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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记者安蓓、刘红霞、王贤)这是一盘
协调东中西部、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大棋局；

这是一幅反思人与自然关系，指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宏
伟蓝图。

2016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中华民族母亲河开启新的发展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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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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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嬗变

长江上游和中游交界处，湖北宜昌。初冬时节，记者溯江而
行，目之所及，一片绿色。

2017 年前 11 个月，这座工业大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 0.6%，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12.6%，地方财政总收入下降 8%。

数据回落的背后，是一场力破“化工围江”的自我革命。
2017 年，宜昌关停 25 家沿江化工企业，涉及年产值 20 多

亿元。这是该市长江沿线化工企业“清零”3 年行动的第一步。与
此同时，宜昌长江沿岸生态廊道建设全面启动，九大民生环保项
目集中开工。

“地方财政收入下降、支出增多，不是没有压力，但为了还长
江一江清水，这个腕必须断！”宜昌市常务副市长袁卫东说。

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如何并生共存、相互滋养，是摆在中
国面前的新课题。

“这么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冲突到了临界点，
很多发展成就甚至因此得而复失。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就
是要回归发展的本来目的，即满足人的需求上来。”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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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一条独有的自然生态屏障。改革开放
以来，沿江省份经济增长步入快车道，长江也迎来新的发展时
期，成为货运量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

然而，多年的高速发展，令这片承载着 20% 左右国土面积、
40% 以上人口的流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重化工围江”、过度捕捞、非法采砂、污水排放，生态环境不
堪重负；下游是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中上游还有大别山区
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长江水道存在
瓶颈制约；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传统模式走到尽头。

新时代，长江经济带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
“两年来，最深刻的变化是理念的转变。”四川省泸州市委书

记蒋辅义说，无论干部群众，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深
入人心，成为共识。

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要用“快
思维”、做加法；科学利用水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统筹港口岸线资
源和安排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则要用“慢思维”，有时要做减法。

加减背后，是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短期效益递减、环保投入
增加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承载着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

“这是第一个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首要原则的区域发
展战略，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思路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对我国的发展来说，其意义是变革性的。

一条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长江经济带面临的难题，一定程度上折射着中国发展面临
的难题；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的机遇，昭示着中国经济转型
的广阔前景。

下游，昔日货船和摆渡船进出的上海吴淞港，已变身亚洲最

大的邮轮母港；不远处，上海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曾经
的钢渣回填滩和铁砂采砂场，已成为湿地植物和鸟类的乐园。

中游，因武钢设区的武汉青山区，工业“三废”排放一度占全
市 60%，正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高品质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

上游，贵州省借力大数据实现跨越式发展，依靠大生态守
住长江上游绿色屏障……

产业升级助力生态保护，生态保护“倒逼”经济转型，长江
经济带沿线，生态与发展互促互长的发展模式逐渐成型。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将开辟一条以一江清水为载体的绿
色发展道路，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吴晓华说。

两年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路径
日渐清晰———

长江经济带发展顶层、中层设计基本完成，形成以《长江
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为统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等 10 个专项规划、沿江各省市实施方案和相关政策为支
撑的规划政策体系；

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6 项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利
剑出鞘，959 座非法码头全部拆除，其中 809 座完成生态复
绿；沿江 11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928 个黑臭水体整治已开
工 826 个，完工 498 个；2018 年 6 月底前依法撤销环境敏感
区内的化工园区、化工企业……

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快推
进，南京以下 12 . 5 米深水航道建设二期工程基本完工，三峡
枢纽运输制约疏解加快推进，上海港洋山四期开港运行，长江
多式联运进展积极……

创新驱动发展初见成效，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设，沿
江 11省市建设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327 家、高新技术企
业约 4 . 5 万家……

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发展的新征程中，长江经
济带逐渐焕发出奕奕神采。

2017 年前三季度，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平
均增速超过 8%；2015 年底、2016 年底和 2017 年 9 月底，长
江水质优良比例从 74 . 3%、75 . 2% 升至 77 . 36%，出现好转的
势头。

一轮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11时许，伴随汽笛声响起，首列
从重庆果园港始发的中欧班列驶出站台，开往 1 . 1 万公里外
的德国杜伊斯堡。

这意味着中欧国际货运大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实现“无
缝连接”，打通了连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最后一公

里”。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副总经理黄继说，此前通过长江逆流

而上的货物，需先经汽车转运至 30 公里外的团结村火车站，
一标箱货物的转运成本就超过 1000 元。

打通一个堵点，能为市场释放巨大活力，对长江经济带而
言，意义尤甚。

行政区域经济特征明显，要素难以自由流动；流域管理
“九龙治水”，难以形成治理合力；协同发展让位于行政分割下
的经济利益，甚至出现下游治污关停的企业，到上游却成了香
饽饽……

中央和地方之间、沿江各省市之间、中央各部门之间……
协同发展是瓶颈，也是突破口。

理念转变为先，体制机制变革更为关键。两年来，覆盖全
域的长江经济带省际协商合作机制逐步建立，共抓大保护的
合力正在形成———

2017 年 6 月 30 日，首届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联席会
议在重庆召开，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市审议通过《长江
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实施细则》；

中游，湖北、江西、湖南三省在湖泊保护与生态修复上加
强合作，联合执法打击在长江干流非法建设码头、非法采砂、
非法捕捞；

金融租赁服务长江经济带联盟正式成立，遴选首批 20 个
启动项目先期支持，航运联盟召开第一次会议，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正积极筹建……

协同合作的动力必须是自发的，关键是找到利益共同点，
创新机制实现共赢。“下一步，要尽快推动生态利益补偿机制、
特别是横向补偿机制的破题，否则长江经济带难以真正成为
有机主体。”吴晓华说。

这是一条坚定的转型之路，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这是一场深刻的理念和体制变革，影响之深之远，也前所

未有。
700 多个日夜，承载着绵延数千年中华文明的长江，正焕

发出全新的气质；踏上新征程，长江经济带将为中华民族探索
一条绿色、生态、永续的发展之路。

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两年间

新华社西安 1 月 4 日电(记者姜辰蓉)记者从陕西省环保厅
了解到， 2017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24 日，陕西省委第一环境
保护督查组对咸阳市开展了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督查组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反馈的此次督查结果显示，咸阳市存在环保
资金投入逐年下降、煤炭削减不降反升等多项问题。其中还包
括：在空气质量逐年恶化的情况下，仍在规划建设火电和煤化
工项目。

督查组表示，近年来咸阳市在推行“河长制”、拆改燃煤锅炉
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督查组进驻期间，咸阳市按照边督边改
要求，对督查组转办的 349 件环境投诉举报案件全部办结并向
社会公开，责令限期整改 68 家，立案处罚 47 家，立案侦查 2 件。

但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咸阳市在生态环境领域仍有不
少薄弱环节。

通过督查发现，近三年来，咸阳市环保资金投入呈逐年下
降趋势。新一轮渭河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部署
确定的市本级 10 大类 54 个项目还有 19 个未完成；对燃煤削
减工作任务落实不力，2017 年 1-8 月规模以上企业实际煤炭
消耗 559 万吨，同比增长 13 . 2%，煤炭削减不降反升。

近年来，咸阳市空气质量逐年恶化，由 2014 年的陕西省
第 4 位、2015 年的第 9 位，下降到 2016 年的第 12 位。2017
年 1-8 月，咸阳市优良天数仅为 93 天，陕西省排名倒数第
一。咸阳市 2016 年第二产业占比 58 . 3%，远高于全国和陕西

省 39 . 8% 和 49% 的比例，在产业结构长期偏重、污染物排放
量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咸阳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五
规划纲要》确定，到“十三五”末，还要规划建设 3 个能源重点
项目、6 个火力发电项目、11 个煤化工项目，对大气环境带来
巨大压力。

同时，咸阳境内水环境质量有所下降。2016 年，渭河干流
咸阳铁桥出境断面水质总磷年均浓度同比上升 24 . 9%。渭河
南岸仍有 13 个污水直排口，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时有发生。

督查组强调，咸阳市委、市政府应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
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陕西省政府，6 个月内报告整改落实
情况。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向社会公开。

2017 年底，太湖流域
率先全面建成河长制。

率先全面：治水

敢为天下先

告别 2 0 1 7 ，辞旧迎
新，对太湖流域五省市来
说，多了一重意义：对照中
央给出的时间表，提前一年
率先全面建成河长制。

“中央出台《关于全面
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后，太
湖流域管理局在前期调研基础上，第一时间会商流域片五
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印发《关于推进太湖流域片率
先全面建立河长制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全国率先全面建
成河长制。”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长吴文庆对记者说。

率先，是指时间上比中央规定的“在 2018 年底前全
面建立河长制”提前一年。全面，是指内容上规范建立河
长制工作方案体系、组织体系、制度和政策体系、监督检
查和考核评估体系，统筹落实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
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督六
大任务。

“太湖流域河长制工作起步早、基础好。早在 2008
年，江苏、浙江等地就率先探索河长制，积极推动河湖管
理保护制度创新，取得了良好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
吴文庆说，这也是立足于太湖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破
解复杂水问题的内在要求。

太湖流域片各省市省级河长制工作方案，都明确提出
率先全面建立河长制。上海市将全面推行河长制纳入市委
市政府 2017 年度重点工作，作为“持续加大补短板力
度，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重要举措。“本市河长制工作做
到了两个‘率先’：全国率先印发省级河长制实施方案、
全国率先实现河湖河长全覆盖。”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刘
晓涛对记者说。

沟塘池沼：治江河于小微

时针指向 2018 年零时，上海市的各级河长进入量化
目标考核阶段。率先全面建成河长制，上海市有两大目标
以 2017 年底为限：河长制全覆盖，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
臭。

流水不腐，死水必臭。黑臭水是城市“烂疮疤”。城
市黑臭水，市民视觉嗅觉，比仪器测量来得更直接。黑臭
水难治，就在于城市水体“毛细血管”沟渠池塘数不胜
数。作为拥有 2400 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上海地处
长江和太湖流域最下游，属于平原感潮河网地区，中小河
道多达 43424 条、河湖水面率低仅 9 . 72% 、水动力较
差、污染较重。 2 0 1 6 年，全市劣Ⅴ类水质断面占
34 . 0% 。

对症下药，上海市河长制突出中小河道水环境治理，
将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纳入河长制首要任务，提出
2017 年底前全市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目标。

臭在水里，根在岸上。市河长办总牵头，部门沟通协
作，全方位推进河道水利工程、沿岸“五违四必”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工业企业治理、畜禽养殖场退养、船舶污染
治理等。 1864 条段 1756 公里中小河道实现综合整治，
2017 年底基本消除黑臭。

治大江大湖，必治小沟小塘。江苏自北向南分布着沂
沭泗、淮河、长江和太湖四大水系，全国水域面积率最
高。全省重要县域以上河道 727 条。省级保护名录湖泊
137 个，其中省管湖泊 13 个。水库 901 座，其中大中型
水库 49 座。而村级以上河道 10 万多条，乡级以上河道 2
万多条。目前江苏省市县乡四级河长 2932 人，加上村级
河长就是 6 万余人。 15 . 86 万个河湖水库，包括小微水
体都有河长。

长江太湖：同惜一泓母亲水

《引江济太调水信息》总第 2365 期、 2017 年最后一
期显示，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8时，
望虞河常熟水利枢纽引水 13 . 98 亿立方米；望亭水利枢
纽引水入湖 4 . 76 亿立方米；太浦河向下游供水 20 . 89 亿
立方米。

太湖如母，包孕吴越。太湖流域水源充沛，但大旱年
份降雨量少，潮水引不进，湖水蓄不住，缺水严重，乃至
有“吴越争水”之说。引江济太供水范围涵盖太湖、望虞
河、太浦河及黄浦江上游主要水源地，以“同饮一江水”
实践，与河长制的区域流域共治精神一脉相承。

跨省河湖怎么办？太湖流域片河长制工作第二次现场
交流会就提出，有条件地区建立“联合河长制”，对跨省
河湖实施联合监管。通过完善流域与区域议事协调机制，
相邻省市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利工作协调小组、环太湖
城市水利工作联席会议等平台建立了起来。“太湖流域先
行先试，为河长跨省区市协调提供了探索。”太湖流域管
理局副局长黄卫良说。

目前上海市金山区与浙江平湖、嘉善等地已建立水
域突发事件联动机制。遇到水污染事件，金山与平湖、
嘉善河长可以共同处理问题。在日常河长巡河过程中，
浙江、江苏两地建立互巡机制。在嘉兴秀洲区和苏州吴
江区，镇村两级河道河长每月到对方地界监督检查河道
水质。

“上游来水明显改善。”刘晓涛对记者说，过去上千
头死猪顺流而下的事件再也不会发生了。在上游浙江地
区，养猪业全面退出。“主汛期上游压力大，我们克服内
涝困难，加大行水力度；枯水期上游克服缺水困难，加大
行水力度。水安全上，我们支持上游；水环境上，上游支
持我们。团结治水就是好！”

(记者王立彬) 新华社上海 1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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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气质”恶化，仍规建火电煤化工项目
陕西环保督查组要求咸阳限期制定整改方案并落实

▲这是 2017 年 4 月 14 日航拍的重庆果园港。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十年磨一剑 。

2007 年，太湖蓝藻

暴发，无锡超市纯净

水 被 抢 购 一 空 。

2 0 0 8 年 ，水 危 机

“逼”出河长制。10

年 3600 多天，流域

经济总量增长 1 倍

多、人口增加 1000

多万，太湖水质总体

不下降

““推推动动长长江江经经济济带带发发展展必必

须须从从中中华华民民族族长长远远利利益益考考虑虑，，

走走生生态态优优先先、、绿绿色色发发展展之之路路””

““当当前前和和今今后后相相当当长长一一个个

时时期期，，要要把把修修复复长长江江生生态态环环境境

摆摆在在压压倒倒性性位位置置，，共共抓抓大大保保护护，，

不不搞搞大大开开发发””





新华社呼和浩特 1 月 3 日电(记者陈磊、安路蒙)作为我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内蒙古目前
已建成生态环境大数据管理平台，为环境管理提供精准监管和
决策依据，助力内蒙古再现绿水蓝天的“草原蓝”。

在内蒙古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平台上，覆盖 12 个盟市、
500 多家污染企业的环境监测数据实时显示，分区域、分行业、
分流域的统计图表清晰明了。“污染源监管体系包括在线监控平
台、视频监控平台及工况监控平台，通过它们可以随时掌握企业
的生产、排污情况，收集到的数据在排污费核定、环保电价核算、
监察执法等方面都将起到指导作用。”内蒙古自治区环境在线监

控中心主任阿永嘎说。
据阿永嘎介绍，生态环境大数据已经在内蒙古的生态治

理工作中发挥了精准监管、科学决策的效用。
乌海及周边地区是内蒙古空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工矿

企业烟尘污染问题严重。通过对当地 6 个工业园区企业的排放
强度、产业结构、工业产值等因素的大数据分析，当地大气污染
现状及成因一目了然，不仅帮助环境执法部门精准确定监管对
象，同时为企业提供服务，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乌梁素海是国家“水十条”列入的 7 个重点治理湖泊之
一，涉及周边多个旗县，一直难以确定各旗县的污染责任。针

对这一问题，乌梁素海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各旗县排入
湖区的污染源来源、种类、总量等进行数据分析，为制定污染
防治措施、落实环境质量目标考核等提供了数据支撑。目前，
乌梁素海的整体水质已明显改善，局部区域水质达到Ⅳ类标
准。

这只是内蒙古生态大数据应用的缩影。近几年内蒙古选
取试点开展区域、行业和流域生态环境大数据分析应用，将数
据成果应用于环境质量改善、污染源监控、环境监管执法、环
保目标考核等领域，为内蒙古全面推动生态环保工作，打造祖
国北疆亮丽风景线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内蒙古：巧用生态环境大数据，助力再现“草原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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