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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秦华江、陈圣炜）江
苏镇江依山傍江，盛产香醋。近年来，这里致
力将“黄金岸线”还绿于民，控污入江、源头
减排，同步打造美丽乡村与海绵城市，努力让
生态绿色“美得让人吃醋”。

“每一寸岸线整改都要原生

态复绿”

初冬季节，白鹭翩飞，镇江长江豚类自然
保护区内一派原生态景象。有“水中大熊猫”
之称的江豚，是长江生态濒危指示性物种，近
年在长江镇江段活动频繁。

几年前，这里曾出现人与江豚争空间，
2018 年被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督察通
报。保护区内，一度开发建起的“大江风云”
影视实景园项目，非法农业种植和渔业养殖占
地 7000 多亩，给长江岸线生态造成伤害。

“2018 年 10 月，保护区内所有项目全部拆
除清理。经过人工覆土，生态自然修复，植被覆
盖率显著增加。”镇江市副市长陈可可说。

宽阔的广场上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广场两
旁绿植林立，只有厂房改造的排球活动室，让
人依稀感受到，这儿曾是机器轰鸣的船厂。

“这里是四面环江的长江冲积洲世业镇，

我们关停了 4 家沿江船厂，两处建起了公园，
两处复绿，都成了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世业镇文广中心主任徐勇富说。

镇江规定长江干支流一公里内严禁新建、
扩建化工项目，全市化工企业总数从 2006 年
的 500 多家下降到目前的 103 家。共计腾退岸
线超 13 千米，复绿面积超 27 万平方米。

“绝不让一滴污水直排入江”

阳光洒满两层的小楼，院内蔬菜绿，院前河
水清，鸡鸭同圈唤起乡愁。在世业镇永茂圩洪家
勇大爷家，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田园风光令人
羡慕。

2014 年底，洪大爷家的旱厕改成了水
厕，所有粪便经过水厕无害化处理，沉积的有
机肥施还菜园，污水入管网进处理厂达标排
放，形成生态闭环。

城市治污，更考验地方智慧。镇江孟家
湾，附近居民曾因水体污染发臭备受煎熬。
如今，经过多级生物滤池净化，孟家湾水污
染得到解决，周边水质达 IV 类，还为玉带
河提供了源头活水。昔日黑臭沟塘蜕变为湿
地公园，带动周边美术馆、酒店及商业区人
气爆棚。

自 2015 年成为我国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以来，镇江的水资源利用及污染治理水
平不断上台阶。“活水贯通城市，实现了小
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无黑臭，热岛
有缓解。”镇江市给排水管理处工程科科长
绪涛说。

“不管农村还是城市，我们的目标是，绝
不让一滴污水直排入江。”镇江市市长张叶
飞说。

瞄准“近零排放”探路低碳绿

色发展

保护长江，治污是末端，源头减排才是
根本。

走进临江的索普化工基地，全封闭生产的
厂房，遍植的花草果木，如同一个大公园，和
人们印象中的化工厂形成强烈反差。

“ 50% 中水回用，二氧化碳也回收为工
业和食用两种，他人眼中的废水废气在我们这
是资源。”江苏索普集团安全总监陈钢说，
“近零排放”之路未来可期。

“近零排放”已成镇江工业发展的新目
标。“新材料产业园围绕价值链高端，引进一
批延链、补链、强链的优质项目。”镇江新区

新材料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朱科说，上
游企业“副产品”成下游企业原料，吃干榨
净使废料越来越少，效益越来越高。

镇江扬中是长江第二大岛，素有“江中
明珠”之称。如今，这里又多了一个美
名——太阳岛。走在扬中的大街小巷，不少
企业和民居的屋顶光伏发电板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公园里的可移动光伏板成了“追光
者”，追随太阳移动自动对焦。

“预计未来两年内，扬中清洁能源装机
容量上升 1 4 . 9 % ，碳排放指标下降
47 . 7% 。”国网镇江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张子阳说，到 2020 年，扬中的目标是主岛
实现无煤化，居民用电 100% 绿色化。

在 10 月举行的第四届国际低碳（镇
江）大会上，连续四年发布的“镇江指
数”正走向世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说，“低
碳发展‘镇江指数’基于我国低碳试点的
实践经验形成，为中国低碳发展构建了
‘国际语言’。”

“全市同心涵养生态自觉，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矢志交出高水平保护、
高质量发展的过硬答卷。”镇江市委书记惠建
林说。

镇江保护长江，生态绿色“美得让人吃醋”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5

日电（记者赵久龙）南水
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近
日迎来全面通水 5周年。
作为东线工程源头，江苏
累计向省外调水逾 40 亿
立方米，润苏鲁、济华
北，有效缓解山东等地尤
其是胶东半岛水资源短缺
问题。

“一滴水”千里逆流
背后，是数十万人舍小家
顾大家的接续奋斗，是
“供水线”成“发展线”
的多方受益。

江水千里逆流

润苏鲁济华北

南水向北流，水往
“高”处走。一滴水，从
扬州江都三江营长江干
流，一路北上，出陶岔、
过垭口、飞渡槽、钻暗
涵，经过 1 3 个梯级泵
站，连接起调蓄作用的洪
泽湖、骆马湖、南四湖，
逐级提水上引，来到山东
泰安东平湖。

江都水利枢纽，南水
北调东线工程源头。枢纽
展览馆内，抽水站模型演
示整个抽水过程：巨大的
螺旋桨在泵机牵引下缓缓
旋转，沿输水管道，不断
抽取江水。每年约 150 亿
立方米江水从这里输出，
扬州段沿线 30 处文物均
得到保护。

书现代“水经”，看
大国重器。江都水利枢纽
工程管理处党委书记、主
任问泽杭说，江都水利枢
纽有立式轴流泵机组 33
台 套 ， 总 装 机 容 量 达
5．58 万千瓦， 1 秒最多
可抽水 508 立方米，是我
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电
力排灌工程。

江都枢纽是一座水网
综合服务“立交桥”。
“引长江、连淮河、串湖
泊，穿越 500 多公里，滋
润苏鲁等地，并促进苏北地区农业‘旱改水’，结束
苏北难以种水稻的历史。”江都水利枢纽管理处副主
任周灿华介绍，枢纽还充分利用余水发电。

“水好，稻子就好。换了水，蒸的大米也香。”
宿迁市泗洪县种粮大户沈浩说。

“先治污”打造清水廊道

“后通水”圆跨世纪梦想

扬州光大水务有限公司里，技术人员端来两个玻
璃杯，展示污水处理前浑浊的进水和处理后清澈的
出水。

南水北调江苏工程背后，凝结着江苏人民的智慧
与汗水。按照“先治污，后通水”原则，江苏相继出
台“两减六治三提升”“江淮生态大走廊”“苏北苏
中生态保护网”等行动方案。

作为南水北调“清水走廊”，曾污染严重的淮安白
马湖历经退渔还湖、退圩清淤、生态修复、尾水改道、污
水管网建设等，水质显著提升。“如今，白马湖不再是
劣Ⅴ类水，总体稳定维持Ⅲ类水标准，核心区水质达
Ⅱ类水标准。”淮安市水利局党委副书记庄德勤说。
治水办法在“岸上”。扬州推动沿江化工产业退

后一公里，关停化工企业 260 多家。监测显示，淮河
经扬州高邮湖、邵伯湖汇入长江，出湖口水质好于入
湖口。“投入上亿元治污，拆除上亿元规模产业，短
期看‘伤元气’，长期看是为绿色发展‘增底
气’。”江都区委书记张彤说。

老南京人印象里，幕燕片区曾是城北“化工之
乡”。如今 8 . 5 公里长江岸线全部整治为生活型示
范段，幕燕滨江风光带、燕子矶滨江公园先后建成并
开放。“现在常去公园散步，晚上去跳广场舞，过去
哪敢想。”市民赵翠霞说。

护一江清水，江苏重拳治理“重化围江”，严禁
沿江 1 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项目。江苏省发改
委长江处处长刘旭说，江苏按“量体裁衣、各具特
色、连片打造、提升标准”原则，正推进实施 38 个
沿江岸线整治提升和生态修复工程，让长江江苏段碧
水绵延。

群众吃上“风景饭”

“供水线”成“发展线”

南水润泽北部，供水地也受益。
“今年有人在三江营考察中发现母子豚，还拍到十

几头江豚游弋画面。”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豚保护
协会指导教师陈粲从事江豚保护多年。在他看来，作为
长江“旗舰物种”，江豚数量多寡直接反映长江水质情
况。江豚“曝光”增加，说明生态环境好转。

历史悠久的邵伯船闸，日夜吞吐、繁忙如昔，不
仅保障航运，还与周边公园、纪念馆、大运河遗产区
相连，形成扬州邵伯古镇景区，每年吸引数十万游
客，群众吃上“风景饭”。沿湖村“渔三代”屠苏
2016 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创业，成为“渔隐人
家”民宿管家。“去年全村共接待游客 23 万人，三
产收入达 2300 万元。”屠苏说。

苏州太仓市聚力打造“三横三纵”生态走廊，七丫
口 1500 亩郊野湿地成为远近闻名的“水上森林”；无锡
江阴滨江片区，生产型岸线转为生态型岸线，“八公里
沿江、十公里运河”生态“T 台”已见雏形，“江阴外滩”
正从愿景变为现实……串点成线，“供水线”变“发展
线”。

河湖防洪排涝能力也得到增强。“新建泵站主要
建筑物按‘百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江苏省南水
北调办四级调研员薛刘宇说，江苏境内南水北调新建
工程多次参与省内排涝、区间接力抗旱和河湖应急生
态补水等，有力保障了苏北、苏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和水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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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江四时都是美
景。但不和谐的是江岸
边、高速口矗立的三根
烟囱。行走杭州市富阳
区富春江畔，三根 120
米高的烟囱一字排开，
位置扎眼，富阳人戏称
它们“三支清香”。

每到此地的摄影师
都暗暗叫苦：这么好的
景致，可惜了。

烟囱是拆是留？今
年 8 月，当地对此进行
了一轮全民投票。当时
市民有争论，有的说，
烟囱是工业遗存；有的
反驳，十来年的建筑称
不上遗存 ，留着只有
遗憾。

出人意料的是，烟
囱的“主人”、浙江三
星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家泉在“拆除”选项
打了勾：“虽然感情上
有不舍，但我们有责任
共护美丽富春江。”

最终，持“拆除”

意 见 的 市 民 占 了 近
八成。

10 月 14 日，三根
大烟囱开始实施拆除。
以此为标志，烟囱背后
的富阳造纸产业腾退转
型，也进入了收官期。

富阳区蔡伦路上，
粗 70 厘米、一棕一蓝
两根供热管线并排，绵
延数公里。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副局长陆兴
龙说，富阳是我国“造纸之乡”，手工造纸
历史悠久。改革开放后，富阳人继承传统工
艺，大力发展造纸工业。 20 世纪 90 年代，
富阳建立了三个造纸工业园区，行业迎来高
速发展，主要以生产白板纸、箱板纸、特种
纸为主，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效益好的时候，造纸就像印钱。”

当 地 一 位 多 年 从 事 造 纸 业 的 民 企 负 责
人说。

造纸为富阳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
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
显。拥有 40 多家造纸厂的大源镇，溪水变
黑发臭，鱼虾绝迹。村民郎连根回忆：“一
到夏天沿溪两边的村庄就弥漫恶臭。村里的
老人不得不像候鸟一样迁徙，跑去城里儿女
家。”

2003 年 9 月，唐建新成为三星热电第
一批员工，他们的任务是通过集中供热减少
行业污染，“刚来的时候，臭气扑鼻，门窗不
敢开，粉尘满天飞，眼睛也睁不开。”

三星热电的到来，结束了造纸企业自产
工业蒸汽的历史。“过去的 16 年间，三星
热电为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率，缓解江南片区
供热、用电矛盾发挥了重大作用。”陆兴
龙说。

但时至今日，造纸这个曾经带给富阳一
方富裕的产业，已经不再适合如今的富春
湾。为行业供热的三星热电也完成了其历史
使命。

富阳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原创地
和实景地，人们一直以此为豪，也对环境有
着高的期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步伐的加快，以
及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高污染、高能
耗的造纸产业必须尽快完成腾退转型。”富
阳区委书记朱党其说 ，“告别‘三支清
香’，是富阳告别旧的发展模式、开启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标志。”

近年来，富阳先后实施了多轮造纸业
整治，关停淘汰造纸企业 461 家，有效改
善了区域环境质量，境内富春江干流水质
稳定保持在Ⅱ类，出境断面水质持续保持
优秀。产业腾退转型后 ，这里将建设一
座富春湾新城 ，一批高科技产业争相入
驻。 （记者王俊禄）

新华社杭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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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兴洲是长江武汉段的一座江心洲，受水位持续走低影响，天兴洲洲头及北部河汊大片沙洲露出水
面（12 月 13 日无人机拍摄）。

目前正值长江枯水期，在长江中下游的武汉段，由于水位下降明显，大片河床沙洲裸露，形成独特景
观。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江中沙洲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杨丁淼、汤阳、陈
诺）安徽省马鞍山市因钢而生、由钢而兴，一
直以来，生态“欠账”多。 2017 年开始，中
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和两轮省级环保督
察，共向马鞍山交办各类信访件 1314 件，为
全省最多的地市； 2018 年，安徽对突出环境
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考核，马鞍山 7 个问题未能
按期完成整改，位列“倒数第一”……

痛定思痛。近一年来，马鞍山市以推进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为抓手，整治成效明显，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大大提升。

“靶向”诊治 岸线回归

“快看，是江豚！” 12 月初，韩保军在
薛家洼生态游园的观景平台上看到了一群江
豚，他欣喜不已。

51岁的韩保军是薛家洼渔民，长江奔流至
薛家洼流速放缓，形成港湾。“这儿是江心洲
的洲尾，鱼类资源丰富，是江豚的‘天然食
堂’。”韩保军印象中，过去江豚十分常见，
这些年，随着滥捕滥捞和非法渔具的增多，加
上航运的发展，非法码头林立，岸上工业污
染，江面垃圾泛滥等，造成马鞍山江边岸线群
众“沿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有“微笑天
使”之称的江豚十分稀见。

病症出在哪里，靶点就指向哪里。马鞍山
市委书记张岳峰介绍，该市对薛家洼区域进行
总体规划，组建拆违、复绿、环保、渔民上岸
等专项工作组。截至目前，薛家洼 3 家非法码
头和 71户的违法建筑顺利拆除，水域 229名渔

民全部上岸。
如今的薛家洼已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的打

卡胜地：成片的杨树林一片金灿，走在全新的
观江平台和沿江步道上，开阔的江面清风徐
来；江豚归来，成群野鸭和水鸟在江滩上逗留
嬉戏……

为使长江岸线生态功能得到有效保护，马
鞍山市划出了严格生态红线：长江干流及主要
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严禁新建工业项目和工
业园区；长江干流岸线 5 公里范围内严控新建
重化工、重污染项目，严禁新建布局重化工
园区。

务求长效 标本兼治

马鞍山慈湖河是长江支流，多年来，尖担
沟、昭明沟等城市沟渠雨污合流，直排河道，
再加之河底淤泥污染、水体自净能力差，致使
水质不断恶化。

马鞍山市住建局城建科科长朱国斌说，黑
臭水体治理已持续数年，过去只注重末端截污
和河道清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抓
住源头，很容易返黑返臭。

“黑臭在水里，根子在岸上”。黑臭水体
治理最大的难点就在于雨污管网混接、错接、
渗漏等问题留下的欠账。由于汇水面积大，污
染源排查极为困难。朱国斌感慨，当时正值盛
夏酷暑，全靠人力去挨个撬开井盖排查检测。

强化管网排查、暗涵改明渠、污水处理厂
提标扩能……一系列方案、措施、工程形成合
力，成为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的“药方”。

记者近日在马鞍山市两条主要沟渠看
到，曾经黑臭的水体不复存在，不仅“水清
流畅”，而且“岸绿景美”，河岸还设有观
景步道。据介绍，当地还通过种植沉水植物
和狐尾藻浮床的技术对水体进一步修复，以
达到“调理”生态的目标。

目前，马鞍山市实现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全覆盖，并确定源头治理项目计划，完善生
态修复措施。去年 10 月，马鞍山市入选全
国首批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生态福地 靠水吃水

“生态福地”的新名片，正造福马鞍
山人。

雨山区的陈家村紧邻长江，村民秦立军
前年关掉办了十几年的码头和船厂，在长江
边经营起生态农庄。今年由于禁养政策的执
行，他将 1000 多只禽类低价处理了，尽管
有所损失，但心里特明白。

“要不是长江大保护，村里的环境哪会
这么好。再说我这儿离长江不到 100 米，粗
放养殖确实对长江有影响。”秦立军说。

由于远离城区，陈家村一度是发展后进
村，但也正因为如此，拥有了后发优势。记
者采访了解，当地正在规划建设田园综合
体。老秦最近忙着把原来的鸡苗棚改造为包
厢，四季果园和葡萄园也都种上了苗。

“原来干码头和船厂，吃得是子孙后代
的饭，现在吃‘生态饭’心里更踏实。”秦
立军说。

马 鞍 山 ：痛 定 思 痛

“靶向”诊治修复长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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