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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
  三峡升船机自 2016 年 9 月试通
航 5 年间，安全稳定运行 2.2 万余厢
次，通过船舶 1.46 万余艘次，运送货
物 681.86 万余吨、旅客 46.72 万余人
次，客运量、货运量、通过船舶艘次数
呈稳步上升趋势。
　　越三峡，过江陵，纳百川。千年“黄
金水道”，激荡澎湃，有效连接起沿江
省市和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资
金流，汇入世界经济大潮。
　　在长江入海口北翼，通州湾 20
万吨级深水大港呼之欲出，将成为继
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之后我国又
一江海联运新通道。“十四五”期间，江
苏将加快建设水陆空立体式双循环战
略通道，探索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有效路径。
　　江海联动，陆海呼应；纲举目张，

经脉循行。
　　“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全国
发展大局中明确自我发展定位，探索
有利于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途
径。”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强调。
　　长三角一体化“龙头”腾飞，长江
中游城市群“龙身”支撑，成渝双城经
济圈“龙尾”舞动……沿江省市联动
发展，正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
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推进畅通国内
大 循 环 ，构 筑 高 水 平 对 外 开 放 新
高地。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可卷曲的玻璃、薄如蝉翼的玻
璃……走进位于安徽蚌埠的浮法玻璃
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仿佛打开一
本玻璃百科全书。瞄准国家战略需求
和绿色低碳目标，这里陆续攻克前沿
技术，并快速走向市场。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强改革创
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
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的一系列要求和部
署，始终凸显着“高质量发展”这一根
本要求。
　　大江奔流，巨龙起舞。长江经济带
省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精彩
纷呈。
　　深耕新“赛道”，江西南昌的 VR 产
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一批行业头部
企业落子布局；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
庆广阳岛、江西九江、湖南岳阳深入推
动绿色发展示范；浙江丽水、江西抚州
积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2020 年 11 月 14 日，南京。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我国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
高质量发展主力军”成为长江经
济带新的历史使命。
　　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推
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生机勃勃的长江经济带，在
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进一步显现。今年上半年，长江经济
带 11 省市地区生产总值 24.88 万
亿元，同比上升 14% ，经济总量占
全国的 46.9%。

　　日益优化的长江生态，也在回馈
保护它的人们。重庆广阳岛优美的生
态环境，吸引着人才、资金、技术加速
聚集，科大讯飞等企业纷至沓来，其
所在的重庆南岸区正崛起为智能产
业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绿
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
的高歌猛进。”“我们要清醒看到，当
前取得的成效只是初步的、阶段性
的，尚未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长江源远流长，发展任重道远。
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在新发展理
念指引下，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
干，定能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
人民。（参与记者：赵宇飞、侯文坤、郭
杰文、魏一骏、周楠、程士华）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一江碧水奔流  一派新貌展现

本报记者刘亢、凌军辉、蒋芳、陈刚

　　从高空俯瞰长江南京段，百舸争
流、巨轮畅行。这是长江进入江苏的

“第一站”，也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钻石
航段”。
　　依江而建、因江而兴，这座城市触
摸着长江的脉搏，也一度透支着母亲
河。2016 年以来，作为江苏唯一跨江
布局的城市，南京铁腕“止血”、涵养生
态，大江迎来巨变。
　　累计退出生产岸线超 32 公里、
28 条入江支流水质全部稳定达标、生
态岸线占比大幅提升至 78% ……从
靠江吃江、过度索取，到守江爱江、拥
江护江，长江南京段正变身绿色生态
带、转型发展带、人文景观带，奋力谱
写“还江于民”“与江共生”的生动
答卷。

三进三退，江城风貌气象一新

　　草木繁盛，鸟鸣起伏，鱼虫林鸟湖
草浑然一体；原来的低洼地和水田，经
水系修复形成湖泊，成为候鸟栖息地；
洲头、洲尾，江豚嬉戏捕食的画面时有
出现……经过休养生息式保护，全国
首个洲滩型国家湿地公园新济洲变身
长江绿心，湿地率由五年前的 39.98%
上升到目前的 50%。
　　“水清了，鱼多了，说明环境变好
了。”作为最后一批退捕转产的渔民，
70 多岁的余金发感受尤其强烈。南
京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极度濒危物
种江豚在南京段的数量已由 5 年前
的 20 多头增加至 50 多头，南京成
为全国唯一在市中心江段可以看到
野生江豚活动的城市。
　　“珍稀动物频繁再现，背后是长江
生态治理成效显现。”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刘茂松副教授说，他带队调查
了包括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在内的 9
处主要湿地，发现 154 种鸟类，数量
较 2019 年明显上升，其中不乏东方
白鹳、白琵鹭等珍稀品种。
　　长江入苏“第一站”，也是江苏落
实 长 江 大 保 护 战 略 的“第 一 关 ”。
2016 年、2018 年、2020 年，习近平
总书记三次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2020 年 11 月在南京，
关键词从“推动”“深入推动”演进到

“全面推动”。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南京把
保护修复长江生态作为压倒性任务，
先“止血”后“治病”，一场“生态进、生
产退，治理进、污染退，高端进、低端

退”变革加速推进。5 年来，长江南京
段 生 态 岸 线 占 比 由 6 6 % 提 高 到
78%。
　　从 346 国道明因路段左转驶入
宁江路，“春江十里”几个字映入眼帘。
从这里出发，红黄蓝三色路面标线犹
如彩虹蜿蜒向前，全长 18.3 公里沿江
风光美不胜收。“长江大保护落实在何
处？这条滨江岸线就是最有力的见
证。”浦口区负责人说，几年前，这里还
是船坞散落、轧钢声不绝于耳的“十里
造船带”。
　　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止一个“十里
造船带”。2018 年以来，南京全市已
拆除取缔长江岸线利用项目 160 个，
整改规范项目 66 个，清退生产型岸
线超过 32 公里，整治项目数量、拆除
体量和清退生产岸线长度均列全省
第一。沿江而下，长江江宁段建成绿
色亲水滨江公园，建邺鱼嘴湿地公园
成为“网红打卡胜地”，雨花台区梅钢
9 号路片区打造三山矶公园、重现江
畔明珠胜景……长江“黄金带”镶上
了众多“绿宝石”。
　　岸上修复见成效，水质、空气也明
显好转。此前，南京 7 条省控入江支
流中的 4 条水质较差。2018 年 6 月
起，南京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每人认
领一条劣Ⅴ类入江支流，构建起覆盖
全市所有水体的四级“河湖长”责任体
系，动最科学的外科手术，上最严格的
工程手段，用最精细的管理方法，下大
力气推进综合治理。今年前三季度，
全市 42 个省考以上断面水质累计均
值优良比例 100%，28 条入江支流水
质稳定达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 100%，水环境质量保持全
省第一。
　　“原来路过这儿都是捂着口鼻走
的，现在倒成了周边一景，每天来晨
练、遛鸟、吹萨克斯、打太极的络绎不
绝。”在金川河东瓜圃桥段居住了近
20 年的王秋香，高兴地跟记者分享身
边的变化。
　　今年 4 月，第二届国际森林城市
大会开幕，11 个国家的驻华大使，50
多所海内外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与
我国近百座城市的代表汇聚南京，共
商生态议题。山水城林融为一体，河
流绿道串珠成链，南京生态之美令与
会嘉宾赞不绝口。
　　截至 2020 年底，南京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 45.16%、绿地率 40.79%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7 平方米，三项
指标均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由洲岛到岸线、再到全域，我

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思
想，把保护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
性位置，融入城市整体发展战略，从
过去的生产性工程思维转向生态性
有机思维，把江城作为生命共同体
来规划布局。”江苏省委常委、南京
市委书记韩立明说，经过久久为功
综合治理，无论是岸线的生态功能
还是入江水质、空气质量，都达到历
史最好水平。

赓续文脉，古都江韵焕发新彩

　　国庆长假，燕子矶滨江公园成为
很多市民、游客的打卡地。大河涛涛、
青山相依、红日慢落、夕霞炙空，人们
欣喜发现，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燕矶夕
照”又回来了。
　　金陵佳丽地，北郊为最。北郊，
即幕府山燕子矶一带，这里滨江岸线
长约 8.48 公里，自古是“万里长江第
一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得天独
厚的交通地理条件曾使这里成为“化
工基地”，每年带来数十亿产值同时，
也严重威胁生态安全。“从燕子矶到
二桥有 8 家码头，如果算上整个幕燕
地区，化工码头、砂场等一共有 110
家。”燕子矶新城负责人介绍，2017
年以来，通过关停企业、生态修复、景
观再造、产业转型、百姓安居，一个绿
色燕子矶、人文燕子矶、科技燕子矶
正在崛起。
　　从百姓避之不及，到重现诗情画
意，离不开对长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
弘扬。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要把长江
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
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从“滨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到
让江走进城、人走近江，南京将生态自
然景观与长江渔业文化、长江诗词文
化、郑和航海文化等元素有机融合，一
体推进生态修复、风貌保护、文脉延
续、品质提升。
　　“南京的古金陵 48 景中，和长江
有关的占到了 11 处。”南京大学教授
贺云翱调研发现，南京以长江文化为
本底，挖掘特色资源，续写长江文脉丰
富内涵。山水城林人的江城风貌与韵
味，不止是记忆中的浓墨重彩，现实中
也日益彰显。
　　“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留不
住。”宋代词人辛弃疾笔下的仙人矶原
是渔船云集的江边渔村，如今渔民已

经全部上岸。当地就地取材建成“渔
业记忆”、诗词文化长廊等景观小品，
通过“长江流域渔船概说”手绘图，向
游客展示不同历史时期的渔业文化，
传播“退渔还江、退耕还湿”的生态
理念。
　　截至目前，南京主城区 72 公里
滨江绿道基本贯通，沿江绿色廊道联
网成片，渡江胜利纪念碑、下关浦口铁
路轮渡桥等 70 处历史文保单位得到
有效保护，人文江岸、绿色江岸成为古
都江韵新品牌。
　　城市“双修”与文化赓续紧密结
合，进一步带动以文兴旅、以旅彰文、
文旅融合。1921 年，刚成立的中国水
泥厂在江宁区汤山街道湖山村建起了
采石场，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却也留下
满目疮痍的“城市伤疤”。2021 年，修
复矿坑后建成的省园博园开门迎客，
昔日“水泥森林”上“长出”森林，巨大
的矿坑化身崖壁剧院、植物花园；装水
泥的筒仓变身先锋书店装满新书；火
车车厢拉的不再是矿石，而是天南海
北游客……
　　不仅废弃矿坑变身绝美园林，老
旧街巷更是唤醒文化记忆重获活力。
5 年来，小西湖、老门东、石榴新村、百
子亭等历史街区通过“小尺度、渐进
式”城市微更新，打造众多具有“南京
记忆”的旅游目的地。玄武区 1800
米的长江路浓缩了 1800 年的金陵
史，将文旅产业与夜间经济、消费升
级、老城更新有机结合，向人们展示千
年风貌如何可以成为时代活力。“长江
路过去只是一条街，现在是一条文旅
消费带、融合带、辐射带。”玄武区委书
记闵一峰说。
　　江水不止，文脉不息；通江达海，
开放包容。“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互
相辉映，才是长江文化的精髓。”南京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勇表示，将长
江文化带建设与谱写“强富美高”新南
京建设现代化新篇章融合起来，努力
把长江南京段打造成古今辉映、环境
优美、功能完善、开放创新“美丽中
轴”，成为长江文化带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示范区域。
　 　 制 定 发 布《南 京 魅 力 滨 江
2035》，规划打造富有人文内涵的“一
江两岸”风光带，长江将成为南京新
的城市发展主轴。“赓续文化有助于
厚植文化自信、唤醒精神力量。南京
将从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等方面挖
掘和弘扬长江文化，塑造城市精神，
赋能高质量发展。”南京市代市长夏
心旻说。

　　从倚重江南的“秦淮河阶段”迈向
拥江发展的“扬子江阶段”，从工业文
明一味索取到生态文明反哺共生，这
方山水不仅见证时空更迭、理念转换，
更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南
京样本”。

与江共生，完善生态治理体系

　　江中的水，水上的船，岸边的
园……在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

“生态眼”智慧感知平台 24 小时运
行，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
科技手段，对长江南京段“水、岸、气、
船、园”实时监测管理，构建天、空、地
立体保护体系。
　　修复长江生态并非一朝一夕，需
要久久为功。沿江重化企业减少，但
污染排放较高、产业结构偏重等问题
仍未根本扭转；“减”的推进挑战大，

“转”的出路待理顺，“治”的要求越来
越高……对标高标准、新要求，南京坚
持把长江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推进市域
治理现代的重要内容，优化治理体系、
提高治理效能，探索“与江共生”的治
理新路。
　　从科技治江到动能转换，持续强
化绿色发展的创新支撑。在南京化工
园区，从基于排水毒性控制的企业差
异化接管标准，到水、气、固废等一批
新技术推广应用，园区煤耗、能耗、
COD 排放等大幅下降。
　　绿色低碳产业技术研究院、源头
创新研究院、绿色菁英创新学院……
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全天候监控
长江同时，还打造“政、产、学、研、用、
金、介”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平台，助
力解决重化围江、长江生态修复、绿色
产业发展等关键问题。
　　 5 年来，占南京工业比重约 1/3
的重化工业有序转型，单位 GDP 能
耗累计下降 41.9%；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增长 4.1 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
长 35.5%，形成 1 个五千亿级、4 个千
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从规划引领到空间管控，不断完
善依法治江的制度保障。开展国土
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推进“绿色银行”，以全域生态大贯通
促进城市空间与生态空间融合共生；
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探
索“留白”制度，为未来发展预留空
间……立足城市全生命周期管控，优
空间、护资源、促发展，美丽南京的轮
廓日益清晰。
　　坚持治水与治城、治标与治本、治

河与治污相结合，南京在全国率先
出台长江岸线保护的地方政府规章

《南京市长江岸线保护办法》，在全
省率先出台《南京市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实施方案》《深入推动南京市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
实施意见》，配套制定《南京市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南
京市制造业新增项目禁止和限制目
录》等，为系统治江提供法治护航和
政策支撑。
　　从党政重点工作到全社会共
同行动，探索构建全民参与的共治
体系。走进新济洲生物多样性展
示馆，自然景观与宣教展品完美融
合，一批志愿者通过展示动植物资
源、讲述江豚故事、揭秘鸟类迁徙
等，向人们科普长江大保护的重要
意义。
　　与 2016 年相比，这个江中洲
岛上的维管束植物从 366 种增加
到 501 种，脊椎动物从 142 种增加
到 269 种，鸟类从 103 种增加到
180 余种。“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给万物休养生息的时间，大自然自
我修复能力惊人。”南京市副市长邢
正军说。
　　在南京，活跃着江豚保护协
会、长江守望者联盟、“河小青”志
愿服务队等 20 多家环保志愿服务
队伍，广泛分布在社会组织、学校、
企业等，共同守护长江。昔日“破
坏者”成为“守护者”，曾因向长江
偷排污水被罚 4.7 亿元生态修复费
的南京胜科水务，牵头创建长江江
豚科教中心，打造特色研学示范
基地。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距
长江南岸 10 余公里，园博园承载
着人们对“天人合一”的美好憧憬。
入夜，以崖壁为巨幕，以山谷为剧
院，巨型旋转台、摇臂配合三维实
景、真人歌舞，光影交错、云烟层叠
间 ，开 启 一 段 人 与 石 的 时 光 之
旅……一场沉浸式演出《百年石
光》，传递出一个鲜明理念：伤害自
然必遭反噬，尊重自然方能共荣
共生。
　　从生态建设到生态修复，再到
生态产能，南京正重新审视人与
江、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致力构建“山水城林一体、人文景
观相融、城市乡村互动、生态经济
共赢”的城市生态治理体系，探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现代化
新路径。

与与江江共共生生的的南南京京之之变变

  新济洲四面环江，岛上野生动植物物种丰富（无人机照片，2020 年 6 月 12 日摄）。

　 依江而建、因江而兴，这座城市触摸着长江

的脉搏，也一度透支着母亲河。2016 年以来，

作为江苏唯一跨江布局的城市，南京铁腕“止

血”、涵养生态，大江迎来巨变

　 累计退出生产岸线超 32 公里、28 条入江

支流水质全部稳定达标、生态岸线占比大幅提

升至 78% ……从靠江吃江、过度索取，到守江

爱江、拥江护江，长江南京段正变身绿色生态

带、转型发展带、人文景观带，奋力谱写“还江于

民”“与江共生”的生动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