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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区域时评

6版

川渝经济圈加速融合，跨省旅游恢复，

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区块链、新型消费等蓬

勃发展，带动西南地区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今年前三季度，西南地区经济逐季回升、持

续向好，西藏、贵州、重庆、云南等地增速全

国领跑。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区域新格局正在形成

夜航三峡
三峡工程建成后，高峡

出平湖，彻底结束了“自古

川江不夜航”的历史。图为

船舶行驶在长江三峡西陵

峡水域。

新华社发（郑家裕 摄）

□ 高 敬 朱国亮 邱冰清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苏考

察调研，一个“水”字贯穿考察行程，

释放出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

发展方式的强烈信号。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

着各地干部群众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决心和信心，从做好“水”这篇大

文章入手，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话长江之水

【总书记说】走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为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群众感受】“我23岁嫁过来，

就住在江边。后来，江边的码头、工

厂多起来，家附近就有硫磺码头、

水泥厂、油厂等，衣服头天晚上洗好

晾上，第二天就变黄变灰了。”今年

75岁的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狼山

镇街道临江社区居民赵荣娟说。

南通市区南部的黄泥山、马鞍

山等五山临江而立，曾经危化品码

头、散货码头、集装箱码头等星罗棋

布，带来污水、扬尘等一系列环境污

染问题。

保护修复五山及沿江地区生

态，成为当地百姓的共同呼声。

2016年，当地开始整治沿江地

区生态环境。“码头搬走了，工厂关

闭了，种上了树，江边变成了公园。”

赵荣娟说，“每天早上我和老伴沿着

江边散步，满眼是绿色，空气好得不

得了。江边鸟也多了，曾经消失的

江豚现在时常能看到。”

【落实举措】长江大保护是近年

来沿江省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突出

任务。

近年来，南通市开展五山及沿

江地区生态修复保护，全力清除入

江污染。南通市委书记徐惠民表

示，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继

续做好长江水域退捕工作，更好保

护长江生态环境，同时积极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建设，以生态环境的改

善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话城市之水

【总书记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把保护城市生

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学

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

间、生态空间，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又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群众感受】和伙伴们一起划着

皮划艇，巡护船房河，在入滇河口赏

夕阳西下，这是云南省昆明“市民河

长”陈嘉佳每个月最期待的美好时光。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滇池

游泳。但后来滇池以及上游河流污

染越来越严重。”他说。

让陈嘉佳欣慰的是，经过多年

治理，滇池水质明显改善，2019年

全湖水质为Ⅳ类，这是滇池水质连

续第二年达到同等水平。

作为滇池主要入湖河流之一，

陈嘉佳巡护的船房河如今两岸绿柳

成荫，河水清可见底，成了昆明城内

最美的河流之一。

【落实举措】水，是一座城市的

灵魂。水环境治理得好不好，直接

关系着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

吴朝阳说：“‘量水发展、以水定城’，

昆明市提出把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的承受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刚

性约束。要落实总书记关于‘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要

求，让更多市民可以在河边跑步，在

河里划皮划艇。”

话运河之水

【总书记说】希望大家共同保护

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群众感受】扬州是中国古运河

原点城市，也是长江经济带和大运

河文化带交汇点城市。

扬州市九龙花园社区居委会主

任颜扣华家住在运河三湾生态文化

公园附近。

“我亲身感受到这里的变化。”

颜扣华说，过去这里的河水是黑的，

居民的生活垃圾都倒在河边，附近

还有一些小企业，环境很差。

2013年开始，政府着手整治大

运河沿线环境。“现在空气清新，水

也很干净，环境好了！”她说，“对于

我们喜欢锻炼的人来说，家门口就

有了自己的公园，很有幸福感。”

【落实举措】扬州依水而建、缘

水而兴、因水而美。江苏省扬州市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党工委书

记汤卫华说：“我们要按照总书记

要求，今后一定要注重以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优先考虑，做好文化保护

传承和利用，让市民更加了解、喜

欢大运河文化遗产。同时，借助

生态环境优势，进一步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休闲旅游和

现代工业。”

□ 安 蓓 王乃水 王 贤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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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

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3次座谈会聚焦长江经济

带发展。中华民族母亲河焕发新

颜，长江经济带正在奏响高质量发

展的新乐章。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

这是长江生态保护事业历史性

的一幕。

2020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

流域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

长江流域各地重点水域也将相继进

入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期。

截至目前，重点水域退捕任务

基本完成，8.4万条渔船、17.97万渔

民退捕上岸，安置保障稳步实施，

就业率达到 97.79%，社保完成率

达到99.44%。

2016年1月5日，重庆。习近平

总书记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018年4月26日，武汉。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

“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

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

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

发展的关系”“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 年 11 月 14 日，南京。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

发展主力军。”

从推动、深入推动，到全面推

动，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

长江上游、中游、下游，3次召开座谈

会聚焦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布局

逐渐清晰。

5年来，沿江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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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岳阳，湖北武汉，安徽马鞍

山，江苏扬州……昔日几近绝迹的

江豚，近两年频频现身。

“沿江生态环境达到近五年

最好水平。”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王天琦说。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重庆

市万州区，熊人建开着船来回往

返。这名昔日的渔民转型为长江

“美容师”，忙着清理江面垃圾和漂

浮物。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

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找出

问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

环境修复和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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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是系

统工程，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

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考虑。

以问题为导向，动真碰硬，持续

攻坚——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

连续3年组织拍摄警示片，建立问

题台账，制定整改方案。前两年披

露的315个问题已完成整改226个，

沿江省市累计自查问题4137个，已

完成整改3415个。

坚持标本兼治，大力推动城镇

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

矿库污染治理“4+1”工程建设——

长江干流沿线城市和县城集中

式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接近实现全覆

盖；沿江省级化工园区基本实现污水

达标排放；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

到75%；长江干流沿线码头船舶垃圾

处理设施已基本建成；1641座需治理

的尾矿库中1612座完成了治理方案

编制，1318座完成了初步治理……

狠抓保护修复，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完成沿江11省市63个城市入

河排污口排查，排查出入河排污口

60,292 个；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

上城市1372个黑臭水体完成消除

96.7%；全面开展长江岸线清理整

治，2441个违法违规项目整改完成

98.9%；累计完成新营造林1165万

亩，退耕还湿51万亩……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当表率

踏上新征程，长江经济带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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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构筑高

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长江经济带

动力澎湃——

今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积极支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支撑的新动力源

加快成长，城市群集聚程度和承载

能力显著提升。

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

岛、江西九江、湖南岳阳深入推动绿

色发展示范，浙江丽水、江西抚州积

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自贸试验区长三角全覆盖，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

路”融合，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

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长江经济带活力四射——

5年来，长江经济带累计搬改关

转化工企业8091家，搬迁改造危险

化学品企业464家；持续优化新兴

产业布局，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

业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50%。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延续

历史文脉——

初冬时节，扬州运河三湾生态

文化公园，一河波光潋滟，两岸叠翠

流金。

近年来，扬州一体推进长江和

运河沿岸修复保护，利用运河湿地

资源，启动建设3800亩的生态文化

公园。

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

海、人文荟萃，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

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在新时

代焕发新的神采。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

念为指引，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将稳步

推进，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

人民。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大美长江

□ 辛 平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

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主持

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

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事关全局的区域发

展战略部署会。习近平总书记聚焦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作出一

系列新部署，指引沿江各省市谱写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新篇章，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大美长江。

从上游重庆到中游武汉，再到下游南京，

围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 3 次召开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

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

发展指路定向、擘画蓝图。在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

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

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实现了在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长江经济带的

“绿色转身”深刻昭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绿色发展的

底色铺好，使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让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

当前，长江生态正在逐步好转，但长江大

保护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环境治理还面临不

少挑战。谱写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新篇章，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协调联动，构建综

合治理新体系。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治好

“长江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追

根溯源、找准病根、精准施策，尤其要从生态

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从源头上、整

体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要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实施好生态修复

和环境保护工程，特别是要抓好长江“十年禁

渔”，推进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要加强

协调联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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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治理“一

盘棋”，注重整体推进，形成治理合力。

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长江，最根本的是要

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探索出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

路。经济发展不是掠夺自然的竭泽而渔，自

然保护也不是困守青山的缘木求鱼。新时代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要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错误做法，在严

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山银山”的现实路径，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同饮一江水，共绘九州图。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既是一

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在思想上形

成“一条心”，在行动中拧成“一股绳”，共同将

新发展理念践行到底。长江源远流长，发展

任重道远。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

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

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定能

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综述

这 篇 大 文 章 越 写 越 精 彩
习近平总书记江苏考察激励各地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