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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古往今来，蜿蜒1061公里的长江湖北段
一直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地，从诗经、楚辞
到唐诗、宋词，对其壮美风光的吟咏始终不曾
停止。

然而，曾几何时，由于人们的过度索取，原
本诗情画意的长江开始不堪重负，非法采砂、
化工围江、污水直排，都在侵蚀着母亲河的肌
体。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6年前，习
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时强调。

6年来，湖北省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坚持
全方位保护、全流域修复、全社会参与，深入实
施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
规划，以“钉钉子”精神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
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集中力量开展长江
干线非法码头整治、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等
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实施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十大战略性举措，推动长江大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充分彰显了
湖北呵护一江清水持续东流的作为与担当。

“十大战役”打出碧水青山
武青堤是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一段长江

干堤，由于位于重工业区，这片沿江地带多年
来一直遍布各种工业码头和砂石场，晴天时尘
土飞扬，雨天则泥泞不堪。

然而，经过近年来的改造，如今的武青堤
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整个改造工程总体按照

“堤、滩、路、城”四位一体整体推进，先后拆除
沙石码头26个，7.5公里的长堤被改为绿坡，135公顷滩地
被改建为缓坡公园。整个江滩摇身一变成为公园，遍植着
乌桕、银杏、枫树、香樟等各种观赏树种，满目郁郁葱葱，不
时有锻炼的人群从蜿蜒的绿道上跑过。

同样的改变也发生在与武汉长江、汉水两江四岸的其他
地段。继最早建成的汉口江滩之后，武汉近年来又进行了多
轮的沿江港口岸线整治，通过整合、集并迁移码头，大面积绿
化造林，以往零乱的江滩得到了细致的归整，聚合成为全国
最大的滨水公园，华丽蜕变为世界级的城市公共空间。

在武汉上游200多公里的沿江城市荆州，荆州柳林水
厂附近的江滩也经历了和武青堤同样的巨变。

柳林水厂是荆州供水规模最大的主力水厂，周边一度
被砂石厂码头、造纸厂排污口、造船厂码头等众多污染企业
所包围。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提出整改意见后，荆州市采取
多种措施，对以柳林水厂取水口为中心，下游300米，上游
3000米的区域进行整治，拆除了该区域内所有的建筑和污
染源并全部复绿，使水源地环境得到了全面改观。

武青堤和柳林水厂巨大变化的背后，是湖北对全省长
江岸线进行的雷霆整治。由于水运繁忙，湖北境内的长江
沿线一度遍布着2000余个大大小小合法或非法的码头。
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中的许多老旧码头已经丧失了原有的
功能，间接或直接地导致了长江沿线的砂石遍地、污水直排
等环境问题。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要求提出后，湖北省坚持铁腕治污，于2018年启动了长江
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首当其冲的便是非法码头整治专
项战役。

与码头整治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化工围江”的破解。
作为长江一级支流，黄柏河是宜昌市重要的水源地，承

担着为200万人提供饮水和灌溉100万亩农田的重任，被
当地人称为宜昌的“母亲河”。

“你们现在看到河水很干净，但当年可不是这样。”在黄
柏河清漂队队长毕家培的回忆中，几年前，黄柏河边到处堆
放着露天垃圾，河水甚至一度变成褐色。

据当地环保部门调查，上游密集的磷矿是当年影响黄
柏河水质最主要的原因，黄柏河流域内磷矿资源探明储量
达30多亿吨，一度有磷矿开采项目46个，上游矿山未经处
理的废水排放，再加上农村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排污，共同
造成了流域水体污染。

工业排污造成水质恶化，黄柏河只是一个缩影。湖北
省沿江化工企业众多，其中“三磷”企业约占长江流域7省市
总数的四分之一。破解粗放发展带来的“化工围江”，治理

“三磷”污染，成为湖北推进长江大保护工作不得不面对的
难题。按照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的整体部署，2018年，湖
北省印发了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任务清单，打响了沿江
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专项战役。

针对磷矿企业集中的黄柏河流域，宜昌市持续推进流
域系统治理，出台了《宜昌市黄柏河流域保护条例》，制定了
分区保护等管控措施。在一系列措施之下，黄柏河流域水
质持续改善。

最新统计显示，全省至今已累计关改搬转439家沿江
化工企业，“壮士断腕”般的有力治理之下，“化工围江”的局
面已得到破解。

除此之外，湖北长江大保护这些年来的战果还包括：清
查长江、汉江、清江入河排污口1.25万个；排查整治“千吨万
人”水源地问题950个；完成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214
个，消除黑臭水体总长度524公里；新建、改造乡镇污水处
理厂828座，实现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建成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设施156座，全省所有社区和乡村实现垃圾中
转站全覆盖；全省2853艘400总吨及以上船舶污染防治设
施改造全部完成……

一系列生态重大工程的实施，陆续解决了长江沿线水
中、岸上的问题，长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1年，湖
北省190个国控断面（水域）的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3.7%
（178个），劣Ⅴ类断面持续为0，超额完成国家下达年度目
标任务，水清、岸绿、河畅的长江绿色生态廊道正在形成。

修复生态，让长江重新充满盎然生机
2020年9月的一天清晨，武汉长江大桥上游江段，一位

在汉阳江滩散步的市民，惊喜地拍到了成群江豚在江中乘
风破浪的画面。这是近年来首次在武汉市中心江段拍摄到
江豚活动的影像资料，这一发现令环保专家们兴奋不已。

长江江豚，是长江特有的鲸豚类动物，因自带迷人微
笑，而被人们称为“微笑天使”，它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旗舰
物种，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然而，由于长江生态
环境的严峻，江豚的生存一度陷入极度濒危的状况。

有专家解读，江豚在武汉江面的重现，与近几年来实施
的长江大保护工作密切相关，由于长江水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水质优良，鱼类资源日益丰富，吸引了江豚前
来捕食。

来自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
科考数据则表明，武汉白沙洲水域正
在形成稳定的江豚群体栖息地，长江
汉江两江交汇处和天兴洲水域在未
来也极可能成为江豚的活动水域，居
民有望看到更多的江豚出水嬉戏的
画面。

不只是武汉，上游的宜昌同样传
来了喜讯，随着长江水质持续向好，
宜昌江段常年都可以观测到野生江
豚的身影。

生物完整性和多样性是判断长
江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为了让长
江重新充满盎然生机，长江的守护者
们一直在努力。

作为湖北长江水生态保护与修
复青年科技创新团队的负责人，潘晓
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
为“长江大保护”助力。她介绍，由于
亲本数量越来越少，或者繁殖条件不
能满足等原因，造成鱼类不能自然繁
殖或者繁殖率低，是引起长江鱼类减
少、生物多样性下降的直接原因。而
进行全人工繁育，可有计划实现鱼类
的规模化繁殖。为此，她的团队一直
在攻克珍稀特有鱼类保育和增殖放
流技术，先后破解了20多种珍稀特有
鱼类人工繁育难题。建设了三峡珍
稀特有水生动物种质资源库活体库

和基因库。驯养有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等20种珍稀特
有鱼类。收集、保存了146种水生动物的遗传资源样本13
万余份。

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一边是做“加法”，一边也要做
“减法”。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湖北团代表、洪湖市
滨湖办事处船头咀村村医谢爱娥，在驻地酒店展示了从家
里带来的三张大幅照片。三张照片拍的都是洪湖。第一张
照片中，湖水里插满了密林般的竹竿，养鱼的围网将湖面分
割成一个巨大迷宫；第二张照片，湖中的围网不见了，万顷
碧波一望无际；第三张，新建的渔民安置点里，一栋栋新楼
拔地而起，小区整洁而美丽。

这三张照片反映的是洪湖退渔还湖之后渔民生存状况
的变化。谢爱娥所居住的船头咀村，原是由200多艘船屋
组成的渔村，渔民们以船为家，长年生活在水上。洪湖全面
退渔还湖后，她和大家一道，告别了水上船屋，搬进了岸上
的新居，而谢爱娥的经历背后，则是湖北省近年来对洪湖生
态的大修复和大保护。

洪湖是湖北省第一大淡水湖。然而，开始于20世纪的
“围湖造田”“围湖挽埂”“围网养殖”，一度侵占了洪湖近
90%的天然湿地，渔民的生活垃圾和养鱼饲料也进一步导
致环境恶化。2018年7月，洪湖宣布全面禁捕，着手对湖区
19.99万亩围垸进行退垸还湖还湿。通过拆围与退垸，洪湖
恢复天然湿地面积20余万亩，扩大天然湿地面积近50%，
为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减少人类活动与
干扰之后的洪湖，水生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洪湖的鸟类数
量也明显增多。夏候鸟数量超过3万只，冬候鸟超过10万
只，小天鹅、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都重返洪湖，重现出鹤汀
凫渚、雁阵排空的胜景。

2020年7月1日，湖北的长江生态保护迎来了历史性
的一幕。从这一天起，湖北在全国率先实施长江“十年禁
渔”。24天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长江汉江湖北
段实施禁捕的决定》，以地方立法推动禁捕退捕，在全国尚
属首例。

通过禁捕退捕，湖北省先后回收或拆解渔船3.42万艘，
2.35万名上岸渔民全部妥善安置。关停搬迁禁养区畜禽养
殖场（户）1.28万家，拆除围栏围网养殖127.6万亩，流域治理
协调机制得到进一步落实，联合执法成为常态。

让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
在宜昌市夷陵区平湖社区，宋会敏和丈夫杨锦一道发

起成立了夷陵区爱邻环保公益服务中心。两口子进农村推
动厨余堆肥变废为宝，进学校推动零废弃校园创建，进小区
推动厨余垃圾就地消化，坚持定期开展环保公益活动，组织
带动了一批环保志愿者，为夷陵增添了环保公益的主力军，
连他们12岁的孩子也加入了“环保小讲师”团队，经常在学
校和班上进行环保知识宣传。

在武汉，各级妇联组织通过组织开展各类生态环保活
动，发动巾帼志愿服务队，结合各自辖区河湖的实际情况，定
期开展“线上+线下”巡湖宣传活动，引导她们共同参与到河
湖管护工作中来。在汉阳墨水湖，民间湖长带领巾帼志愿服
务队员，每月定期开展3~4次巡湖活动，同时建立线上微信
群，定期进行宣传引导，增强基层妇女群众保护河湖生态环
境意识。

科普与科研同步，为了汇聚母亲河保护的合力，潘晓洁
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既是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又是科普宣传

的 倡 导
者，积极投身
长江水生态保护志
愿服务。她们带领公众走
进水生态保护基地与中华鲟亲密接触活动，和家长们一起陪
伴小朋友近距离接触中华鲟，了解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并与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丹江口鱼
类增殖放流活动，放流鲢、鳙、草鱼等6种鱼苗共20万尾，让
长江“十年禁渔”、水源地生态保护得到大力宣传。

修正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不再守着青山绿水过灰头
土脸的日子，长江大保护的直接受益者，无疑是生活在长江
边的所有人。随着长江大保护的推进，人们与长江的关系
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一味地向长江索取，到与长江良
性互动，和谐共生。

为织牢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网，强化法治保障，湖北近年
来先后出台《湖北省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湖北省清江
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关于推进长江保护法贯彻实施
守护长江母亲河促进我省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等
10多部地方性法规，为保护母亲河铸就了“法治盾牌”。

源头发力，规划先行。湖北在全国率先出台实施省级
《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形成“1+5+
N”规划体系。建立“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和

“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制度支撑，设立河湖
警长。严格执行“国家负面清单+湖北实施细则”管理机制，
全省22.3%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红线保护范围。全省河流、
湖泊实现河湖长制全覆盖，省委书记、省长担任省级总河湖
长，多名省级领导领衔省级河湖长。强化整改落实。全省
81个县区初步建立起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全面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行环保责任

“一追到底”、破坏生态“一票否决”。
修复长江生态，债须痛心还，但环保与发展的冲突又该

如何调和？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保护、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湖北的答案是绿色发展，以长江大保护为机遇，建立绿色
GDP考评体系，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同时优化产业布
局，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在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的同时，湖北也实
施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十大战略性举措”，启动绿色发
展58项重大事项、91个重大项目，为的就是不断增加经济
发展的“含新量”“含绿量”“含金量”，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
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做法。

由于化工占据宜昌工业三分之一比重，破解“化工围
江”一度导致该市GDP增速大幅下滑。通过引导企业向高
精尖、向绿色循环发展。2018年，宜昌就快速恢复了元气，
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回升，多项指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宜昌兴发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企业，2016年
以来，兴发集团积极推进“关停、转型、搬迁、治污、复绿”五
大工程，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聚焦高技术、高效益、低
排放、低污染的微电子和有机硅新材料等项目，集团公司加
快推动传统磷化工向新材料转型升级，实现了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了产业高质量发展，经济效益不降反升。

在长江之滨，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加速孕育生
长。

在武汉，经过多年培育，小米、京东方、天马等企业纷纷
发力，正在托举“光芯屏端网”全产业链布局，万亿级光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已成雏形；光谷生物城集聚生物企业2400余
家、创新创业者逾6万人；中国首家商业火箭公司、首个国家
级商业航天产业基地落户长江之滨；湖北制造的世界首枚星
箭一体固体运载火箭“快舟一号甲”，以一箭三星方式完成中
国航天史上首次商业发射；襄阳片区已具备完整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体系，正在着力打造中国新能源汽车之都……

绿色，正在成为湖北经济越来越鲜明的发展底色。
“‘十四五’期间，湖北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江

和考察湖北时的殷殷嘱托，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
路，继续统筹推进长江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表示，“十四五”期间，湖北
各地将围绕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总体目标，
强化部门综合协调，完善调度、督办、检查等工作机制，力
争长江水生态环境质量稳中有升，同时全面推进国土绿
化,实施造林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工程，积极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与修复。完成湖北长江三峡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工作试点，巩固提升长江“十年禁渔”成果，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加强自然保护
地问题整改和查处。

绿意盈盈，碧水清清，可以期待，就在不远的
将来，更加壮美的楚天长江图将会出
现在世人的面前，“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将在荆楚大地变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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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控断面（水
域）的水质优良

比 例 达 到 93.7%
（178个），劣Ⅴ类断面

持续为0，水清、岸绿、河
畅的长江绿色生态廊道正
在形成

建设三峡珍稀特有水生动物种质
资源库活体库和基因库。驯养有中华
鲟、长江鲟、胭脂鱼等20种珍稀特有鱼
类。收集、保存了146种水生动物的遗
传资源样本13万余份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是中华民族长
远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长江干线流经里程超过千里的唯一省份，以及
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湖北坚决扛
起政治责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持续推进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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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湖北省

累计关改搬转沿江化工企业

439家
完成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

214个

新建、改造乡镇污水处理厂

828座
建成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156座

本版摄影：姚鹏

经过多年的整治和绿化经过多年的整治和绿化，，武汉的两江四岸已经共同组成了巨大的城市公园武汉的两江四岸已经共同组成了巨大的城市公园。。图为汉口江滩图为汉口江滩。。

在湖边骑车、散步、欣赏夕阳
已经是许多武汉人生活的一部分。

22.3%
国土面积已纳
入生态红线保
护范围

湖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