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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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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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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征程。

转眼四年。大江奔流，一如千年，却
已焕发新颜。

环境更加优化。2019 年 1 月至 11
月 ，长 江 经 济 带 优 良 水 质 比 例 达
82 . 5%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6 . 1 个百
分点；

发展保持强劲。前三季度沿江 11 省
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 . 1%，高于
全国增速 0 . 9 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
国 44 . 5%，比重持续提升。

沿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长
江经济带正成长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生力军。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深入人心

这是长江生态保护事业历史性的一
幕，是一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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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深刻的变化即将发生。不久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草案）》首
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这部全面保护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的法律箭在弦上。

四年，近 1500 个日夜。围绕中华民
族母亲河，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
略逐渐铺展，共抓大保护的格局正在
形成。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立规矩，明方向——
2016 年 1 月 5 日，重庆，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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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
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明晰思想指引，确立根本遵循——
2018 年 4 月 26 日，武汉，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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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人
文荟萃。数千年孕育支撑中华文明的母
亲河，正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道路。

长江上游和中游交界处，湖北宜昌。
深冬时节，点军区艾家镇江水碧绿，岸线
整洁。

耗资 3000 多万元的田田化工厂
污染土壤治理项目已经完成。作为宜
昌市治理“化工围江”首家拆除的企
业，关停、拆迁、土壤修复、植树复绿，

从利润超过 2000 万元的化工厂化身
绿地，用了近 3 年。

2017 年，宜昌市主动破解“化工围
江”困局，率先启动长江沿线 1 公里内
134 家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壮士断腕，
换来的是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截至
2019 年底，宜昌市精细化工占化工产业
比重达 36 . 2% ，三年翻了约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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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保护非但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反而促进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

长江下游，清晨的崇明东滩。水面波光粼粼，过境停歇的候鸟时而振
翅飞翔，时而在滩涂休憩。

位于长江与东海交汇地，崇明岛是上海的生态屏障。上海市发改委巡
视员王扣柱说，在崇明，爱鸟护鸟的观念深入人心。

长江上游，三峡库区。山高、坡陡、峡谷深，如何保护生态又增收致富，
曾困扰当地干部群众。

用生态颜值换产业价值。如今，三峡红叶、高峡平湖、忠州橘乡等一批
文旅名片在三峡库区唱响，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记者调研发现，四年来，最深刻的是发展理念
的转变。过去一些群众反映强烈、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环境问题予以根
治，各地逐步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自觉谋划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切实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2019 年 11 月，安徽马鞍山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现
场会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

会上播放了 2019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要求紧紧抓住问题
不放，持续压实整改责任。

几天后，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第 4 次全体会议召开，向沿
江 11 省市移交最新披露的 152 个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四年来，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取得明显成效，但长江经济带生态形
势依然严峻，高质量发展任重
道远。

以问题为导向，发现一个、
解决一个，动真碰硬，持续攻
坚，久久为功。

（下转 3 版）

新华社记者

当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易地扶贫搬
迁便成了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十三五”
期间，我国计划对 1000 万左右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8 月在青海省
考察时指出：“一定要把易地移民搬迁工程
建设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
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
生产搞上去。”

按照“搬得出、留得下、能就业、有保
障”的要求，各级政府在安置区着力发展
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拓展增收渠道，各
地搬迁群众生活正实现“跨越式”奔
小康。

几辈人告别“穷窝窝”，迎

来新生活

短短数年时间，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古
浪县境内寸草不生的“沙窝子”上，兴起了

由独门独院的住宅、蔬菜日光温室、养殖暖
棚组成的现代化乡村，还有基础设施齐备
的乡村广场、崭新校舍、柏油马路……

3 年前，30 多岁的芦喜年把家搬到这
个生态移民区——黄花滩富民新村。

搬迁前，他们住在古浪县南部山区，吃
水靠挑，生活靠天。在芦喜年的记忆里，打
小“离开大山”话题就被村里人挂在嘴边。
但直到自己成家有了孩子，大家还生活在
山上。

山里的收成“糊”不住一家人的日子，
芦喜年开始下山打工，去过县城，远走新
疆，奔赴福建……不管走多远，山里的家都
拴着他。

2016 年，他所在村子真的实现了集体
搬迁。在新村，芦喜年一边经营蔬菜日光温
室，一边着手建养殖暖棚。春节一过，他还
将发展一个养殖规模达千余只羊的养
殖场。

“眼前的生活是几辈人的梦想。”芦喜
年说，消除了“后顾之忧”，有了更多精力脱
贫致富。

目前，黄花滩富民新村已搬迁安置山
区移民 1379 户 4580 人，有 6 个小区、16
个村民小组；村内有小学 1 所，幼儿园 1
所，标准化村卫生室 6 所。

也是在 3 年前，受益于易地扶贫搬
迁，加羊索南一家告别了高原。过去，他们
居住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尖
扎滩乡羊直村，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以放
牧为生。

谈起过去在海拔 3800 米的高山草原
上的放牧生活，加羊索南说最怕两件事：一
是怕雪灾——不期而至的雪灾常常在一夜
间让羊群遭受灭顶之灾；二是怕家里有人
生病，“自从搬下山后，再也不用怕了”。

加羊索南的新家，是位于黄河岸边的
昂拉乡德吉村——一个由 30 多个贫困村
的 251 户村民组成的易地扶贫搬迁新村。

加羊索南介绍说，“德吉”，在藏语中是
“幸福”的意思，今天居住的这个黄河岸边
新村气候宜人、风景秀美、交通便利，跟过
去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谁能想到，我们牧民能过上这么好的

日子！”
实施脱贫攻坚以来，青海省近 12 万

贫困人口被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
务，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绝大多数深度贫
困地区的贫困群众彻底告别了“穷窝
窝”，迎来了新生活。

换一方水土富一方人

要想稳得住，产业要先行。
虽已入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永顺县毛坝乡的千亩莓茶园却郁
郁葱葱，48 岁的宁秋菊正忙着在茶园修
枝除草。

宁秋菊是毛坝乡易地扶贫搬迁小区
居民。2018 年，从山上搬来的宁秋菊一
家 3 口分得 3 亩莓茶园，还在乡政府门
口开了一家面馆，每月固定收入超过
2000 元，很快实现脱贫。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了
好日子。”宁秋菊充满感激。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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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助力“跨越式”奔小康

决不让一滴生活污水直排入江
湖北大力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助推长江大保护

新华社武汉 1 月 3 日电(记者王贤、徐
海波)长江之畔，寒风凛冽。湖北省武汉市
水体污染防治的关键工程——武汉北湖污
水处理厂建设工地一片热火朝天，工人们
正在紧张地进行收尾作业，为最后的通水
做准备。这座污水处理厂将承担大东湖地
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作，破解武汉青山
区部分地区生活污水直排入江的问题，服
务约 130 . 35 平方公里、248 万余人，将使
区域内主要排口污染物削减 60% 以上。

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污染治理
“ 4+1”工程中排位第一的工程，城镇污水
处理是沿江省市落实长江大保护的应有之
义。中铁上海局市政公司总经理邓永驰说，
2016 年以来，公司在长江沿线承揽了 32
项水务环保工程，参建湖北、上海、江苏、重

庆、四川等近 10 个长江经济带省市的水环
境治理工程，企业营业收入连年保持 30%
以上的增长。

长江干线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湖北，
近年来大力建设城乡污水处理设施，把水
污染防治作为“牛鼻子”，推进长江大保护。
湖北省襄阳市东津污水处理厂 2019 年底
建成通水，不仅东津新区的污水得到有效
处理，襄阳市汉江以北片区的城市污水也
可分流到这里处理，有利于保护长江最大
支流汉江的水生态环境。

随着城市东进，东津新区新建了高铁
站、医院、学校、市民中心、科技馆等公共建
筑和东津世纪城等居民小区，给原有的鱼
梁洲污水处理厂带来很大压力。邓永驰介
绍说，东津污水处理厂一期占地 95 亩，设
计规模为日处理污水 10 万吨，远期将达到
66 万吨，处理后的尾水除厂内少量冲洗、
浇灌用水外，大部分经淳河排入汉江，出水
水质达到国标一级 A 排放标准。

除了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扩容、提质、

增效，湖北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广大乡镇，
这些地区人口较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却
十分滞后。湖北省 880 多个乡镇超六成位
于长江和汉江周边，过去洗衣服水、餐余垃
圾等“随手一泼”，威胁着长江生态安全。

2017 年以来，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先后
被列入湖北省“四大补短板工程”“四个三
重大生态工程”，各地谋划 828 个污水处理
厂与配套管网新建、改造项目，以及 69 个
管网配建项目。目前所有污水处理设施全
部投入试运行，处理能力日新增 114 万吨，
达到 170 万吨，每年将减少 6 . 2 亿吨生活
污水排放。

“这意味着全省超过六成人口的生活
污水将实现统一收集、统一处理。”湖北省
住建厅村镇处处长万应荣说，加上各类城
市和县城，湖北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已覆
盖全部城镇人口。

参与技术设计的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
计总院科研所副所长吴瑜红介绍，湖北省
乡镇生活污水治理所有污水厂、管线、管井

都实现了坐标定位和目标导航，进水、出
水的水量、水质实时在线监测，污水治理
的庞大数据被纳入信息化管理，走在全
国前列。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鄂州市鄂城区东港镇峒山村，一个日
处理能力 10 吨的生活污水处理站正在
运转，村民家中的生活污水通过污水管
网集中到这里，处理后的水达到国家一
级 A 排放标准。

“村里 11 个村民小组每个组都有一
个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置率已达到
90%。”峒山村支部书记陈建军说。

从城市到乡镇，从乡镇到山村，湖北
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遍地开花，长江大
保护的成果正在显现。湖北省生态环境
厅数据显示，2015 年到 2019 年，湖北省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稳定在良好级别；
2018 年全省 179 个河流监测断面，水质
优良断面比例为 89 . 4%，比 2015 年提
高 5 . 2%。

高 质 量 发 展

中 国 这 样 干

▲贵州省惠水县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应和在小区里展示易地扶贫搬迁前的老照片（2019 年 7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总书记关切脱贫事· 决胜贫困

“十三五”期间，我国计划对 1000 万左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按照“搬得出、留得下、能就业、有保障”的要求，各级政府在安置区着力发展产

业、调整经济结构、拓展增收渠道，各地搬迁群众生活正实现“跨越式”奔小康

1 月 4 日，顾客在山东临沂商城国际会展中
心年货大集选购年货。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年货大集 惠民迎春
1 月 4 日拍摄的天津市第十一届娃娃庙会一

角。当日，天津市第十一届娃娃庙会在天津市少年儿
童活动中心开幕。 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娃娃庙会 感受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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