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风温润，绿道成荫。在南京市浦
口区，昔日厂棚林立的 9.8 公里“十里造
船带”拆除企业 30 家，复绿面积约 90 万
平方米，全面打造“春江十里”景观；在
镇江市京口区京江路的长江豚类自然
保护区，江豚数量呈逐年上升之势，甚
至出现江豚戏水的场面。加强污染治
理、加快生态修复，让长江再现“一江清
水、两岸葱绿”，已成江苏省各地共识共
行。

长江镇江段一直是江豚活动比较
频繁的水域之一，这里也是唯一一个没
有被开辟为长江主航道的长江干流保
护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自
然保护区内，农业种植和渔业养殖面积
一度达到 7200 亩，保护区内建起了“大
江风云影视实景园”影视基地。

镇江市痛定思痛，对这一问题彻底
整改。一方面，镇江市全面停止保护区
内的农业生产和水产养殖活动，拆除占
地面积 450 亩的“大江风云”项目；另一
方面，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通过覆土绿
化、自然恢复等措施，为江豚生长提供
更优质的自然环境。目前，保护区内的
江豚数量已增加到 22只左右。

化工产业结构调整不是简单的“加
减乘除”，其治理难度之大，从张家港东
沙化工园整体关停可见一斑。作为江
苏省第一个整建制关闭的化工园，张家
港东沙化工园涉及化工企业 37 家，一直
面临企业外迁、关停谈判、关停融资三
大难题。经过近 5 年努力，东沙化工园
实现整体关停。在此基础上，重点发展
了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

2016 年以来，江苏省明确凡是违背
长江大保护要求、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规划和选址要求、项目落地导致区域
环境质量恶化的，环评一律不予审批。

某大型企业拟在盐城市建设年产 400 万
吨氧化铝项目，总投资约 150 亿元，投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100 亿元、税收 6
亿元~8 亿元。尽管经济效益明显，但是
由于这个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经
论证严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且由于赤
泥产生量大、存在较大环境风险隐患，
经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最终这个项目
被否决。数据显示，5 年来，江苏省累计
否决 30 多个投资体量巨大但不符合长
江大保护要求的项目。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从“有没有”转
向“好不好”。这种华丽又艰难的转变，
事实上正是产业的“含金量”在转型中
得到提升的过程。2020 年 1 月，总投资
约 1000 亿元的中天绿色精品钢项目签
约落户南通市，江苏省生态环境部门对
照钢铁行业环评审批原则，从产业政
策、产能置换、项目选址、规划相符性、
生态红线管控、资源利用率、污染治理
水平等方面，全方位梳理把握项目落
户、建设的可行性。对项目前后 6 个版
本的数百项指标进行逐一分析研判，指
出限制性指标和提升点，推动中天项目
在 设 计 过 程 中 不 断 提 升 清 洁 生 产 水
平。预计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实现
营业收入超千亿元，带动约 8 万人就业，
为保护长江、服务两大国家战略发挥标
杆作用，更为南通市建设长江经济带战
略支点、打造新增长极提供有力支撑，
为助力全省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
劲动力。

“长江大保护”已在江苏省落子，江
苏省正在精心描绘一幅“一江清水、两
岸葱绿”的长江大保护蓝图，提升江苏
省高质量发展的“含绿量”“含新量”“含
金量”，让“美丽江苏”以最佳姿态迎八
方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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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江苏省境内蜿蜒 432.5 公里，
串联起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
锡、苏州、南通等 8 个设区市，岸线总长
1169 公里。江苏省是全国拥有长江岸
线最长的省份，长江涵养着江苏 1/6 的
沿江生态，江苏也是长江的入海门户。

江苏省因江而兴、因江而盛，长江大
保护，江苏省责任重大。“一江清水，两岸
葱绿”是老百姓的期盼，也是长江大保护
的时代要求，江苏省委、省政府以更高的

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苏省时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意识，争当长
江大保护的排头兵和先行军。

沿岸的工厂码头已化身为柳堤苇
岸，比大熊猫还稀少的江豚成了“新晋网
红”，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长江两岸
的人们践行长江大保护要求，“共抓大保
护 、不 搞 大 开 发 ”，用 绿 色 发 展 重 塑 了

“江”与“人”的关系，在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行动自觉中书写了新时
代长江保护新篇章。

保护优先 系统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勾画出了推动长
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宏伟蓝
图。

从长远计、为子孙谋，留一江清水、
绘两岸美景。这是江苏省“长江大保护”
的要求之一，也是江苏省面对长江大保
护迎难而上、开拓创新的前行轨迹。

6 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多次沿江展开调研，多次召开现场推进
会，对共抓大保护作出系统工作安排。
今年 3 月 1 日，江苏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江苏省委书记、
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第一组
长吴政隆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持之
以恒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
推动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生态优先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坚决扛起“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奋力谱写

“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目标任务中，

“生态更优美”是首要的定位，“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
础。于江苏省的发展而言，亦是如此。
在落实长江大保护中，需以“绿色”筑底，
污染环境的项目，坚决不搞，工艺落后的
产能，坚决不要。

江苏省全面聚焦长江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将“重化围江”纳入问题清单，制定

“17＋1”问题整改方案，严格落实整改责
任制和销号制，共清理整治 596 个长江
干流岸线利用项目和 117 个非法码头，
腾退岸线 60.3 公里，依法关闭低端落后

化工生产企业 4600 多家，沿江化工园区
由 37个压减至 19个。

近年来，长江江苏段生态环境质量
加快改善，干流水质稳定在优类，太湖治
理连续 14 年实现“两个确保”。2021 年，
长江干流江苏段水质总体达到Ⅱ类；115
个长江支流断面中，有 113 个达到或优
于Ⅲ类，占 98.3%。长江江苏段生态环
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做好长江江苏段生态建设工作，使
生态空间得到有效保护，水生态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
能显著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持续
加大，区域生态安全保障水平整体提升，
是江苏省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
重要举措。

2020 年 ，江 苏 省 在 长 江 沿 岸 的 南
京、常州、苏州、南通、泰州 5 市建设了 7
个生态安全缓冲区示范项目。2021 年，
沿江 8 市又将这一数字扩充到 38 个，恢
复扩大湿地面积，提高了长江生态涵养
功能，有效降低了长江污染负荷，对筑牢
长江生态保护屏障起到重要作用。通过
实施长江江苏段沿岸生态环境治理恢
复、工业企业腾退土地复绿等措施，水生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区域生态系统结构
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以重
要生态空间管控区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网络加快完善。

目前，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物种数达
到 4124 种，东方白鹳等国家重点保护物
种在江苏省 的 分 布 区 进 一 步 扩 大 ，多
地记录到金雕、苍鹰、豹猫等顶级掠食
者 ，以 及 水 蕨 、马 口 鱼 种 群 、虎 纹 蛙 等
物 种 的 出 现 ，指 示 着 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正 得 到 有 效 恢 复 ，食 物 链逐渐趋向于
完整与稳定。

惊人变迁 生态修复与美丽家园建设同频共振

让“生产岸线”变成“生态岸线”，真
正奏响“生态”乐章，厚植江苏省的“含绿
量”，成就江苏省江风习习、江鸥翩翩、鲜
花常开、绿树常在的“最美容颜”。

开窗远眺，狼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
如画，西面的长江奔腾向前，深吸一口
气，整个人神清气爽。这样的惬意日子，
是南通市临江小区居民们以前想都不敢
想的。

南通市地处长江入海口，拥有干流
岸线 166 公里。其中，市区南部五山（狼
山、军山、剑山、黄泥山、马鞍山）临江而
立，沿江岸线约 14 公里。虽然有山有
水，但几年前，沿江岸线还分布着大量货
运码头和不少“散乱污”企业，扬尘、污
水、噪声等污染严重，沿江“黄金岸线”成
为不折不扣的“生态伤疤”，附近居民苦
不堪言。

问题导向 破除瓶颈推动高质量发展

产业退、港口移、城市进、生态保，依
托长江生态优势，南通市通过优化沿江
产业布局，促进生态产品有效开发，实现
土地资源增值溢价，生态环境质量和居
民生活幸福感同步提高，生态产品价值
和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增长。

作为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南通市
将五山及周边长江岸线腹地整体打造为
集森林公园、时尚休闲、滨江旅游于一体
动静相宜的高品质公共活动空间，建成
城市“客厅”。

南通市通过持续推进长江大保护、
黑臭水体整治、透景增绿、污染防治攻坚
等 工 作 ，把“ 美 ”的 元 素 融 入 每 一 寸 土
地，让百姓畅享碧水蓝天。

清风拂过，绿树成荫，市民们正在扬
州市三湾生态文化公园湖享受着美好惬
意的下午时光。难以想像，几年前这里
还是荒凉杂乱的厂房和棚户区。近年
来，扬州市投资 31 亿元，搬迁 691 户居

民、89 家企业，把这里建成了三湾湿地
生态中心和三湾城市公园，昔日的扬州

“脏乱湾”已成为城市“新绿肺”。
如今，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内，杉树林

青翠欲滴，芦苇在风中摇曳，飞鸟不时展
翅掠过，造型别致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矗立其中，生态与文化融合，更与这座古
城的气质相得益彰。扬州市三湾片区惊
人的历史变迁令人眼前一亮。

一方好山水，满眼皆覆绿。从运河
到长江，从公园到湿地，扬州市以南水北
调清水通道为主轴，以淮河流域湖泊、河
道、湿地为依托创造性规划建设江淮生
态大走廊，推动实施清水活水、良好湖泊
保护等八大工程建设，打造万里长江的
最美岸线，形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图景。

这些“含新量”已经成为江苏省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文章的重中之重，这些
变化变必将助推江苏省变成让人们更加
羡慕的“美丽江苏”。

整治后的南京滨江幕府山段整治后的南京滨江幕府山段 武家敏武家敏 摄摄

长江绿舟—铁黄沙 刘文忠 摄

江 苏“ 十 年 禁 渔 ”全 面 启
动 ，水 陆 空 首 次 联 合 执 法 巡
航。 赵亚玲 摄

运河三湾新景观
张卓君 摄

正在进行生态修复的
滨江花海 许丛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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