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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来
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区之间缺乏
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因此，中央政府
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实现跨省域的生态
补偿合作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中
心王树华认为，借鉴新安江流域跨省生
态补偿机制试点的有关经验，建议长江
流域应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有利机遇，争取将长江流域跨省
生态补偿纳入国家试点范围。可先期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环境保
护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林业
局等中央有关部委会同长江沿线 11 省
市地方政府共同组成“长江经济带生态

补偿委员会”。以生态补偿委员会为载
体，建立省际常态化沟通与合作平台，
定期组织部省际协调与联席会议，就长
江经济带跨省域生态补偿问题展开充分
磋商与谈判，以期达成体现各方利益的
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省域之间、跨省流域上下
游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是凤毛麟角。

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生态补偿资
金长效投入机制，是长江经济带跨省域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得 以 正 常 运 转 的 必 要
前提。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看，生态补
偿应该是全方位的。例如，美国在农业、
自然环境保护、采掘业、流域水管理、环

境污染防治等领域广泛建立补偿机制；
欧盟建立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传统水土
保持甚至地边田埂生物多样性补偿机
制；日本在造林、水污染防治、自然保护
区、农业等领域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九
三学社社员、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教授毛
前说。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
保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长江黄金
水道环境污染防控治理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国家将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力度，逐步提高转移支付系数和生
态保护支出标准。建立以干流跨界断面
水质为主、向中上游地区倾斜的补偿资
金分配标准，形成长江干流补偿制度。
支持重要支流上下游采取资金补助、产
业扶持、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开展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

刚迈入2016年，长江经济带便
成为热门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
建设思路，引发了包括长江经济带
沿岸11个省市在内的全国“两会”
代表和委员的热议。

中央对长江经济带的全域发展
进行重新谋划，将生态环境保护居
于压倒性的战略地位，“不搞大开
发”、“压倒性位置”等词语凸显了当
前长江经济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解决这些
问题的紧迫性。

那么，长江经济带如何在生态
环境问题中突围？如何构建以流域
为单元、以水资源保护为重点，统筹
各类生态系统的生态整体保护与综
合管理模式？ 长江经济带覆盖 11省市。 张叶制图

当前长江干流总体水质较好，但部
分支流污染严重，涉危涉重企业数量多、
布局不合理、污染事故多发频发，部分饮
用水水源地存在安全隐患，废水排放量
逐年增加，部分河段总磷、氨氮超标，船
舶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江湖关系紧
张，部分地区生态问题突出。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在长
江经济带的发展过程中，在水资源利用、
控制性水利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统一大市场等重大问题上，沿线省市
和相关部门相互掐架、争吵不休，有的问
题甚至一争几十年。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生态建
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两张皮”的问题？

重视相关规划等顶层设计便成为破
题之举。《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
《长 江 经 济 带 综 合 立 体 交 通 走 廊 规 划
（2014~202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
展规划》等重要规划为经济带区域开发

提供了操作规范。近年来还相继出台了
沿江战略区规划、城市群规划、各省沿江
经济带规划等区域性规划，国家已开展

“多规合一”试点。
“目前缺乏一部长江经济带顶层规

划，希望不久后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发展
规划纲要》能弥补这一空缺，初步作为长
江经济带建设顶层的法制保障。”业内专
家表示。

2015 年，民建中央将长江经济带作
为重点调研课题，形成了《加强经济合
作，推动长江经济带健康发展》专题调研
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

民建中央的调研报告认为，长江经
济带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在于行政区域
间合作缺乏制度保障，协调机制尚未建
立，上游地区环保积极性不高。

“要加强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保障一
江清水永续利用，并健全长江流域环境
保护联防联控机制。”民建中央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李雪松
教授认为：“发展长江经济带，当前最重
要的是要通过国家顶层设计来实现各地
区间的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个顶层设计
包括制定细致完善的总体规 划 以 及 建
立 一 个 高 于 各 省 市 级 别 的 专 门 机 构
等 ，通 过 顶 层 设 计 来 统 一 布 局 和 总 体
协 调 长 江 经 济 带 沿 江 产 业 结 构 和 环
保等事宜。”

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认为，
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关于长
江流域的整体规划。目前沿江各地政府
在污染防治方面仍处于各自为政状态，
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当前长江沿岸污染排
放现状，整个流域必须要有一个强力的
机构来管理。

因此，跨行政区域的顶层设计尤为
重要。民建中央建议，可以借鉴实施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经验，做好经济带
发展顶层设计；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研究
解决的问题建立部际联系机制和全流域
省际协调机制；依照区位分别建立长江
上中下游联系机制，推进经济带一体化
发展；完善沿岸中心城市协调机制；建立
专项问题协调联系机制。

关注一：跨区域的顶层设计如何构建？

关注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如何构建？

国内著名水资源保护专家翁立达跟
踪 长 江 污 染 和 水 资 源 监 测 已 达 30 余
年，他说：“目前，我国对于长江沿岸企业
的污染只是停留在数据监测和评定阶
段，而对于污染后给环境及周边居民带
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制度保
障，以致排污屡禁不止。”

导使长江经济带污染排放严重的主
要原因除了缺乏顶层设计外，还有环保
法律法规及相关机制不健全、落实难。

近几年来，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加
强地方立法，为经济带建设提供制度保
障。在流域（湖泊）管理方面，有《太湖流
域管理条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
保护条例》等；在港口岸线方面，有《安徽

省长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办法》、
《四川省港口管理条例》、《上海港口岸线
管理办法（修改）》等；在环境保护方面，
有《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长江
三 峡 水 库 库 区 及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条
例》等。

这些法律有力保障了长江经济带环
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业内一些专家建
议，制定《长江流域管理法》，促进长江流
域环境依法治理。《长江流域管理法》要
明确长江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
责。长江流域管理机构作为国务院的派
出机构，负责流域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
修复的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
统一监测、统一执法，确定流域管理机构

与中央相关部委的关系、与地方政府之
间的职责划分，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等。

同时，也有专家建议，应加快制订
《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出台沿江开发
产业项目负面清单，对长江水资源保护
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合理调控水价、强
化用水者对破坏水环境的成本补偿意识
等，实行长江上下游水质交接责任制，实
行排污许可证、总量控制制度等。

中游的湖北省已率先通过《湖北省
水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对排污企业“按
日计罚”，对拒不整改的违法单位、个人，
将予以重罚。但这一条例仅限于在湖北
实施，可建议在长江经济带全区域推广。

赛迪智库建议，抓紧制定长江法、航
道法、航运法等区域性法律法规，为长江
经济带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法律
支撑，规范长江经济带发展行为，实现长江
经济带从行政约束向法律约束转变。

关注三：流域环境法规机制如何构建？

长江在长江经济带中是处在核心
位置的。长江经济带之所以能够成为

“带”，主要就在于长江。
长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的水，假

如没有水，长江就变成“长壕”，不叫长
江了。因此，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最关键的是保护好长江和长江的水。

长 江 大 保 护 战 略 一 定 要 聚 焦 在
“水”上，其他保护问题则都是围绕水来
进行的。谈到水，我认为特别要保护好
六个“水”：

第一是水源。首先是指长江的源
头。过去人类在自己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对水源从来没有担忧过，但是现在
水源却很令人担忧。冰山在融化，雪线
在抬高，有人据此预言，再过二三十年
我们各条大江大河的水源都会受到严
重影响。所以，保护长江水源的问题就
不仅仅是长江本身的问题了，要跳出长
江看长江，这已经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的
问题了。其次，还指一切流入长江的
水，保护的目光要指向所有注入长江的
河流和湖泊。通过源头的保护达到长
江水源充足和水源干净两个目的。

第二是水质。水质是长江保护的
重点，而保护水质主要就是控制住污
染，把对长江的排污抓住了，水质就得
到保护了。排污从大处讲就是两个方
面，一是江面的排污，各种船舶的排污
就属于这一类；二是江岸的排污，包括
长江干流和支流在内的沿岸形形色色

向长江的排污，其中城市下水道排污、
工厂排污、岸边养殖排污，是需要严格
治理和监管的 3个重点。

第三是水系。长江水系极其庞大，
长江支流流域面积 1 万平方公里以上的
支流就有 49 条，主要有嘉陵江、汉水，岷
江、雅砻江、湘江、沅江、乌江、赣江、资
水和沱江。总长 1000 公里以上的支流
有汉江、嘉陵江、雅砻江、沅江和乌江；
流域面积 5 万平方公里的支流为嘉陵
江、汉江、岷江、雅砻江、湘江、沅江、乌
江和赣江。长江的每一条支流又都有
自己的支流，而且支流还有支流，如同
子子孙孙。这个水系家族的任何一条
支流的水质如何，包括流域中的湖泊、湿
地等，都会影响长江。所以，保护长江就是
要保护整个长江水系。这就要求长江流
域总动员，统一认识，整体行动。

第四是水路。长江不光是水，还是
路。从人类知道利用水来发展航运以
来，长江及其支流的功劳是极其巨大
的，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长
江水路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

它有一个承载量的问题，更有一个航运
安全和水路保护的问题。

第五是水岸。保护长江流域的水
岸，目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严防长
江危害，长江流域的每一次洪水泛滥，
都对百姓的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造
成了极大危害，多年来一直 是 我 们 的
心腹大患，因此要继续做长江水岸的
保护工作；二是防止长江水岸的地质
灾害，比如塌方问题和其他地质灾害
的问题。

第六是水生态。水生态概念的内
涵有宽有窄，宽的包含水质，我这里主
要是指长江水系动植物的问题。水生
态状况既是水质状况的反映，如长江中
的白鳍豚、中华鲟、长江鲟、白鲟、鲥鱼
等珍稀野生鱼类濒临灭绝，既有滥捕问
题，也反映了水质问题。同时水生态的
状况也对水质状况发生重要影响，如沿岸
植被如何就与水质密切相关。水生态和
水天生是一家，如果一个遭到破坏，另一
个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保护长江就要努
力改善长江流域的动植物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保护长江就要紧紧围绕
一个“水”字来做文章。尽管保护水源、
水质、水系的共同点是防止和治理水污
染，但却是发自不同角度的思路。

那么，如何做好长江水保护这篇大
文章呢？首先，一定要有一个高规格、
高权威的中央政府常设机构，主管长江
问题。其次，实施长江保护国家战略，
对长江保护进行顶层设计，并上升为国
家战略加以实施。第三，制定关于长江
保护法，考虑到长江保护的方方面面，
便于操作，便于执法。

可以预想，有了以上 3 方面的国家
级设计，并且逐一加以落实，长江一定
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只有长江水
量充足了，水质干净了，才能谈得上长
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

长江经济带保护关键在护水
◆周文彰

本报讯 陕西省气象局组织相关
专家近日分析了陕西省“十二五”期
间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并撰写了

《“十二五”期间陕西生态环境监测评
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显示，“十二五”期间陕西省生态环境
整体改善。

据悉，《报告》通过选取气候、植
被、河流输沙量和大气环境等因子，
详细分析总结了“十二五”期间陕西
省生态环境变化情况。

《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陕
西全省植被覆盖度平均为 69.88%，
较“十一五”增加 1.85%，增加区域主
要集中在陕北地区的榆林市南部和
延安市北部，陕南地区植被覆盖度达

到 88.98%；全省植被碳汇量增加明
显，全省植被固碳量（除农用地）达
5237.28 万吨/年，较“十一五”相比增
加了 28.64 万吨/年；全省气溶胶光学
厚度较“十一五”有所下降，空间分布
上主要集中在关中盆地和陕南汉江
的河谷地带；沙尘天气发生范围和频
次均呈现下降趋势；省内黄河水系支
流年输沙量呈下降趋势，但长江水系
支流年输沙量呈增加趋势；2011 年
以来全省年平均气温、年降雨量均高
于历史平均值，处于暖湿期。

《报告》同时指出，陕西最大的淡
水湖红碱淖水体面积萎缩速度放缓，
但仍呈下降趋势；近两年陕北中部植
被覆盖度呈下降趋势。 李涛

陕西“十二五”生态环境监测评估报告出炉

生态环境整体得到改善

华夏绿讯
HUAXIALVXUN

本报见习记者周海燕报道 记者
日前从海南省 海 洋 与 渔 业 厅 获 悉 ，
海南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实施生态保护监测等措
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
进展。

针对海南最具典型意义的珊瑚
礁生态保护问题，海南起草了《珊瑚
保护规定》（修订稿草案），参与制定

《海南省重点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监
测预警修复办法》、《海南省实行网格
化环境监管体系指导意见（试行）》等
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文件。

海南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以珊
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脆弱海洋生

态区域为保护重点，提出海洋开发禁
止性和限制性措施。并将相关成果
纳入省“多规合一”和沿海各市县总
体规划，至 2020 年，要求海南本岛自
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在 60%以上，海洋
生态红线面积占近岸清洁海域面积
控制在 95%左右。

同时，海南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
和规范化管理，开展三亚珊瑚礁和万
宁大洲岛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
为活动整改。

下一步，海南将进一步加强珊瑚
礁保护，开展受损海湾生态环境修复
工作，启动西沙东岛白鲣鸟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选划论证工作。

海南海洋生态保护见成效
2020 年，本岛自然岸线保有率将超 60%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青海省三江
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办公室获悉，三江
源生态保护二期工程实施两年来，国
家用于这一地区的生态治理投入已
超过 12亿元。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
办公室主任李晓南介绍，2005 年我
国启动为期 9 年的三江源生态保护
一期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76.5 亿元，
初步遏制了这一地区的生态退化趋
势。2014 年 1 月，治理面积更广、投
入更高、标准更严格的三江源保护二
期工程接续启动。

二期工程实施两年间，三江源已

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理、湿地
保护、天然林保育等生态领域投入资
金超过 12 亿元。监测数据显示，这
一地区各类生态系统目前正进一步
恢复。

“三江源生态地位重要，我们今
后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里的生
态环境。”李晓南说，预计到 2020 年
底，三江源保护二期工程 单 期 总 投
资 将 达 160 亿 元 。 届 时 这 一 地 区
的 森 林 覆 盖 率 将 由 目 前 的 4.8％ 提
高 到 5.5％ ，草 地 植 被 覆 盖 度平均
提高 25~30 个百分点，生态系统将得
到整体改善。

三江源保护二期工程已投入12亿元

各类生态系统进一步恢复

本报讯 湖北省宜昌市日前召开
清江高坝洲库区网箱养殖清理取缔
动员部署会，明确在明年 6 月底前，
全面取缔清江高坝洲库区的 3.4 万口
网箱，建立长效管控机制，杜绝库区
网箱养殖和投肥养殖等违法行为，保
护长江水生态环境。

清江是湖北省境内长江上中游
最大的支流，素有“八百里清江美如
画”盛誉，然而近年来，无序泛滥的网
箱养殖已严重影响清江水环境。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宜昌市清江流域共有
网箱 4.5万多口，其中高坝洲库区有 3
万余口，占清江流域网箱总数的2/3。

大规模的网箱养殖，导致高坝洲
库区水质不断恶化，水体污染日趋严
重，严重影响整个清江水生态环境。

宜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宋文
豹表示，今年 4 月初将对网箱养殖情

况及水面实物逐片、逐户进行调查登
记核查，对每只网箱刷写油漆编号并
拍照、摄像、留证，锁定网箱数量。从
4 月 6 日至 2017 年 5 月底，网箱设施
将由养殖户自行拆除或由工作专班
统一集中拆除，对在规定时间内拆除
网箱设施的养殖户，及时按照标准兑
现补助，对在规定时间内未拆除网箱
设施的养殖户，将依法依规强制拆
除。同时明确专人长期巡回检查，对
取缔不到位或出现反弹的，及时督促
整改。做好湖库网箱养殖监管工作，
严防高坝洲库区网箱转入其他湖库。

宜昌市将制定统一奖补标准，积
极拓展销售市场，帮助渔民加快成鱼
销售；将符合条件的养殖户纳入社会养
老保险、失地（水）农民保险和城乡低
保；加大渔民实用技术培训力度，积极
帮扶养殖户就业。 余桃晶 李鹏飞

宜昌取缔清江3.4万口网箱

保护长江水生态环境

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林业部门近日深入到富阳镇一村屯小
学，通过展览图片、发放宣传资料、签名等方式，向师生宣传保护野生保护动植
物有关知识。 陈献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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