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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后，我们提
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国家的‘江河战略’就确立起来了。”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深入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指出。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战略高度，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确立国家“江
河战略”，擘画国家水网建设等，我国大江
大 河 治 理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发 生 历 史 性
变革。

党政主要领导上岗

江 河 湖 泊 大 变 样

　　 9 月 19 日上午 9 点，在南京渔政趸船
码头，四艘科考船整装待发，2022 年长江
江豚科学考察正式启动。
　　这是长江十年禁渔实施后首次流域性
物种系统调查，让人们充满期待。
　　长江禁渔是党中央为全局计、为子孙
谋而作出的重要决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共抓长
江大保护的历史性、标志性、示范性工程。
　　“长江禁渔是践行长江经济带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示范工程，可以为推进其他
流域治理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长江模式，
为世界大河流域生态保护提供可参考可借
鉴的中国方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
祥说。
　　百姓生计，千秋大计，只有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才能破题。
　　“长江禁渔是件大事，关系 30 多万渔
民的生计，代价不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态
保护还是值得的。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不
能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搞没了。”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长江禁渔也不是把渔民甩上岸就
不管了，要把相关工作做细做实，多开发就
业渠道和公益性岗位，让渔民们稳得住、能
致富。
　　滚滚大江、滔滔长河，祖国的大江大
河，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6
次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长江经济带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在总书记主持下，全流域省区市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万里江河一条心，
千帆协进谋保护，史无前例。
　　从 2017 年以后，他们还有了一个共同
身份：省级河湖长。
　　“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习近平主
席在 2017 年新年贺词中说。
　　河湖长制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和重大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强化河湖长制，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
泊 湿 地 生 态 保 护 治 理 ，实 施 好 长 江 十 年
禁渔。
　　目前全国 31 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担任省级河湖长。省市县乡四级设立河
湖长 30 多万名，村级河湖长 90 多万名。每
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有责任人管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生态系统整
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
疗”“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流域性是江河湖泊最根本、最鲜明的
特性，决定了治水管水必须坚持流域系统
观念，遵循自然规律。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尊重江河湖泊自然属性，有利于贯彻全局

“一盘棋”思想，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
联动，以先进制度汇聚各方力量。
　　 7 月 12 日，长江流域省级河湖长第一
次联席会议召开；7 月 21 日，淮河流域省
级河湖长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8 月 2 日，
黄河流域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召开……这
一 重 大 制 度 创 新 ，正 在 破 解 我 国 新 老 水
问题。
　　金秋时节，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捧河
岩村，郭义军正在抓紧时间完成巡河任务。
白河流过捧河岩村就汇入密云水库，是“净
水入库”最后一道关口。对于这个任务，郭
义军丝毫不敢放松。
　　“无论多忙，我都会坚持每天进行一次
巡河。”郭义军是捧河岩村党支部书记，也
是一名村级河长。巡查时，他早上六点多起
床，开车或徒步，反复巡查自己负责的 9.8
公里河道。流经村里的这段河流由劣转优，
离不开“村支书管河道”。

　 　 党 政 主 要 领 导 上 岗 ，江 河 湖 泊 大
变样。
　　白河不再“垃圾漂浮”、凉水河从“臭
水河”化身“净水河”、亮马河畔兴建起大
批亲水设施……如今，首都北京平均每
10 公里河段有 11 名护河人员，每一条河
流旁都竖立起了“河长信息公示牌”，公
示着四级河湖长信息与值班电话。
　　在河湖长制的积极作用下，各地因
地制宜，对症下药，精准施策，重拳治理
河湖乱象，依法管控河湖空间，严格保护
水资源，加快修复水生态，大力治理水污
染，河湖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越来越
多的河流恢复生命，越来越多的流域重
现生机。
　　 5 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符合国情水情，是江河保护治理
领域根本性、开创性的重大政策举措，具
有强大制度生命力。

  全国一盘棋，绘就水网建设

“世纪画卷”

　　初秋的北京，碧空如洗。卢沟桥下，
晓月湖波光潋滟，栈道绿植，犹如画卷。
　　“先有永定河，再有北京城。”作为北
京的母亲河，断流已久的永定河在新时
代迎来新生。
　　 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
与原国家林业局制定永定河综合治理与
生态修复总体方案。2019 年至 2021 年，
永定河成功实施四次大流量生态补水。
　　引黄河水、南水北调水，2022 年永
定 河 8 6 5 公 里 河 道 全 线 通 水 并 最 终
入海。
　　跨流域、跨区域引水调水，京津冀
晋、黄淮海一盘棋，绿水青山可作证。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啊，高
高燃灯塔呀，是条大桅杆……开船喽！”
在位于大运河京冀交界处的杨洼船闸，
一曲“运河号子”再现古代运河漕运景
象。6 月 24 日上午，来自北京市通州区、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的船只相向缓缓驶
过杨洼船闸，大运河京冀通航，千年运河
再焕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
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建
成 了 一 批 跨 流 域 跨 区 域 重 大 引 调 水
工程。
　　 8 月 25 日，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
完工验收，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155 个设计单元工程全部验收，全线正式
运行。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
来，运行安全平稳，水质持续达标，累计
调水超过 560 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超过

1.5 亿，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发挥
了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作用。”水利
部副部长刘伟平说。
　　长江水复苏了华北河湖，为地下水
超采治理提供了保证，促进了产业升级，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
提升。
　　 9 月 6 日，世界单跨最大的通水通
航钢渡槽——— 引江济淮工程淠河总干渠
钢结构渡槽首次通航。淠河总干渠与引
江济淮渠道形成“河上有河船上有船”的
水上立交奇观。
　　作为继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之后又
一标志性重大工程，引江济淮工程年底
前 试 通 水 试 通 航 后 ，将 惠 及 皖 北 豫 东
5000 多万人口并形成平行于京杭大运
河的中国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
一期工程建成通水，开工建设南水北调
中线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和滇中引
水、引江济淮、珠三角水资源配置等重大
引调水工程，全国水利工程供水能力从
2012 年的 7000 亿立方米提高到 2021
年的 8900 亿立方米。
　　“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
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家水
网正在加快构建。
　　“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
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
史册。”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
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强调。
　　 2022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会议强调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
和大动脉。
　　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
置，建设跨流域、跨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
体系——— 建设国家水网，是解决我国水
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的根本举措，是
全国一盘棋制度优势的生动写照。
　　今年以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不断
刷新“进度条”，国家水网加快构建。截至
7 月底，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25 项，在建
水利项目达到 3.18 万个，投资规模达 1.7
万亿元；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5675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71.4％。
　　对于跨流域调水，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重视节水治污，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
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精确精准调
水，细化制定水量分配方案，加强从水源
到用户的精准调度。这些经验，要在后续
工程规划建设过程中运用好。
　　“大调水、大浪费、大污染”必须绝对
避免。
　　十年来，按坚持“节水优先”方针，我
国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推动用水方式由

粗放低效向集约节约转变。2021 年，我
国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较 2012 年分别下降 45% 和 55%。
　　十年来，我国用水总量基本保持平
稳，以占全球 6% 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
近 20% 的人口，创造了世界 18% 以上的
经济总量。

  依法治水，为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打造法治保障

　 　“让 我 们 共 同 关 注 这 个 审 议 的 结
果！”9 月 28 日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
布会透露，10 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望对黄河保护法进行三审。这是继长江
保护法之后，又一部流域法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推进
党的领导入法入规，善于使党的主张通
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
法规，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规
范化。”
　　长江保护法立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部署和推动的重大立法任务。
　　 2016 年，中央印发《长江经济带发
展 规 划 纲 要》，明 确 提 出 制 定 长 江 保
护法。
　　 2021 年 3 月 1 日，我国第一部流域
的专门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
　　这部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用一年
时间完成起草，又用一年时间进行 3 次
审议，2 次向社会公布草案全文征求意见
建议，于 2020 年 12 月表决通过。
　　长江保护法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
江保护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的行为
准则，为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我国
政治制度和法治体系的显著优越性。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
中华民族母亲河保护立法，为其他流域
依法治理开创了新模式，闪耀着全民共
建共治共享理念，深刻彰显社会主义国
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长江保护法施行一年来，江苏省法
院共审结涉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类案件
1804 件。其中审结涉长江流域环境资源
刑事案件 1109 件，判处罚金 2258 万元，
对 1767 人判处实刑。
　　长江保护法提出构建流域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有效协调地方与地方、上
中下游之间及其内部的利益，这是先富
起来的中下游地区对上游后富地区的
生态回馈帮扶，展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理
念 ，体 现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无 可 比 拟 的 优
越性。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新时代大江大河治理革故鼎
新、攻坚克难，将为人民群众建设幸福河
湖，为民族永续发展打造坚实基础。
 （记者王立彬、陈尚营、潘晔、田晨旭）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为 了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 展
——— 从大江大河治理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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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下漓江，波光
粼粼。
　 　 一 叶 竹 筏 一 张
网，两只鸬鹚一盏灯。
94 岁的老渔翁黄全
德 撑 着 竹 筏 来 到 江
心，忽明忽暗的渔火，
神秘缥缈，几声吆喝
之后，老人抡起一张
渔网撒向江面。
　　这本是漓江之上
传统的渔事，如今却
引得众多旅拍爱好者
竞相“打卡”。
　　漓江山色之美，
美在倒影中；漓江倒
影之美，黄布滩最是
动人。成为第五套人
民币 20 元纸币上的
图案后，广西桂林市
阳朔县兴坪镇著名景
点“黄布倒影”更是广
为人知。图中撑一叶
竹筏摇曳漓江之上的
渔翁形象，带火了黄
全德，也催生出新的
旅游业态。
　　蓄起胡子、穿上
蓑衣，随着旅拍业快
速发展，兴坪镇许多
像黄全德一样的渔民改行当起了“渔模”。渔网、渔灯、竹
筏，也从昔日的生产工具变成了场景道具。
　　泛舟漓江，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青山尚留的“疤痕”，人
们恐怕很难想象，风景如画的漓江两岸也曾遭受过度开
采。群山间炮声隆隆、粉尘漫天，炸鱼、电鱼不时发生。采
石挖砂、乱砍滥伐、乱养、乱经营等问题严重，生态环境和
旅游秩序一度遭到破坏。
　　 2016 年，桂林市壮士断腕，关停 21 家采石场，其中
漓江风景名胜区内 18 家；投入资金约 2.58 亿元，开展生
态修复。
　　如今，沿着山间小路来到暗嵅采石场旧址，裸露的山
体已经复绿，山脚下的洼地形成一湾清潭。山谷间秋风习
习，鸟鸣婉转，偶见村民于此歇脚纳凉。
　　黎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邓志贵说，从前村民
生态保护意识不强，以为遍地是山，挖一点不算什么，生
态被破坏了才回过神来。如今村民专心种植柑橘和中草
药，或是从事旅游业，村里的乡村游等产业已经发展
起来。
　　漓江之水，从“华南第一峰”猫儿山汩汩流出，奔腾百
里，滋养两岸 350 多万儿女。过去人们“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多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而今人们日益从变美的
环境中，感受到生态“颜值”的价值。
　　漓江支流遇龙河畔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阳朔镇鸡窝渡村。灰瓦白墙、屋舍俨然、花团锦簇……择
一处民宿，诗意栖居，成为许多游客在鸡窝渡的“打开方
式”。
　　村民徐文通没想过，“鸡窝”里真能飞出“金凤凰”。3
年前，鸡窝渡村污水横流、畜禽乱窜，许多游客到了村口
转身就走。
　　“大环境变好了，我们才能发展旅游！”徐文通说。
2019 年 7 月，阳朔县对沿河部分村屯开展“五拆五清五
建”环境综合整治。徐文通马上响应，率先拆除自家栏圈。
村民们在此带动下，纷纷行动起来，仅仅 3 个月，鸡窝渡
村变样儿了。
　　当地党委政府鼓励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同时引入
外地投资者修建特色度假民宿酒店，现在村里高端民
宿酒店就有 10 多家。村民有的自己开民宿、开农家乐，
有的到景区公司、民宿酒店工作，大家纷纷吃上“旅游
饭”。
　　“过去家家户户只要有竹筏就出来拉客，河面上混乱
不堪。现在大家看，眼前这片风光多美啊！”阳朔县兴坪镇
画山村村民廖雪林一边驾驶排筏，一边跟游客分享漓江
故事。
　　廖雪林是漓江生态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之一。2013
年，阳朔县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将漓江上万余艘私家
竹筏统一收购、规范管理，村民经过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成为漓江上的筏工。廖雪林说，遇上客流高峰一天能挣
2000 多元。此外，由于公司统筹安排，筏工轮班上岗，下
班后，他还可以帮着妻子经营小商铺、打理果树，小日子
越过越红火。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桂林目前正加快打造世
界级旅游城市，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
境。漓江之畔，一幅水更清、山更绿、城更美、人民更幸福
的画卷徐徐展开。
      （记者卢羡婷)新华社南宁 10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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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月 21 日在青海长江源地区拍摄的河道。           新华社记者张龙摄

新 时 代 中 国 调 研 行 · 非 凡 十 年 看 优 势
  ▲一名村民在漓江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段的竹筏上协
助游客拍摄旅游影像（2022 年 8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