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 05
2023.01.11 星期三

责编:薛丽萍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news@cenews.com.cn

清水入城，开放共享。十年来，靖江市
通过完善水利设施、沟通水系、依法治水等
措施创造出更优美的亲水环境，叫人看得
见清水、记得住乡愁。启动城镇污水处理，
提质增效精准攻坚“333”行动，专题督查城
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书记、市长带头走
上治水一线……在一次次的现场勘察、座
谈讨论中，靖江市水环境问题的病源与病
根被一一摸清，一场碧水保卫战悄然打响。
据统计，靖江市域内目前有近4000条河道。

十年来，靖江市坚持“以水利民，兴水
惠民”的民生导向，累计投资 18 亿元，相继
建成了新小桥港闸站、文东港闸、卫东港生
态湿地、上九圩港泵站及河道配套工程等
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水利工程；

“十三五”期间，疏浚整治二级河道 86 条
300 公里、三级河道 3182 条 2135 公里，拆建

涵洞 48 座，新建、改建节制闸两座，水利工
程“引排灌降”效益得到有效发挥，一城碧
水得以“流起来、清起来、活起来、美起来”。

2022 年 4 月，靖江市正式成立水环境
整治攻坚指挥部，出台《靖江市水环境整治
攻坚总体方案》，明确活水、截污、监测三大
重点攻坚任务，开展排口整治“回头看”，实
施排口溯源、动态清零，加快建立水质监测
网络，全力攻坚水环境整治。在多部门的
配合下，全市 39 条通江河道上建起自动监
测站，10 条国、省考断面河道开展排查监
测、溯源截污、综合整治。全长 7.77 公里的
九圩港综合整治工程，靖江市全面打开 2.5
公里封闭段，清淤底泥 15 万方，下埋管线
11.7公里，截污排口 39个。

过去十年，“河长制”一步步成长为河
湖管理的重要抓手，靖江市建立起一套完

善的市、镇、村三级河长体系。同时，吸纳
社会公众参与，组建 10 支青春护河队。据
统计，目前，全市共设市级总河长两名、市
级河长 12 名、镇级总河长 23 名、镇级河长
156 名、村级河长 1288 名。市河长办建立
健全河道联合巡查督查机制，及时整改处
置涉河环境问题 1000 余件。

下一步，靖江市将以持续改善水环境
质 量 为 核 心 ，深 入 打 好 水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全面推进全
域排口排查整治、水质监测网络体系等重
点工程，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社会化
治理试点，编制通江河道治理总体规划、区
域水环境承载能力评估及实施方案。同
时，以幸福河湖建设为抓手，统筹谋划河湖
系统治理与管理保护，努力打造“水清、岸
绿、河畅、景美”的河湖水环境。

一年的调查成果丰硕，这里生物多样性丰富

靖江：饱蘸“青绿”色 绘好生态图

用心书写水环境治理生态答卷

近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江苏省县（市、
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靖江市 CWQI（地表水
水质综合指数）以 3.6584 的成绩位列本次测评全省
第一名。2022 年以来，靖江市已连续 10 个月蝉联
县级地表水质测评第一名。

清爽的水环境是农业的命脉、工业的动力、城
市的血液。十年来，靖江市以“污水纳管、清水入
河、生态恢复、长治久清”为目标，全力攻坚水环境
整治，提升城区河道水质，实现活水绕城、碧水润城。

“城市水环境的整体改善，得益于靖江市全力
打好碧水保卫战的不懈努力。”靖江生态环境局局
长朱靖告诉记者，近年来，靖江市紧盯突出水环境
问题，综合施策，通过查病体、溯病源、治病根“三略
出击、一体作战”，明确工作目标和要求，系统推进
水环境综合整治。

“在沿江，全面开展健康长江靖江行动，深入推
进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工作，高标准实施
上青龙港、合兴港等 6 条入江河道整治；在城区，靖

江市河道污水排口实现动态清零，九圩港封闭段全
线打开；在集镇，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率达 100%，
实施西片区水系联通工程；在农村，行政村污水处
理设施实现全覆盖，入选省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试点
县。”朱靖介绍。

记者了解到，目前，靖江市已建成 26 个通江河
流自动监测站、6 个跨市界客水水质监测站，实时
监控水质变动状况。同时，加快建设重点河道监测
系统，形成覆盖全市的河道水质监测监控网，实现

“实时监测，跟踪溯源，精准治污”。“已排查出 172
家重点涉工业废水企业，推进企业达标排放。开展
城区河道水环境整治，提升河道水质，全市水环境
质量不断改善。”朱靖说。

朱靖表示，靖江市将继续全面落实“长江大保
护”理念，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力推进水环
境提升工作，确保国考断面水质、地标水环境稳定
提升，致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还水于民、清
水入江”目标，多举措打造“健康长江”靖江样板。

多措并举，保障“天空蓝”

“无人机发现一处秸秆焚烧火点，请属地部门
负责人速到现场进行扑灭。”近日，靖江市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办联合驻场大气团队开展秸秆禁
烧点位巡查工作，利用灵嗅走航、无人机航拍、大
气监测等新兴技术手段，让秸秆焚烧点“无所遁
形”。

自 2020 年起，靖江市探索“环保进网格”工作
模式，充分发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
制优势，重拳出击整治城市大气污染。

目前，靖江市共划分为 1112 个综合网格，依托
村（社区）合理划分基本网格单元，并根据实际实
行动态调整。网格员将通过“全要素网格通”终端
采集信息、报告情况、处置评价，做到“基础信息不
漏项、社情民意不滞后、问题隐患全掌控”，实现环
境问题闭环处置管理、固定污染源电子档案管理、
环保网格任务清单化管理。

“在同步实行的‘一企一码’管理模式之下，环
境执法人员可通过扫码实时跟踪企业污染源管理
状况，网格员在授权范围内，扫码了解企业基本信

息、污染源信息等，增强巡查走访的针对性，发现
环境问题、主动提醒整改，有效解决服务企业‘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朱靖告诉记者。

此外，依托大气监测网络，靖江市持续强化对
重点区域、重点点位、重点时段监管，建立高值数
据预警处置机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紧盯上级
交办问题，明确整改时限，杜绝“久拖不改”，对未
在规定时限完成整改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
依规追责问责。

朱靖介绍：“我们持续推进‘洁净城市’攻坚行
动，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建设，先后完成淘
汰改造燃煤锅炉 200 余台、VOCs 治理 250 余家，以
及沿江码头、船舶、火电及钢铁等企业深度治理和
友好减排，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

据介绍，靖江市自 2015 年起启用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标准，2021 年 PM2.5 年均浓度 33 微克/立方
米，相比 2015 年下降 23 微克/立方米，下降率 41%；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78.6%，相比 2015 年提
升 7.1个百分点。

全力绘就生态宜居新图景

生态宜居是衡量城市总体发展水平的一项重
要指标。靖江市深入实施生态宜居战略，对标省级
美丽宜居试点城市建设要求，全面推动试点项目落
地见效。坚持“大城建”，念好“双城诀”，一体化推
进新城老城建设更新；加快完善功能配套，着力补
齐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短板，彰显绿色生态特色，努
力打造外延内拓、吸引力强的滨江都市。

2021 年全年，靖江市成功创成江苏省美丽宜
居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东兴镇美丽宜居小城镇建
设、全龄友好型社区中心建设、小桥港中央魅力客
厅建设、九圩港开敞式城市河道滨水空间重塑工
程、十圩港亮化提升工程和集中布局、一体建设打
造城市循环经济产业园等多个项目被确定为重点
改造项目，生态宜居画卷正徐徐展开。

拔出“锈钉子”，绣上“绿丝带”。在推进长江大
保护过程中，靖江市以“绿”为笔，着力推进沿江区
域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整治、生态修复，持续整治沿

江码头、区域环境，累计实施项目 64 个，清退违法
企业 12 家，退渔还湿 400 亩，腾退生产岸线 7.1 公
里，涵养出近 4000 亩的沿江绿色空间。目前，靖江
市湿地保护率达 60%，位居江苏省前列。

“守护一江碧水，涵养最美岸线”成为了这座城
市的共同追求。如今，百里长江岸线已成为靖江市
宝贵的生态资源。2021 年 12 月，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
安排》，正式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靖江市被
划为核心区。据介绍，靖江市已先后打造滨江新城
和新桥镇两个省级特色修复示范区，沿江建立多处
生态公园。

“河水清了，绿化美了，马路干净了，路灯亮堂
了，城市更美了。”靖江大地发生的变化，群众的感
受最深、最真切。如今，漫步靖江，处处可见水清、
绿映、城秀的美景，越来越多的靖江人在持续向善
的生态环境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走进马洲岛，这里生物多样性家底丰厚

马洲岛地处靖江最东端，位于长江干流内，北与如皋市相
邻，距离靖江市陆地最近处（长江农场）2000 米；南与张家港
隔江相望，距离不到 3000 米。由于四面环水，远离陆地，无人
为干扰，被誉为长三角城市群仅有的一片未被工业化和城市
化污染的原生态绿洲。

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马洲岛生物多样性丰富，有 206 种
鸟类，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1 种，包括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4 种——东方白鹳、黑脸琵鹭、黄胸鹀和白
头鹤。

“马洲岛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
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为鸟类提供了大量
的栖息觅食场所，保障了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是靖江市内乃至整个长江下游境内十
分珍贵的湿地资源。”曹铭昌继续说道。

“快看，东方白鹳。”2022 年 2 月，生态
环境部南京环科所调查团队在靖江市马洲
岛的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观测研究站查
看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时，惊喜地发现了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物种——东方白鹳的身影，这
是靖江市首次观测记录到这一“鸟界国宝”。

“在监控视频中，可以清晰的看到 4 只
东方白鹳在湿地休憩、觅食，相互嬉戏，美
丽而优雅。”据了解，东方白鹳为鹳形目鹳
科的鸟类，属于大型涉禽，是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涉危物种红色名录认定的全球性易危
鸟种，在我国已被列入 2021 年 2 月公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被誉为“鸟界大熊猫”。

曹铭昌介绍：“东方白鹳常在沼泽、湿
地、塘边涉水觅食，主要以小鱼、蛙、昆虫等
为食。马洲岛湿地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食
物资源，同时具备东方白鹳生存所需的栖
息条件。因此，越冬时节，可以吸引东方白

鹳来此栖息。”
曹铭昌告诉记者，2022 年 5 月，继发现

东方白鹳之后，马洲岛生态湿地又迎来了
新的朋友——黄胸鹀。这也是首次在马洲
岛记录到全球“极危”物种——黄胸鹀。黄
胸鹀为迁徙过境的旅鸟。主要栖息于大面
积稻田、芦苇地或高草丛及湿润的荆棘丛
中，对栖息环境十分敏感，喜食植物种子。

“我们观测站又发现了一种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2022 年 10 月 28 日，曹铭昌通
过观测站在马洲岛湿地首次观测发现全球
濒危珍稀鸟类——白头鹤。至此，靖江市
观测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已达
到 4种。

据介绍，白头鹤别名锅鹤、玄鹤、修女
鹤，是大型涉禽，为国家一类重点保护鸟
类，《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脊椎动物
卷》将 其 评 为 濒 危 物 种 ，全 球 目 前 仅 存
6000 只—1.5 万只。白头鹤对环境要求极
为苛刻，是生态环境的指示性物种，此次发
现，充分证明马洲岛生态湿地具有适宜白
头鹤生存的环境。

顾爱东介绍：“新记录种类的发现和各
类珍稀濒危物种的回归，表明靖江市各类

生物栖息地不断增加，长江自然生态保护
成效初步显现。”

下一步，靖江生态环境局将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程，大力推进马洲岛长江生物多样性
保护科学观测站建设，对长江下游生物多
样性、湿地生态环境、珍稀濒危物种进行长
期观测研究，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
红线监管以及湿地生态恢复与重建，区域
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数据和关键支撑。

多种鸟界“国宝”首次打卡靖江

“为更好地保护马洲岛生物多样性资
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1 年，靖江
市与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共建
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观测研究站。”靖
江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顾爱东介绍，这也是
长江下游地区建设的第二个生物多样性观
测站。

“马洲岛拥有原生湿地生态系统、水鸟
集中分布点和生态农业基地，大片原生状
态的滩涂湿地，吸引了江豚戏水、珍稀水鸟
驻足，生物多样性资源十分丰富，是开展生
物多样性观测的绝佳地点。”江苏省靖江市
马洲岛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观测研究
站负责人、生态环境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
曹铭昌告诉记者。

据统计，整个靖江市内共调查发现鸟
类 190 种，而马洲岛一年多的监测结果显
示，鸟类物种数已达 184 种，其中，包括东
方白鹳、黄胸鹀、白腰杓鹬、大滨鹬、半蹼
鹬、翻石鹬、震旦鸦雀、鹗、普通鵟、白琵鹭

等 30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
顾爱东介绍：“马洲岛总鸟类物种数和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物种数占靖江市总鸟类
物种数和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物种数的比例
均高达 96%，这表明马洲岛是靖江市内生
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靖江市用心用情
守护包括马洲岛在内的百鸟迁飞驿站，通
过优化生态保护规划，全力推进长江湿地
生态修复，加强调查观测研究，不断强化生
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

“鸻鹬类是鸻形目的三大类群之一，包
括 13 个科，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湿地和
水域，又称滨鸟，主要以生活在湿地的动物
性食物为食。很多鸻鹬类具有迁徙的习
性，一些种类在迁徙过程中可以连续飞行
达万千米，是目前已知的连续飞行距离最
远的鸟类。”曹铭昌说道，我国当前共有鸻
鹬类 9 科 81 种，马洲岛调查观测到鸻鹬类 5
科34种，约占中国鸻鹬类总物种数的42%。

靖江：打造幸福河湖

冬日的靖江，依然生机盎然：音乐花海广场、十圩港景观
带景色宜人，东线第一帆纪念公园、戏鱼墩公园内鸟语花
香 ……近年来，坐拥长江岸线 52.4 公里的靖江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持续开展长江生态

修复，同步推进沿江产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
山灵秀、九港水美、百里岸绿”生态格局，全力打造生态美、生
产绿、生活富的高质量幸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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