市政府副市长向斌说，当长江大保

护十大标志性战役一打响，荆州开始了

铁腕治污行动，通过实施打击非法采

砂、非法码头、非法排污口、非法捕捞

“四非”雷霆行动，并实施护水、护渔、护

砂、护林、护法、护民“六护行动”，从而

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之间通道更多，

地方与部门协调配合更优，干部与群众

协作更好”的构架，形成了向污染宣战、

共同推进长江大保护的强大合力。

荆州始终坚持齐抓共管、综合治

理，把视角由长江向两岸延伸到全市

全流域，把视野由单纯的治污放大到

一二三产业转型、城乡建设发展等全

方位，既抓源头、又控过程、更管边

界。通过综合施策、全面发力，各方面

成效不断向生态修复汇聚。去年，在

湖北省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评

估考核中，荆州长江干线非法码头整

治、河道非法采砂整治等6项专项战

役被评为“优秀”等次。

一曲洪湖水，美名天下扬。当采

访团一行来到电影《洪湖赤卫队》发生

地洪湖，意外看到了电影主题曲中“洪

湖水，浪打浪”的奇观。

傍水而居、因水得名、靠水而富的

洪湖市，三面环水，襟江带湖，境内大小

湖泊102个。过去，洪湖里人工围网

养殖恣意发展，湖面逐渐被蚕食。为

了抢救洪湖水，近两年来，洪湖举全

市之力，拆除全部围网，安置上岸渔

民，启动退垸还湖（还湿），以实际行动

推进洪湖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

据悉，洪湖大湖拆围涉及7个单

位 41个村（场），渔民1997户，按照

“拆围务尽”的工作目标，层层签订责

任状，分阶段强力高位推进，投资6000

多万元，于2017年2月份全面完成拆

围任务，确保“不留一杆，不留寸网”。

破解“化工围江”困局
探路流域综合执法

采访团湖北之行的最后一站，是

三峡工程所在地宜昌市。

作为长江流域生态敏感区，宜昌

化工产业一度贡献了全市1/3的工业

产值，是全市第一个规模上千亿元的

产业，给这座城市带来滚滚财源，解决

了大量就业。但同时，也因“化工围

江”、发展粗放、布局分散，其生态环境

已是不堪重负。

据宜昌市发改委主任郭康新介

绍，为了破解“化工围江”困局，宜昌实

施了化工产业专项整治及转型升级3

年行动，一企一策推进134家化工企业

“关、改、搬、转”。并引进一流专家团

队，高标准规划改造提升宜都、枝江2

个专业化工园，制定化工企业搬迁入园

扶持政策，颁布化工企业入园标准。截

至目前，宜昌已依法关停化工企业30

家，搬迁2家，转产3家，改造33家。

兴发集团作为全国最大的精细磷

化工企业和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搬迁

企业，在沿江化工企业中带头搬、主动

改、努力转，其转型发展升级之路得到

了总书记的点赞。

据全国人大代表、兴发集团董事

长李国璋介绍，自2017年开始，企业

对园区临江生产设施拆除或整体搬

迁，关闭了排污口，并对拆除区域进行

全面绿化。

李国璋说，按照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十大战略性举措要求，兴发集团

全面加快实施“关停、转型、搬迁、治污

复绿”五大工程，着力推动公司绿色高

质量发展。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379

亿元、利税17.2亿元、出口创汇5.51亿

美元，业绩创历史最好水平。

据李国璋透露，集团先后关停拆

除宜昌园区紧临长江的斯帕尔化工公

司、楚磷公司三偏车间、兴瑞公司煤

库、港务公司货场、美科达公司农药制

剂车间、草甘膦膜处理车间等装置22

套，爆破拆除兴瑞热电厂，全力推进沿

江化工装置“清零”行动。先后投资

20亿元，围绕高技术、高效益、低排

放、低污染的微电子和有机硅新材料

等项目，推动传动磷化工向新材料转

型升级，实现了新旧动能转换。启动

临江7万吨草甘膦及甘氨酸装置搬

迁，在搬迁的过程中实施改造提档升

级，成功开发出系列产品，公司草甘膦

产能规模达到18万吨/年，稳居全国

第一、世界第二。先后投资12.71亿元

对产业园全部环保装置进行提档升

级、扩容改造，将污水处理能力提高到

实际需求1.5倍，关闭4个沿江企业排

口，确保任何情况下污水不入江。对

宜昌新材料产业园沿江装置搬迁腾退

的900米岸线，按照城市公园标准覆

绿800亩，建设集生态性、观赏性、教

育性于一体的“424公园”，打造具有

历史印记的文化新地标。

离开兴发集团，采访团一行来到

葛洲坝库区的长江一级支流黄柏河

流域。

作为宜昌市重要水源地，黄柏河

承担着近200万人饮水和100万亩农

田灌溉重任。为了保护好黄柏河，宜

昌市持续推进流域系统治理。

宜昌市黄柏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综

合执法支队支队长洪钧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说，为探索长效机制，宜昌努

力推动流域保护立法，颁布实施《宜昌

市黄柏河流域保护条例》，为修复黄柏

河生态环境提供法治保障。同时，实

施流域综合执法，组建黄柏河流域综

合执法局，实施跨行政区划综合执法，

集中行使水利、环保、渔业、海事等多

个部门与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有

关职能。

为积极探索补偿机制，宜昌出台

《黄柏河东支流域生态补偿方案》，以

水质“约法”，将流域断面水质监测结

果与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和磷矿开采

计划“双挂钩”，水质达标的得到资金

补偿；不达标的则要补偿对方，并减少

磷矿开采计划。同时，全面推行河长

制、山长制。出台《关于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的实施方案》，市级落实专项资金

编制市级 15 条河流“一河一策”方

案。建立市、区两级山长制，计划近3

年对城区313公顷保留山体实行生态

修复保护。

引领“三变”改革
力促乡村振兴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图为武汉“翠柳村客舍”

东湖听涛区一景。 本报记者 雷茂盛 摄

武汉市青山江滩兼具防洪、交通、休闲、治水、生态、文化和品质功能，带来城市环境面貌、城区功能和城市品质的巨大提升。 陆生惠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