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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将协

同京津冀三省市加强项目要素保障，积极引

入社会资本，优化项目建设环境。同时将按

照“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

批”的原则，抓紧谋划论证京津冀协同发展

“十四五”时期重大工程项目，高标准高质量

组织滚动实施，形成压茬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的良好态势，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和坚实保障。

加快项目落地
支撑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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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 馨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

我国重要的战略水源地、生态宝库

和黄金水道。这条延绵万里的长江

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等 11 个省市，面积约

205.23万平方公里，人口和创造的

地区生产总值均占全国40%以上，

进出口总额约占全国40%，也是引

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十三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走遍了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先

后于2016年、2018年、2020年在长

江上游重庆、中游武汉、下游南京主

持召开三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定向，提

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勾画

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宏伟蓝图。

铁腕治理 不留死角
提升母亲河“好颜值”

2020年12月26日，历经三次

审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长江保护

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写

入法律。我国首部流域法律的出

台施行，为保护母亲河构建了硬约

束机制。

2021年1月1日零时，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

重点水域179,693名渔民全部退捕

上岸，长江禁捕退捕攻坚战、持久战

全面打响。

5年的时间，围绕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开展了一

场深刻的变革。

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全

局高度，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历史

担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

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2016年1月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一次座谈

会，明确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

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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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

民族母亲河永葆活力。这为长江

经济带发展明确了定位，指明了方

向，吹响了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进

军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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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展和协同

发展等关系”……2018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召开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了

开好这次座谈会，总书记会前赴湖

北、湖南实地了解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实施情况。在会上，总书记重

点阐述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

正确把握的五个关系，探索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经过近5年生态环境治理，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虽得到控

制，但离绿色发展要求仍有较大差

距。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南京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从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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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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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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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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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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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为“十四五”长江经济

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出了新目

标，指明了新方向。

跨越5年的三次座谈会，是实

施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

略的重要里程碑。5年来，面对不断

变化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座谈会

主题从“推动”向“深入推动”，再向

“全面推动”演进，但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基调始终不变。

此外，5年来，还有一项最大的

变化就是保护长江已经成为全社会

普遍共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已经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立足

点。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一场场生态保护攻坚战接连打响，

沿江省市发展理念深刻嬗变。

长江上游最大江心岛重庆广阳

岛，曾经的房地产开发被叫停。如

今生态修复和环境整治超过300万

平方米，入选长江经济带第一批绿

色发展示范区。

长江中游湖北段，昔日冒着黑

烟的烟囱消失，采砂船、渔船难觅踪

迹，很多岸线披上“绿装”。

长江下游江苏段，藻江河入江

口旁，曾经的化工厂已拆除。为破

解“化工围江”难题，江苏常州市

沿江 1 公里内31家化工生产企业

全部签约关停。

铁腕治理，不留死角。沿江11

省市积极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

径，共抓大保护格局基本确立。扎

实推进“4+1”环境污染治理工程，

长江干线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

改，腾退岸线158公里，拆除各类建

筑物约234万平方米，对整治后的

1213 万平方米长江岸线进行复

绿。建立了“负面清单指南+沿江

11省市实施细则”的负面清单管理

体系，实施了上海崇明、湖北武汉、

江西九江等5个绿色发展示范区，

开展了浙江丽水、江西抚州2个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启动长

江10年禁捕。长江流域水质明显

改善，2020年前11个月，长江经济

带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86.6%，较

2016年提高13.3个百分点；劣Ⅴ类

水质比例为0.4%，较2016年下降

2.9个百分点……一系列综合治理

“组合拳”之下，中华民族母亲河“颜

值”不断恢复。

江西鄱阳湖、湖南洞庭湖、重庆

汉丰湖……如今，在长江流域沿线

重要湿地，人们惊喜地发现，成群结

队飞来的候鸟越来越多，人鸟共生

的和谐图景正在呈现。

5年来，正是因为这个变与不变

的绿色坚持，长江再次奔涌出生生

不息的绿色波涛，生物多样性再显

生机。

绿色发展 不遗余力
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

规划纲要》正式印发，从大力保护长

江生态环境、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

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积

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努力构建全方

位开放新格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

体制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描绘了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十三

五”期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积蓄

了新动能。

重庆市奉节县曾是全国有名的

“煤城”，也是全国产煤“百强县”。

煤炭产业一度贡献过全县一半的

GDP和3/5的财政收入，发展煤炭

产业虽能带来短期经济利益，但把

山挖垮了，水挖断了，树挖死了，李

白诗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

陵一日还”的美景也不复存在了。

为此，奉节县决定重塑产业结构，

通过推进煤矿企业停产转产，促进

奉节从“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

之路。如今，奉节脐橙、诗城等农

旅产业名片，让奉节百姓吃上了“生

态饭”。

绿色发展，不遗余力。5年来，

越来越多的沿江省市像奉节县一样

走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在加快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同时，

长江经济带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的步履同样又好又快。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提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在

2020年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生力军”升级成了“主

力军”。

2021年1月5日，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召开专题

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5周年取得的成效，晒出长江

经济带发展5周年的“成绩单”。

国家发改委基础司司长罗国三

表示，5年来，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经济保持持

续健康发展。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

占全国的比重从2015年的 42.3%

提高到2019年的46.5%，2020年前

三季度进一步提高到46.6%。新兴

产业集群带动作用明显，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均

超过50%。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

最高的前15大省市中，长江经济带

占了10个，而且多数城市的人均

GDP超过10万元。2018年长江经

济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3万亿

元，增长7.4％。同时，长江经济带

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向好，自主创新

能力持续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业集

聚水平提升，长江经济带的通用装

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的比

重从50.6％提高到52.1％。

综合运输大通道网络加速形

成。长江干支线高等级航道里程达

上万公里，14个港口铁水联运项目

全部开工建设，沿江高铁规划建设

有序推进，成都天府机场、贵阳机场

改扩建等一批枢纽机场项目加快实

施。截至2020年11月，长江经济

带铁路、高铁通车里程分别达到

4.37万公里、1.54万公里，比2015

年分别新增9120公里、7824公里；

高速公路里程达到6.37万公里，比

2015年新增1.55万公里。

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大幅提

高。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

融合程度更高，上海洋山港四期建

成全球最大规模、自动化程度最高

的集装箱码头，宁波舟山港成为唯

一吞吐量超11亿吨的世界第一大

港，中欧班列线路开行达30余条。

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形成。2016

年以来，长江经济带新增8个自贸

试验区、24个综合保税区，2019年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 2万亿

美元。

绿色发展试点示范走在全国前

列。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

岛、江西九江、湖南岳阳结合自身资

源和禀赋特点，探索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新路子。浙江丽水、江西抚州

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包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城市福建南平，在积极融入

长江经济带的征程中，绿色发展、践

行“两山”理论已经成为该市发展的

主旋律，他们的发展模式为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供了有益经验

和发展样本。

体制机制不断建立完善。《长江

保护法》于2020年12月26日经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3月1日起

施行，成为我国首部流域法，长江大

保护进入依法保护的新阶段。建立

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管理体

系，加快完善生态补偿、多元化投

入、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等机制，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绿色发展示范和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护绿”为本、产业

“添绿”、科技“助绿”、“点绿”成金、

推陈“革绿”，长江经济带的保护从

5大方面也显现出发展成果。

在产业“添绿”，推进绿色转型

升级方面，各地因地制宜腾退旧动

能，综合运用市场、法律、政策等手

段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调整

产业布局，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形成

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绿色产

业体系。以江西九江为例，九江以

化工园区“五化改造”破解化工围江

难题，通过实施化工园区环境景观

化、企业环保化、生产安全化、产业

循环化、管理智能化改造，实现化工

产业含“绿”量和安全系数双提高。

在科技“助绿”，培育发展新动

能方面，加强科技创新力度，整合科

教优势资源，强化“产学研”融合，提

升绿色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利用率，

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

湖北武汉以科教资源优势助推创新

发展，发挥武大、华科等高校和众多

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集聚优势，通过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线上平台，实现

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科技成果及

时转化和应用，科技进步贡献率超

过 6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25.7%。此外，“点

绿”成金，探索出“两山”转化新路

径。合理挖掘自然要素价值，综合

运用政府补偿和市场交易手段，丰

富完善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和差异化实现模式，推动资源

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财富。

5年实践证明，生态保护和经济

发展不是矛盾对立，而是辩证统

一。共抓大保护不但没有影响沿江

省市发展速度，还有力提升了长江

经济带对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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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持续推

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长江经济

带战略，必然会让一个经济要素有序

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统一

融合的经济大区域蓄势崛起。

奏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奏曲”
生机盎然的中华母亲河，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动能澎湃的长江经济带，崛起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给子孙后代
留下美丽长江

□ 柳 洁

长江浩荡东流，横贯东中西，连接东部

沿海和广袤内陆。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我国

重要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一。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突

出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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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

关系。

其把握五个关系的核心要义是坚持走

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之路，这为新形势下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实践

路径。要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理念

贯彻落实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

镇化推进等方面，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

美丽的万里长江。

这是一场攻坚战，要突破利益藩篱，处

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促进要素在区域之

间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在实际行

动中形成“一盘棋”。要进一步做好调查研

究，分析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的发展基

础、特点、痛点和难点，增强系统思维、加强

制度建设，统筹谋划水、路、港、岸、产、城和

生物、湿地、环境，以行政互通、产业互联、功

能互补推动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

合作，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

形成整体合力。

这是一场创新战，要彻底摒弃以投资和

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为新动能发展创造

条件、留出空间，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不搞大开发”是“不搞破坏性

开发”，要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

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为新动能发展创

造条件、留出空间，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

槃。长江经济带发展循环经济空间巨大，要

实现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从利用废物到

减少废物的质的飞跃。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发挥市场主体和全社会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

展。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要

形成“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良性

循环，还要增强创新能力，激发社会创新创

业活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

这是一场持久战，既要做好顶层设计，

一张蓝图干到底；又要坚守“功成不必在我”

的境界和坚持“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稳扎

稳打、步步推进。唯有共同努力，才能使长

江经济带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

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成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

调发展带。

候鸟南归长江畔
沙鸥翔集，锦鳞游弋……随着长江水域生态持续改善，越冬候鸟用翅膀为长江流域投票，一幅人鸟和谐新

景象跃然展现在眼前。图为白鹤在位于鄱阳湖湖区的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的湿地中栖息觅食。

新华社记者 万 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