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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蒋芳、邱冰清)扬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豚保护协会指导老师陈粲
近来心情不错，过去难得一见的江豚近来“曝
光量”明显增加。“我从事江豚保护工作有四五
年了，今年惊喜不断：先是在三江营考察中发
现了母子豚，上个月还有人拍到十几头江豚
游弋的画面。”

作为长江里的“旗舰物种”，江豚数量的
多寡直接反映长江水质情况。其濒危态势的
扭转，与包括三江营在内的长江扬州段生态
环境好转密不可分。

位于江苏扬州的江都水利枢纽站，一块
刻有“源头”字样的石碑静静矗立。每年，有
150 亿立方米左右的长江水从这里输出，润
苏北、济齐鲁，最终送至千里之外的华北地
区。作为连接淮河与长江两大生态系统的节
点城市，扬州生态保护的力度影响深远。

2013 年以来，扬州沿南水北调东线输水
廊道规划建设了 1800 平方公里的生态走廊，
将沿江岸线的 82 . 4% 划为岸线保护区和控

制利用区；把沿江纵深一公里范围内 3 . 86
万亩土地列入限制和禁止建设区；推动沿
江化工产业退后一公里，关停化工企业
263 家；将唯一的化工园区产业规划面积
从 2 2 . 6 平方公里压减至 9 . 3 平方公
里……实现了水源地生态保护从“一条线”
到涵养“一大片”。

治水的办法在“岸上”。在距离供水线
尚有一段距离的高邮市，650 平方公里都
被纳入了保护范围，实行高标准生态涵养，
涉及 80% 的乡镇(园区)。同时，该市通过
“十百千万”工程，建设 10 个生态中心、111
个公园、整治 3000 多条河道沟渠等，切实
维护南水北调输水廊道生态环境。

近期的监测结果显示，淮河经扬州高
邮湖、邵伯湖汇入长江，出湖口水质好于入
湖口；长江水通过夹江、芒稻河逐级北送，
下游水质比上游水质好。这标志着扬州作
为水源地的供水和净化能力进一步增强。

历史悠久的邵伯船闸，至今日夜吞吐、

繁忙如昔。今年上半年，已有 3424 个船队，
73963 艘货轮从此处通行。与此同时，邵伯
船闸又与运河文化生态公园、邵伯保卫战
纪念馆、大运河遗产区相连，形成了国家
4A级景区邵伯古镇景区，每年吸引数十万
游客。

绿水长流的景致再现，不仅让游客流
连忘返，还让当地不少百姓也吃上了“风景
饭”。

沿湖村的“渔三代”屠苏过去从没想过
大学毕业了要回老家工作，村里渔民世代以
船为家，一天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当日生活
开支。

2007 年，村里通过填塘整地，推动渔
民上岸定居，2015 年进一步实施退养还
湖，并在此后发展特色渔家乐、民宿客栈
等。2016 年，大学毕业的屠苏回到村里创
业，和很多“渔二代”“渔三代”一起，成为
“渔隐人家”民宿的管家。“目前收入还不
错，2018 年全村年接待游客 23万人，三产

收入 2300万元，同比增长 40%。”
不仅是沿湖村，整个扬州都在收获生

态红利。今年 4 月开园的南水北调源头公
园，成了当地人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过去，
这里垃圾成山、臭气熏天，被群众称为“城
市伤疤”。经过近两年的深度治理、综合改
造，已吸引了 20 多家基金机构、10 多家企
业总部落户，“老伤疤”变成了“聚宝盆”。

“投入上亿元治污，拆除上亿元规模的
产业，短期看是‘伤元气’，长期看是为绿色
发展‘增底气’。”江都区委书记张彤说，以生
态保护的基点为高质量发展寻策问道，不
断挖掘和放大生态保护的综合功能，绿色
发展的甜头越来越大。

不同于过去“一火车出去求学、一汽车
回来就业”，生态福利让一座城市吸引力倍
增。据统计，扬州市从 2015 年起每年人才
净流入 1万人以上。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 1000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47 . 2%。

“供水线”成了“发展线”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飞航)作为黄河第二
大支流，汾河纵贯山西省 6市 45县，绵延 716
公里汇入黄河，哺育着山西四分之一的人口，
被誉为山西的“母亲河”。夏秋时节，行走在汾河
沿岸，只见绿树掩映、众鸟啁啾。那首熟悉的

《人说山西好风光》仿佛又回荡在耳边：“你看
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然而，此番美景来之不易。由于地下水长期
超采、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汾河流域地下水位
一度大幅下降，几乎断流。加之污染日益加重，
汾河干流劣五类水质比例曾经达到 68%。

“我还记得 20 多年前的时候，汾河河道
上随意采砂，垃圾乱倒、市民耕种现象随处可
见，太原城区段河道更是污水横流、垃圾遍
地、千疮百孔。当时我住在离河岸不远的地

方，每年冬春季节，遇有大风，河道内便尘
土飞扬、黄沙漫天；夏秋季节则臭气熏天、
蚊蝇乱飞，‘母亲河’成了老舍笔下的‘龙须
沟’。”太原市迎泽区居民牛则军说。

为让“母亲河”恢复健康，近年来山西
省持续加大治汾力度。2015 年 7 月，山西
省印发《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纲要(2015
-2030 年)》，提出用 10 年-15 年时间，使汾
河重现碧波荡漾的大河风光。

2016 年 4 月，水利部与山西省政府联
合印发《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2015-2030
年)》，标志着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上升
至国家治水战略层面。2017 年 1 月 11 日，
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通过《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

例》，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首次上升到
了法律保护的层面。2018 年 9 月 26 日，山
西省印发《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修复总体方案》，翻开了生态化、全
流域、系统性治理的新篇章……

为了让汾河水量丰起来，山西省坚持
治标与治本兼顾、近期与远期结合，通过
节水优先、实施“五水济汾”、退还被挤占
的河道生态用水、用好本地水、洪水资源
化、地下水关井压采等 6 项措施，让河流
动起来。为了让汾河水质好起来，山西省
从治汾先治污、水动力重构、提高污水排
放标准 3 方面发力，为改善汾河水质“保
驾护航”。为了让汾河沿岸风光美起来，山
西省通过绿化、河道景观化、河流生态化

等措施，实现水岸同治、标本兼治目的。
多年不懈治汾，使“母亲河”清水复流。

一川清水，两岸锦绣，汾河成为市民休闲、
消暑和营生的“清水河”。

“前些年，我们锻炼、散步只能在街道
上转圈圈。现在汾河公园建成后，人们在这
里早晨锻炼，晚上散步，其乐融融。”太原市
居民刘东海说。

眼下，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正在持续
推进。下一步，山西省将以河长制为抓手，坚
持“短安排”和“长打算”相结合，实施控污、增
湿、清淤、绿岸、调水“五策并举”，饮用水、地
下水、流域水、黑臭水、污废水“五水同治”，
推动汾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整体改善，让汾河
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 8 月 26 日，志愿者们在抚仙湖边投放鱼苗。当日是第十五个云南抚仙
湖保护日，在以“做高原湖泊卫士、当爱湖护湖先锋”为主题的保护日活动现场，
22 万尾抚仙湖特有鱼种——— 抗浪鱼被投放至抚仙湖。2019 年当地计划在抚仙
湖投放包括抗浪鱼在内的土著鱼苗 100 万尾。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新华社西宁 8 月 26 日电(记者李亚
光)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地域面积近 40
万平方公里，高寒缺氧气候恶劣，道远路艰
补给困难……这样的工作条件，一度使不
少人对青海三江源地区望而却步。

然而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改革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生态科研工作
者受到吸引，自发前往当地开展长期扎根研
究，为“中华水塔”永葆生机建言献策。

今年 30 岁的赵翔出生在江南水乡，大
学毕业后的一次旅游经历，让三江源成了
他再也离不开的“第二故乡”。

洁白的冰川、连绵的草原、灵动的雪
豹、跃壁的岩羊……三江源纯净自由的灵
魂们，牵绕着赵翔的心。
加入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后，赵翔常

年奔走在三江源野外。他带领的团队陆续发
现黄喉貂、水鹿、欧亚水獭等诸多当地难以
得见的珍稀物种，多项研究得到世界科研学
界关注。

在位于澜沧江源头的杂多县昂赛乡，记
者近期遇到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北京
大学的科研团队。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很
年轻，最小的刚满 20岁，有的人要在当地扎
根近全年。

观察他们的样貌举止，记者发现很多共
性：衣服上满是泥渍，皮肤晒得黝黑；常常爱
笑，牙齿显得很白；头发因长期得不到洗护
修剪，杂乱而油亮，有男生索性扎起了辫子。

来到三江源，他们大多怀着和赵翔相
似的初心。正因为如此，面对青藏高原的严
酷气候及野外艰苦条件，这帮在城市长大
的年轻人很少喊苦叫累。
北京大学博士后肖凌云说，三江源地区

就好比生态科研学界的“北京”“深圳”，能在
这里扎根科研，为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最
终实现人生价值，她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刘馨
浓说，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价值巨大、
境内生物多样性丰富，值得有相关专业背
景的年轻人在当地挥洒汗水、建功立业。

来自澳大利亚林肯大学的瑞秋，参与
青海省外国专家局合作项目在三江源地区
进行长期实验，持续研究当地草场退化进
程中的自然因素，并努力寻求破解之策。

瑞秋告诉记者，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一直以最开放的姿态欢迎各地各界人
士参与当地生态保护建设。随着相关机制
日趋完善成熟，近年来自发前往当地、心系

三江源的生态科研工作者越来越多。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

到，秉持开放、共享等建园精神的三江源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管理部门，近年来陆
续与中科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世界
自然基金会等科研院所组织签订合作协
议，已吸引多支科研队伍驻点研究。

2016 年至今，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
局多次与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 10 多
个国家的相关人士探讨生态保护，筹措
组建高层次、跨区域的咨询合作专家组，
目前已同厄瓜多尔、智利国家公园签订
协议，建立友好关系。

伴随着上述举措的推动，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吸引
力。近期在青海省举办的我国首届国家
公园论坛上，超过 450 名国内外官员专
家齐聚西宁市，共话三江源国家公园建
设，对了解、参与当地生态保护展现出充
分热情。

英国生态学者唐瑞告诉记者，三江
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管理模式先进科
学，园内生态持续向好，景色优美迷人，
如今正逐步成为中外科研人士心向往之
的一处“沃土”，前景一片光明。

云南举行抚仙湖保护日活动

扎根三江源的科研人员：挥洒汗水，心向往之

告别“龙须沟” 再现“清水河”
山西持之以恒修复保护汾河流域生态

新华社西宁 8 月
26 日电(记者陈凯 、李
亚光)木里煤田位于青
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天
峻县，地处祁连山南麓。
因违规开采、过度开发，
当地生态一度遭到破
坏。2015 年记者在当地
走访时，曾看到数十米
的渣山及巨大“天坑”，
场面触目惊心。

5 年来，当地在全
面关停违规矿企的同
时，扎扎实实推进环境
整治工作，投入大量资
金恢复治理生态，成效
较为明显。

近日，记者再度前
往木里煤田调研，途中
仅见到为数不多的货
车，山谷中一片寂静。当
地干部表示，随着生态
趋好，一度消失的棕熊、
赤狐等野生动物如今也

纷纷归来，有时还与矿工“亲密接触”。2018 年
底，中科院科研人员对木里矿区野生动物分
布进行调查，共发现岩羊、沙狐等兽类 5种，大
鵟、渡鸦等鸟类 7种。

正午时分，记者来到木里煤田天峻义海
公司矿区，映入眼帘的是绿草茵茵的小山及
草坑。上前细看，30 厘米高的人工草长势旺
盛，一簇簇野花和星星点点的野草分布其间。

天峻义海公司总经理王丰说，眼前生机
盎然的原野曾是渣山及采坑边坡，2015 年至
今，企业累计投入超 11 亿元，通过覆土植绿
的方式治理矿区生态。

具体操作中，挖掘机首先将渣土坡、采坑
边坡进行平整及分级削坡，坡度控制在 40 度
以内。随后，装载机将周边购得的土和羊粪以
1比 4 的比例进行混合，以平均 20 厘米的厚
度覆盖在边坡上，再均匀撒下冷地早熟禾、中
华羊茅等 5种草种，由洒水车进行喷灌。

通过上述混播植绿法，天峻义海矿区已
累计复绿 379万平方米的渣山及采坑边坡。
“渣山矿坑变绿了，下雨也不再黑水满地淌
了。”56 岁的天峻县木里镇二社牧民罗加一直
生活在周边，他表示 2016 年起矿区生态越来
越好，变化速度加快。如今，这里的夏季 7至 8
月是花海，冬季变成牧场。牧民们将牲畜赶往
矿区，牛羊可饱食 1 个月。

通过相似方式，木里煤田其他企业在近
5 年来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生态治理，如今效
果已开始显现。

据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提供的遥感监测数
据，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木里矿区生
态恢复面积共增加 13 . 15 平方公里。相关工
作人员赴现场调研发现，部分人工草长势较
好的区域已实现“靠天吃饭”、自然生长，植株
根须愈发茂盛，有的超过半米。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汤宛峰表示，下一
步当地将继续做好相关巩固提升工作，以绵绵
久久之力，谋生态长远之计，努力将木里煤田
建设成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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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作为各项工作的总牵引、总要求，倍加珍惜机遇，坚定信心、笃定心
志，始终牢记党中央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全面贯彻落实意见精
神，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
伟中说。

8 月的深圳，晴空丽日，位于深圳市中心的“拓荒牛”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凭借“敢为人先”的精神与气
质，锐意改革、敢闯敢试，深圳在近 40 年间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
化和现代化的奇迹。

“改革开放成就了深圳，深圳自身的发展也印证着改革开放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深圳市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黄玲说，在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部署支持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从更深层面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思考与判断。

从 39 年前的经济特区，到今天的创建先行示范区，在相关专家
看来，意见赋予深圳肩负的全面深化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可以分成综
合性改革和单项性改革两大类。

谭刚等受访专家认为，在综合性改革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在
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深圳被赋予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
点的权限，可以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
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而在
单项改革方面，意见充分考虑了深圳在科创、海洋、教育、民生等领域
的巨大潜力，提出了数以百计的改革和创新方向，其中许多政策、举
措具有世界级影响，其后续效应备受期待。

“以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例，意见还同意深圳
按程序组建海洋大学和国家深海科考中心、探索设立国际海洋开发
银行，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举措，对于保护我国海洋权益、推动全球
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谭刚说。

从“主阵地”到“示范区”，区域协同发展的容量

更大、质量更高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科技领域竞争的重要平台，也是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为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强化原始创新能
力，我国已建设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随着意见的发布，备受瞩目的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浮
出水面。意见提出，支持深圳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以深
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主阵地’也好、在大湾区发挥关键作用也好，都是前三大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要求中没有出现过的新提法，这凸显了深圳创建
先行示范区，在带动区域协同发展上被国家赋予了特殊的功能和地
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燕说。

当前，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 . 4万家，数量仅次于北
京，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最具科技创新力的城市之一。但深圳也面临着
基础研究短板，少有国家布局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重大创新平台，
创新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不足等问题制约深圳科技创新的再发展。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下一步深圳将聚焦大装置、高平台、顶尖人才、政策体系、创
新文化等建设，需要区域协同推进，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范围内组
织、协调资源。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
设与区域协同发展齐行并进的缩影。多数专家认为，在中央顶层设计
和深圳自身优势的双重作用下，“先行示范区”将在多个层面融入区
域协同发展，与其他城市和地区“协力前行”。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表示，以同样在 8 月成立的上
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为例，“临港新片区”和“先行示范区”共同
构成了中国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组合拳”。

从指导思想，到具体部署保障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出现在意见
的各个层面，文件还在多处要求深圳与香港、澳门开展进一步的交流
与合作。

“要把握新机遇形成新认识实现新作为。”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
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田夫说，前海将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探索与港
澳规则衔接，加快建设创新特别合作区，协同香港开展国际科技合
作，努力在大湾区建设中走在最前列。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圳从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向
香港学习、借鉴了大量发展经验，现在深圳创建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
大湾区是无缝对接、融合的，深圳的探索和做法，完全可以给包括港
澳在内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参考，彼此相得益彰、互学互鉴，相互弥补
发展中的困境和不足。”曲建说。

从“七有”到“标杆”，城市民生新期待书写“更

美好生活”锦绣画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在意见中，“七有”升华成为“幼有善
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

“一字之变，说明作为先行示范区，在推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方面，深圳要走在
时代前列。”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对于广大
群众来说，这意味着关乎切身利益的众多民生短板，将得到有效的
“补全”。

这是一幅居民美好生活的温馨图景———
谭刚说，如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要

善于利用好的培育、优质的教学资源，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不
仅是能看病，而是要有好医生来看好病，把病情能很好解决。

深圳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廖远飞说，意见共有 19 处涉及民
政工作，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
工作，传达好学习好贯彻好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圳民政系
统的首要政治任务。

如以构建高水平的养老服务体系，着力实现“老有颐养”，深圳将
以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为切入点，通过建立深圳统一的智慧化养
老服务管理平台，做实政府基本保障、居家社区联动、机构养老 3种
服务。

这是一首新时代蓬勃迸发的文化好声音———
今年 4 月，华强方特的东方神画主题公园获国际主题娱乐协会

的“杰出成就奖”。位于深圳南山的华强方特总裁刘道强说，几千年中
华文明是取之不尽的宝库，女娲补天、牛郎织女、水漫金山……我们
的主题乐园里满满都是中国味。

2018 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2621 . 77 亿元，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深圳发
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深圳将进一步创新文化体制机制，推进建设更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这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妙乐章———
如今，即使在冬天，深圳湾畔仍然生机勃勃，黑脸琵鹭结伴涉水

觅食，红嘴鸥在低空划出优美弧线。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2019 年 1-6
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显示，深圳市在 168 个重点城市中空气质量排
名第 4 位。

在深圳大沙河与深圳湾交汇处的护河志愿服务站“沙河·尚”U
站，一群护河治水志愿者“河小二”，正常态化的开展巡河、检测水质、
垃圾分类等活动。“加入这一 U 站的义工已超过 3000 人，我们还以
此孵化了南山区生态环保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环保社会组织。”南山团
区委书记金翠说。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改革开放的指引下，深圳从贫困落
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蹄疾步稳、扬帆启航，
新一轮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正在这里不断掀起…… (记者王攀、
周科、孙飞，参与采写：王晓丹、吴燕婷) 新华社深圳 8 月 26 日电

醉美西北绿

江 苏 扬 州 生 态 立 市

确保“一江清水向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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