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观察编辑部

主任：徐 军

执行主编：斯 兰

本版编辑：刘 念

新闻热线：（010）56805103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zgggb56805139@163.com

区域观察 RegionalRegional
ObservationObservation

2020.04.23
星期四

重点推荐

长三角资讯

6版0

特别是2019年，山西省定襄县项目

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多元推

进、亮点纷呈，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最好

水平，高质量转型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

乡村振兴春潮涌

探索供电服务
跨省“一码通办”

本报讯 为深入探索长三角供电服务

业务贯通和信息共享共用，长三角地区首

个跨省供电业务“码上办”服务日前已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试点推广。企业

凭借一个“身份”识别码，便能在长三角跨

省实现用电业务、用电优惠“一码通办”，在

保障地区安全用电同时助力长三角企业复

工复产。

据国网上海电力介绍，在长三角地区

不少企业都存在跨区域经营的情况，“码上

办”服务能够快速分级识别长三角总部企

业、跨省客户、特殊时期政策倾斜客户等，

实现“一码通识”。用电客户可凭借识别码

快速在示范区内任意营业厅、网上国网

App、95598网站、政府“一网通办”网站等

办理用电业务，实现“一码通办”。身在上

海总部，便能为在苏浙的工厂申请用电优

惠，供电企业还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客户

用电经济性、安全性进行在线“体检”，帮助

其择优选取电费计价方式。

“没想到在疫情特殊时期，我们还能跨

省享受到这么便利实惠的电力服务。”上海

创始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使用“码上办”

服务后，当天收到的微信自助生成二维码显

示为红色和蓝色，推送信息显示企业无功电

量补偿异常、已享受疫情期间电价95折优

惠。在国网上海青浦供电公司的远程指导

下，创始实业及时调整投产负荷、优化无功

补偿，有效降低了疫情期间企业用电成本，

提升了复工复产的用电安全性和可靠性。

与“码上办”服务同步发布的《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电力行动白皮书（2020

年）》指出，2020年沪苏浙三地电力企业

将继续共同推动跨省电网互联互通研究

和建设，进一步打通跨省的电力“断头路”

和电力排管线路，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 （滕佳妮 王默玲）

一体化示范区
敲定年度“施工图”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热点区

域发展力度不减。本月9日召开的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理事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对示范区2020年的42项重点

工作进行了部署。值得注意的是，华为、阿

里、长江三峡集团等各类市场主体纷纷参

与到示范区的建设中。

横跨江浙沪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自2019年11月挂牌以来，已经建立起了

扁平化、高效率的工作机制。2020年是示

范区的密集施工期，由两省一市35名干部

组成的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携手两区一

县（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正在

全力以赴推进示范区建设的良好开局。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理事会秘书长、

执委会主任马春雷介绍，示范区成立以来，

坚持规划引领，抓紧编制“1+1+6”的规划

体系。一体化示范区的建设，吸引了国内

外各类市场主体的关注。目前，示范区执

委会已会同两区一县梳理了近100个项

目，重点推进33个重点项目，并滚动完善

示范区“项目库”。其中，华为公司在青浦

西岑科创中心投资100亿元建设的研发中

心，预计6月底前1到2个组团开工。

着眼“有干货”，突出“含金量”，示范区

执委会还会同各方制定了《关于支持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意见》。其中强调“政策从

优”，两省一市实施的改革创新试点示范

成果，均可在示范区推广分享。财政金

融方面，明确两省一市针对示范区先行启

动区设立财政专项资金，3年累计不少于

100亿元。 （何欣荣 胡洁菲）

□ 海 燕

今年3月底，南京幕燕滨江风光

带“樱花大道”亮相，这里曾是烟囱

林立的“化工之乡”；在安徽芜湖，今

年鸠江区长江沿线及青弋江沿线将

完成1200亩复绿造林；在长江入海

口的崇明岛，消失多年的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东方白鹳重现崇明东滩……

从皖江、扬子江到长江口，生态环境

整治成效喜事频传。

近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公

布，至此，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上

海均已出台长三角一体化的具体实

施方案。翻看各地方案，长江大保

护不分边界，长三角正携手探索，共

护一江清水。

修复生态
母亲河“气色”越来越好

3月 10日傍晚，南京滨江外滩

江面上出现成群江豚戏水。不少市

民拿出手机，争相拍摄。在江边绿

道健走骑行，在观景平台拍摄江豚

戏水，已成为南京市民的一项休闲

活动。目前，全国唯一在主城区附

近的江豚保护区设在这里，南京人

为此搬迁取缔了主城区长江岸线的

小化工、小造船以及砂石码头，建成

了长60公里的滨江风光带。

长三角以全国2.14%的土地，承

载11.7%的人口，产出20%的GDP，

长江贯通安徽、江苏和上海，推动了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近年来，“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深入人心，沿

江各地启动生态修复，激发母亲河生

机活力，生态环境发生可喜改善——

近日，在长江马鞍山段陈家圩

砂厂地块，工人们正在抓紧补绿复

绿。你可能想象不到，这里原有非

法码头、砂场、船厂、水泥厂等各类

企业31家，违法建筑190多处。如

今，通过关停江边“散乱污”企业、依

法拆除违法建筑、对江岸造林复绿

等措施，该地块旧貌换新颜。

长江陈家圩段，只是马鞍山今

年绿化长江岸线工作的一部分。今

年，马鞍山计划人工造林1.35万亩，

以进一步推进长江绿色生态廊道建

设。在马鞍山市薛家洼生态游园，

新华社记者看到，观澜栈道工程已

全面复工，紧挨着薛家洼游园的滨

江生态湿地，二期工程也已全面复

工。建成后，将形成总面积逾3000

亩的生态湿地风貌。

从“钢铁之都”到“生态福地”，

马鞍山正发生华丽蜕变。数据显

示：近5年来，马鞍山市GDP年均增

长8.6%，高质量发展考核居安徽前

列；长江马鞍山全段达到二类水标

准，绿色生活指数居安徽第一。

上海崇明岛是全球候鸟迁徙的

一处至关重要的“加油站”。但2002年

后，崇明东滩一度面临生态危机。

为防浪消浪、保滩促淤，引入的互花

米草在崇明岛东滩快速蔓延开来。

由于互花米草根系庞大，使得为候

鸟提供食物的芦苇、海三棱藨草等

本土植物无法生长和生存。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总投资11.6亿元的崇明

东滩生态修复项目从2013年开工。

截至 2019 年底，在项目实施的约

24.2平方公里内，互花米草控制率

达95%以上，修复后的湿地生境面

貌初步呈现。

协同治理
共护“一江清水”

守护长江，江苏勇担使命。江

苏省提出，涉及长江的一切工作必

须服务于生态这个前提，治理污染

不讲条件，严控空间不让分毫，修复

生态不打折扣。2019年，全省共完

成关闭退出化工生产企业735家。

国省考断面和主要入江支流首次全

部消劣，长江江苏段水质为优。

据南京市发改委长江经济带

发展处副处长王李健介绍，作为长

江江苏段“最上游”和省会城市，能

不能守护好长江，不仅关系南京自

身，更关系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南京创新采用‘1+5’工作机制，由市

发改委牵头，会同绿化园林、生态环

保、水务、交通运输等部门成立领

导小组，按照 18项特色工作清单

明确责任分工，通过长江大保护，

倒逼各地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之路。

去年以来，南京自加压力、负重

前行，在全国率先出台并实施《南京

市长江岸线保护办法》《南京市滨江

生态环境保护要点》和《南京市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致

力把长江南京段打造成为绿色生态

带、转型发展带、人文景观带、严管

示范带。

目前，长江南京段自然湿地保

护率达70%，绿色生态滨江岸线正

在回归。

同守“一江清水”，离不开水环

境协同治理。2016年，根据中央部

署，组建由苏浙沪皖和原环保部等

12个部委组成的长三角区域水污染

防治协作小组，迄今已召开五次水

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工作会议。在这

一框架下，三省一市积极探索多层

次、多形式的协作工作。

去年，南通市政府和上海市崇

明区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共同编制实施《东平—海

永—启隆城镇圈协同规划》，共同建

设长江口生态保护战略协同区。“上

海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离不开

长江北岸的南通共同推进大保护。”

江苏省政府参事、江苏长江经济带

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说，共抓大保护，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长三角理应

率先发力，让长江成为全国生态发

展的样板与典型。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

处长潘羽忠说，共建美丽绿色长三

角，落实跨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是关键。水质不达标,上游补偿给下

游；水质达标了,下游补偿给上游。

江苏省与安徽在长江流域滁河

陈浅断面实施跨省横向补偿机制。

去年，陈浅断面上游来水水质达到

Ⅲ类水标准，江苏省将给上游的安

徽补偿2000万元。

共抓“大保护”
诸多领域有待突破

守护一江清水，离不开上下游

协作。去年底出台的《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长

三角要推进环境协同防治，共同制

定长江联保专项治理方案，开展废

水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处理，建

立长江跨省联防联控机制，全面加

强水污染治理协作。在长江流域开

展污染赔偿机制试点。

“守护绿色长三角，联手保护长

江，大家的目标是相同的。但上下

游发展阶段不一样，保护措施也不

尽相同。”潘羽忠说，打赢长江保护

修复攻坚战，需要统一环境准入标

准、建立协调机制。去年底，长江保

护法草案已提请审议，其中明确提

出了10年禁渔、生态修复等内容。

“长三角共抓‘大保护’，目前还

有不少领域有待突破。”成长春认

为，在制度建设方面，与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配套制

度还不完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在

执法层面，区域生态环境的公共物

品属性非常明显，地方政府协同治

理的意愿不强；此外，多部门之间职

能的交叉重叠增加了协同难度。

成长春说，长三角协同守护长

江，一是要促进协同决策，以“一盘

棋”思维统筹谋划长三角地区上下

游、左右岸协同发展，制定综合性的

区域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和制

度，在此基础上，推行流域内各行政

区域共同协商决策；二是创新协同

执法模式，开展联合巡查、专项检查

以及联合监测、应急联动等行动，建

立流域协同信息平台，形成联合执

法的长效机制；三是合力打造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实现长

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同时保持区域

内生态环境和谐，探索出一条绿色

发展之路。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物理湖泊与水文研究室研究员胡维平

建议，设立长江生态修复基金，发挥

政府资金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

投入，实现市场化运作。

□ 周 凯

在重庆同兴医疗废物处理公

司，一辆辆医疗废物运输专车陆续

抵达卸料，工作人员对这些医疗废

物进行消毒后，送入处理设备中进

行高温消毒、破碎，最后焚烧。总经

理徐高九说，疫情期间企业安排了

1/3的员工、近一半的运输车处理新

冠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确保守住疫

情防控最后防线。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期重庆市一手抓疫情防控，

全市15家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已累计

处置医疗废物4千多吨，实现疫情医

疗废物“日产日清”，医疗废水处置

率达100%；一手抓污染防治攻坚战

重点任务不动摇，主要环境质量指

标持续向好。

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长

江、嘉陵江两江交汇，缙云山、中梁

山等四山纵列，构成了重庆独特的

山水景观，同时也对长江中下游地

区生态安全、饮水安全起到关键作

用。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市大力

实施“两江四岸”整治提升、国土绿

化、三峡库区消落带治理、石漠化治

理等重大工程，全面修复长江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系统。

在长江上游最大的江心岛——

重庆广阳岛上，连日来工人们正抓

紧植绿造林、修复生态。“因为疫情

影响，岛上的生态修复工程耽搁了

20多天，现在要把时间抢回来，春季

必须种完1.8万棵树。”重庆广阳岛

绿色发展公司党委书记王岳说。

广阳岛枯水期面积约10平方公

里，动植物资源丰富，曾一度被规划

超过 300 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

量，导致岛内山地生态系统遭到局

部破坏。2017年8月，重庆市果断

踩下广阳岛“大开发”的急刹车，决

定建设“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

岛”。如今，随着生态加快修复，广

阳岛草长莺飞、鹭舞芳洲的生态美

景正日益呈现。

提升生态“颜值”，离不开水质、

“气质”的改善。2019年4月，重庆

市开展了持续到年底的整治污水偷

排乱排专项行动，排查发现污水偷排

问题4191个，已完成整改4002个。

为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今年4月重

庆市再次启动此项整治行动，聚焦医

疗机构废水、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沿

线工业园区、城乡污水处理设施等重

点领域，严查违法排污问题。

在重庆市北碚区大气污染防治

指挥中心，新华社记者看到智能化

监管系统让环境治理更加精准高

效。如出现大气污染状况，电子屏

幕上将显示相关信息、传回实时监

控画面，并自动发给网格员，网格员

赶往现场处置。

围绕“建设施、抓治理、强监管、

促改革”，重庆市投入110亿元修建

污水、危废等处理设施，对不达标重

点河流开展整治攻坚，累计完成

2000余项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措施，

19条重点河流全部建立横向生态补

偿机制。2019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

质总体为优，全市纳入国家考核的42

个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7.6％，重庆

主城区空气优良天数达到316天。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重庆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着力“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

壮大生态产业，用“生态颜值”换产

业价值。在地处长江之滨的忠县涂

井乡友谊村，5800多亩柑橘树郁郁

葱葱，像一床“绿被”盖在江边山

头。村支书周康伟说：“村民通过鲜

果销售、土地流转、搞乡村旅游，年

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多元。”忠县

现有数十万亩柑橘，形成了鲜冷橙

汁等深加工产业链，并全力打造“三

峡橘乡”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和忠

县一样，三峡重庆库区坚持走“生态

美、百姓富”发展之路，巫山脆李、奉

节脐橙、三峡红叶、高峡平湖等农旅

产业名片在三峡库区日益唱响。

既战“疫”又战“污”，在高水平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重庆市正走

深走实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绿

色发展之路，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

态屏障。

长三角如何答好长江大保护“联考卷”

战“疫”又战“污”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重庆市正走深走实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绿色发展之路

生生态屏障态屏障
““护护航航””三峡三峡

近几年来，长江三峡各地采

取封山育林、库岸治理、岸线复

绿、岸电接船、码头整治、水上清

漂、船舶污油和垃圾回收无害化

处置等综合措施修复山水林田湖

草，构筑起一道美丽的生态屏障，

“护航”一江清水向东流。图为日

前船舶停靠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县三峡旅游母港一带水域（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发（雷 勇 摄）

翻看各地方案，长江大保护不分边界，长三角正携手探索，共护一江清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