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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沙鸥翔集，锦鳞游

泳；岸芷汀兰，郁郁青
青。”千古名篇《岳阳楼
记》这样描绘长江与洞
庭湖交汇一带的美丽景
象。

长江流经湖南的河
段长 163 公里，全部在
岳阳市境内，与洞庭湖
相连相通，是湖南省极
其重要的生态屏障。近
年来，为守护一江碧水，
湖南对长江岸线进行整
治和复绿，关停污染源，
修复沿江生态，探索经
济动能转型，加快绿色
发展，再现了郁郁青青
的美景。

治理复绿江南岸

长江湖南岳阳段的
华龙湿地，江碧草青，生
机勃勃。很难想象，这里
以前叫华龙码头，是一
处占用 660 米长江黄金
岸线的砂石码头，常年
砂石乱堆、污水横流，对
周边生态造成严重破
坏。

与华龙湿地相隔不
远，在洞庭湖与长江交
汇的三江口区域，过去
异常繁忙的天欣码头，
如今一片宁静。过去，每
天有超过 300 辆次运载
砂石、混凝土的车辆，从
这里驶出，扬尘、噪音让
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长江岸线湖南段及
洞庭湖区以前有非法砂
石码头 39 个、沙场 84
处，沙堆如山、垃圾遍
地，岸线生态安全受到
严重危害。沿长江岸线
还有 24 家企业 82 个生
产性泊位，占用岸线 13 . 19 公里，存在利用率不高、
产能低下等诸多顽疾，破坏了岸线生态环境。

为保护一江碧水，湖南去年在两个月时间内集
中攻坚，拆除沿江小散码头泊位 42 个，关停渡口 13
道，退还长江岸线 7 . 24 公里。近两年来，非法砂石
码头被全部拆除，码头和沙场全部完成复绿。
治理新风又绿江南岸。如今，华龙码头成为了历

史，取而代之的是华龙湿地。湿地旁有一个生态环境
监测点，巡护员邹毅介绍说，越来越多候鸟成为这里
的常客，去年整个洞庭湖越冬水鸟超过 24 万只，创
近 10 年之最。

治污绘就新画卷

夜幕下，岳阳临湘市黄盖镇长江岸旁，三三两两
的村民哼着歌曲，正在散步或跳舞。黄盖镇党委书记
郑娟介绍说，镇里约 4 . 5 公里长江岸线，以前小码头
林立，垃圾满地……自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以来，黄盖镇关闭码头 2 个，清理所有白色垃圾，
关闭并拆除养猪场 1 个，“原来走在堤岸上，能闻到
养殖场的臭味，没人愿意来散步，现在大不一样了。”

“关闭污染源后，我们又着手对岸线进行绿化，
要造防浪林、护堤林，对洲滩复绿，把长江岸线打造
成生态长廊。”郑娟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湖南省正沿着长江大堤实施造林
绿化工程，在长江大堤外滩的裸露滩头、大堤内垸的
宜林地植树种草，对沿长江可视范围内的宜林地、矿
区和裸露山体进行复绿，促使岸线生态功能尽快恢
复。

沿江而行，华容县东山镇境内的长江大堤上道
路干净，堤内 5000株桂花、女贞苗等树木正茁壮成
长，集中建设的新房整齐美丽，一些游客正在村里拍
照留念。

今年以来，东山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拆除
危旧“空心房”，引导集中规范建房，以村民生活污水
为治理重点，要求所有新建房屋统一安装“三格式”
化粪池。说起长江岸线整治工作，东山镇党委书记姚
书茂如数家珍，“我们不仅要解决岸边的污染问题，
还要实现广大农村的美观舒适，全力打造更广意义
上的最美长江岸线。”

据悉，自去年来，岳阳将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
同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精准扶贫等工作融合，实
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丰收，并入选
全国“改革开放 40 年地方改革创新 40 案例”。

转型催生新动能

停产 234 家造纸企业，完成 35 家造纸企业制浆
产能退出，关闭淘汰 47 家苎麻纺织企业，对沿江工
业园化工企业入驻“一脚踩死”；

将城区己内酰胺整体搬迁至云溪绿色化工产业
园，搬迁扩能总投资 208 亿元，通过下游产业链条延
伸，可拉动产值 1000 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巴陵石
化。企业从城区搬进园区后，能更好解决安全隐患、
环境污染等问题，目前该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世界 500 强新金宝 1300 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
落户城陵矶综保区，该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可实现
综合总产值 300 亿元以上，3 年内有望形成千亿级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
“治，长远在于让产业结构转优。”岳阳市委书记

刘和生介绍说，在“立规矩”的前提下推动绿色发展，
过去一年多来，在整治关停落后产能的同时，一批打
基础、管当前、利长远的项目集中入驻岳阳。除了新
金宝 1300 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己内酰胺搬迁项
目，还有总投资在 100 亿元以上的广汽汽车产业园
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的和润粮油项目、总投资 20 亿
元的中石化催化剂二期项目等等。

2018 年，岳阳 GDP 增长 8 . 3%，同比提高 1 . 3
个百分点，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稳健。今
年，岳阳又启动实施新开工项目“2+10”工程，致力
以一批规模型、环保型、科技型高质量产业项目，实
现动能转换，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

（本报记者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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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24 日电(记者谢锐佳、
邹大鹏、王建)“照相啦！”中俄界江乌苏里江缓
缓北上，对岸就是俄罗斯村庄，江畔抚远东极广
场一个古香古色的小亭旁，52 岁的吕梁山戴着
硕大的碎花布斗笠，站在小摊前大声招呼他的
“光影生意”。

“在这里干了快十年了！”吕梁山将两个食
指交叉比划着，跟记者聊起他的“快照业务”和
背后的时代变迁。岁月流逝，在老吕的取景器
里，世界日新月异，照片上的“幸福时光”不断迭
代。

“当年这里还没通火车呢！”20 多年前，吕
梁山来抚远谋生时，城区街道的数量用一个巴
掌就能数过来，东极广场连设计图都还没有。

抚远，位于黑龙江省东北角，有“中国东
极”之称，是林草丰茂、黑土肥沃的北国鱼米之
乡，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合抱处的黑瞎子岛
更是以原生态和“一岛两国”独特风貌闻名中
外……

“那时啥摄影技巧也不会。”老吕最初并不
专业，“下血本”花 1700 元买了个胶片单反相
机，“相当于当地两个月工资啊，胶卷也没少糟
蹋，最终才把手艺练出来。”

创业的早些年，吕梁山在抚远江畔公园帮
游客拍照，那时手机还没普及，彩屏还未出现，
更别提带拍照功能，因此他的生意很“红火”。

“一张照片 10 元钱，都是附近的游客，省外
游客没几个。”老吕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拍立得
虽然画质不是很好，但因为能现场出照片，还是
很抢手。不过，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两天后邮寄胶
卷底片和照片，“主要还是兜里没啥钱，那时旅
游也多是‘穷游’。”吕梁山笑着说。

那些年，老吕最多时一天能净赚上百元，而

当地农民农忙时帮人插秧一天的收入只有 50
元。

“过去哪敢想啊，一个手机就把事全干了，
这就是时代变化！”近些年，游人携带数码相机
的多了，手机拍照更是“遍地开花”，吕梁山的生
意一度受到“冲击”。但他没灰心，把小摊搬来东
极广场后，又添置了数码单反相机、笔记本电脑
和打印机。

“你得看好光线、角度、距离，还有……”老
吕指着一张游客留念照说，这套拍照和现场打
印设备，花了他 3 万多元，仅用了一个旺季就收
回了投资，“电子时代，大家突然开始怀旧了，希
望有个相纸版的照片留念。”

电脑旁还摆放着大小不一的望远镜，可以
远望对岸俄罗斯的小村庄，也可远望黑瞎子岛
的风光，吕梁山以不同的价格租给游客。

“很便宜，可劲儿看，不限时、不限人，就是
为了让大家多看看界江的好风光！”他说，自己
拍过的游客数以万计，这几年来抚远的游客明
显增多，感觉国内游客越来越“不差钱儿”，国外
游客也越来越多，不仅有来自俄罗斯的，还有新
加坡、日本、美国等。

吕梁山的相机见证了游客“幸福时光”的迭
代升级，也见证了抚远一江两岸的日益繁荣。

登上紧邻城区的伊力嘎山远望，一排排高
层住宅拔地而起，各类宾馆和商贸城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几十年前还是以平房为主的城区今
天已是高楼林立，路网四通八达。

如今，抚远市的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飞
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和莽吉塔港，让抚远这
个小城形成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网。景点越来越
丰富，东极宝塔、湿地公园、乌苏大桥和东极广
场等一批新景观，成为游客的“打卡”必到之处。
走在抚远的大街上，随处可见俄文牌匾，许多外
国游客结伴游逛购物，各种外语和国内各地方
言在饭馆中交织在一起。

“去年，抚远市正式通过评估退出国家扶贫
工作重点县序列，摘掉了‘穷帽子’。”抚远市委书
记周宏介绍说，2018 年抚远市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25635 元，同比增长 7 . 8%。

“谁能想到，这里 70 多年前曾是祖辈‘闯关
东’都不愿来的苦寒之地呢！”老吕感慨道，只要
有梦想，只要能吃苦拼搏，总会收获幸福和回
报。去年，腰包鼓起来的他也成了“驴友”，带着
老伴开着自己拍照赚钱买的小轿车，自驾游到
南方“见世面”，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只要我还能摁动快门，就会一直干下去！”
吕梁山说，好时代值得自己守望并记录下每个
人的“幸福时光”。

中俄界江畔：老吕的 10 年“光影生意”

▲吕梁山在自己的照相摊位里招揽生意。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我不光是母亲，更是医生
7 个月身孕的她在余震中为人接生

▲ 6 月 23 日，王玉杰在四川珙县一处地震安置点内执勤。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 6 月 24 日，游珊在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中医院靠着墙休息。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第一时间返岗，这是规矩
民警老王抗震救灾记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记者高敬)记
者 24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 24
日启动河北唐山、天津(滨海新区)、辽宁大
连、山东烟台等 4 城市入海排污口现场排查
工作。

根据安排，现场工作为期一周，采取拉网
式排查方式，对沿海所有入海排污口进行排
查，实现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的目标。据统计，
4 地海岸线长度约 1700 公里，其中涉及沿海
城镇、港口、码头、工业、渔业和自然岸线等多

种情况。生态环境部计划安排唐山 60 个现场
组，天津(滨海新区)40 组，大连 100 组，烟台
60 组，合计 260 组，共 780 人参加现场排查工
作。

排查主要目标是全面查清渤海入海排污
口。具体排查对象既包括通过管道、涵洞、沟渠
等直接排放污染物的涉水排口，也包括通过河
流、溪流等间接向渤海排放污染物的涉水排
口。

此次排查采用“三级排查”模式，即卫星遥

感与无人机航测、人员现场核查、排污疑难点
查缺补漏方式，全面查清所有向渤海排污的
“口子”。

目前，4 城市已完成无人机航测及图像解
译工作，并将航测发现的排污口信息逐一甄别
落入手机 APP 系统中。排查人员将在手机 APP
系统的指引下，紧紧盯住“三下”，即指桥下、水
下、林下等无人机航测盲区，可能存在隐蔽排口
的区域；紧盯“五处”，即海边、入海河流边、港口
码头、工业集聚区、人口集聚区等排污口集中分

布的重点区域。
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生态环境部还将

完成环渤海(三省一市)其他 9 个城市的现场
排查，全面掌握渤海入海排污口情况，为下一
步开展监测、溯源及治理奠定基础。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半封闭型内海，自然生
态独特、地缘优势显著、战略地位突出。近年来，
渤海水质有所改善，但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仍
居高不下，重点海湾环境质量未见根本好转，生
态环境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生态环境部启动环渤海四市入海排污口现场排查

面前的游珊，有着清秀的面庞，瘦小的身
躯，看上去并不像一个怀孕 7 个月的孕妈妈，
只是在其宽大的白大褂下，隐约可见腹部的
隆起。28 岁的她是珙县中医院妇产科的一名
医生。两天前的深夜，她冒着余震为一名产妇
接生下一名健康的男婴。

6 月 22 日，距宜宾长宁 6 . 0 级地震过
去了 5 天，晚上 10 点，高县救护队从珙泉
镇送来一名羊水已经破了的产妇。游珊立
刻为她监测胎心，然而，还没来得及把产妇
送进产房，一阵猛烈的摇晃让病床不停颠
簸，大楼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年轻的产妇吓
得大声哭叫起来。

产妇生产在即，此时已不能下床移动。游
珊连忙安慰：“你放心，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绝
对不会丢下你！”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游珊说，当时自己能
明显感到肚子里的宝宝在动，“地震以来，宝
宝就动得很频繁，好像也在害怕。”

一边轻抚着肚子，游珊一边继续着手
中的工作，她不停地鼓励着产妇：“别怕，不
会有事的 ，你要加油啊。”或许是“同孕相
怜”的缘故 ，产妇看着身边怀孕的年轻大
夫，渐渐停止了哭叫，把注意力转移到生产
中。

23 日凌晨 1 时 20 分，一声清脆的哭声
在产房中响起，产妇通过自然分娩，顺利产下

一名男婴，母子平安。此时的游珊感觉肚里的宝
宝动得更厉害了，仿佛在“抗议”。

当天是游珊继长宁 6 . 0 级地震后值的第
二个夜班。“本来医生在怀孕 28 周后，就可以申
请不上夜班了。”珙县中医院妇产科主任袁毅
说，地震发生后，游珊却主动申请再上两周夜
班。

游珊说，自己还有一个快 3 岁的女儿，连日
来，余震不断，而且常在夜里发生，“女儿被吓哭
就会找妈妈。”说到这里，她眼睛有些湿润。“虽
然面对地震我们也会害怕，但是想得更多的还
是病人、产妇和她们的孩子。”

6 月 17 日以来，珙县中医院妇产科已经迎
来了 16 个新生命，开展了 7 台妇科手术。“虽然
面对不停的余震，工作难度比以往更大，同时还
要安抚产妇和病人的情绪，但是没有一个人想
过退缩。”

23 日上午，因为过度的劳累，游珊出现了
下腹疼痛的早产症状，刚回家休息了半天，24
日她又出现在医院里。“明天还有一台大手术等
着自己。”游珊说。

就在说话间，余震又来了。
“我们所有的女医护人员都是一样的，只要

穿上了白大褂，我们就不光是母亲、女儿和妻
子，更负有救死扶伤的责任。”游珊淡定地整理
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东西，向病房走去。

(记者吴光于)新华社成都 6 月 24 日电

长宁“6·17”地震第六天，平时说话“基本靠
吼”的老王，已经几乎“吼”不出声。

今年 55 岁的王玉杰从警已经 34 年，作为
珙县巡场镇派出所的社区民警，他和老百姓打
了一辈子交道。街坊邻里遇到难解的疙瘩，只要
老王一“开腔”，保证管用。

可是就在 2017 年，这位老民警却被查出了
喉癌，去年做了声带切除手术，前后接受了 28
次放疗。平日里声如洪钟的老王，现在身体大不
如前，说话得使出很大的力气，声音却微弱沙
哑。

6 月 17 日晚上快 11 点时，忙碌了一天的
老王正准备洗漱睡觉，突然感到一阵猛烈摇晃，
“震感比‘5·12’那次还强”，家里的东西洒落了一
地，顾不上收拾，他带着爱人冲出了家门。楼下
站满了惊魂未定的人，路上也一度出现了交通
拥堵，老王把爱人托付给弟弟一家，自己直奔派
出所。

“发生重大事件，第一时间返岗，这是规
矩。”他说。

当晚，老王被分配到白皎社区执勤。这里过
去是一个煤矿，有很多年代久远的老房子，老王
曾经在当地派出所工作多年。下车后第一件事就
是了解人员伤亡情况。顺着居民居住区走了两公
里，沿路询问，得知没有伤亡，老王松了口气。

接下来，他一边安抚着大伙的情绪，一边协
助他们选择临时安置点，一夜未眠。次日一早，

老王继续到一个搬迁小区走访。当天珙县下起
了大雨，老王不停叮嘱大家防火防盗，协助安置
点分发物资。

“老百姓说，看到我们穿制服的人，心里就
踏实了。还有人不停劝我，嗓子都这样了，少说
几句话，心里特别感动。”他说。

6 月 22 日，距长宁地震已经过去了 5 天，连
日来睡眠总共不足 20 个小时的老王第一次回
家。厨房里的调料洒了一地，屋里一片狼藉，正在
收拾的当口，又地动山摇起来，澡没有洗成，家也
没有收拾完，老王又匆匆返回了派出所。

去年喉癌手术后，医生反复叮嘱老王，一是
不能熬夜，二是因为放疗不能晒太阳，三要尽力
少说话。可是这些日子，他将这些叮嘱忘得一干
二净。“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睡一觉。但我是
警察，穿了这身衣服，就要对得起这两个字啊。”

老王并不孤独，灾难面前，“将危险留给自
己，将安全留给大家”是公安民警共同的坚持。

连日来，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时刻都能看见一批
身着警服、带着党徽冲锋在前的人。他们迎着余
震、冒着风雨始终坚守在点位值守、街面巡逻、
交通疏导、办证服务的平凡岗位上，确保着灾区
社会秩序稳定。

24 日的珙县，又下起了雨。“今天我要执勤
到夜里 12 点。”老王整了整衣服，又向着安置点
出发了。

(记者吴光于)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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