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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河归鄱湖，鄱湖入长江。拥有 152 公

里长江岸线的江西，97.7%的国土面积属长

江流域，承担着“一湖清水入江、一江清水东

流”的重大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

设。去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南昌

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指出，“从长远来看，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

质量的生态环境。”

殷 殷 嘱 托 ，言 犹 在 耳 。 实 施 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战 略 以 来 ，我 省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

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

和生态环境“高颜值”协同并进。

湖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位于长江与鄱

阳湖交汇处。如今，园区内企业改变了水

管、气管传统地埋方式，实施雨水明沟化、污

水管廊化，有效杜绝了偷排现象。该园区还

运用无人机巡查、数据在线监测等智能化监

管方式，对入江排口实施全天候监控，确保

入江水质安全。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推

动形成“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流

域保护治理长效机制，江西省与湖北省、安徽

省签订长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连

续八年实施全流域生态补偿，累计筹集流域

补偿资金 295.48 亿元。2020 年 1 月 1 日，江

西提前一年实施禁捕退捕工作，加快促进长

江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修复。

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 42 项江西

改革成果在全国推广；森林覆盖率长期稳定

在 63.1%、位居全国第二；生态质量指数保持

全国领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PM2.5
平均浓度两项指标稳居中部六省第一；长江

干流江西段连续 6 年、赣江干流连续 3 年保

持Ⅱ类水质；完成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

生态修复任务，修复废弃矿山 357 座、面积

2.47 万亩……一组组数据，展现了江西筑牢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屏障的生动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江西各地一直在践行“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

今年 3 月，蓝冠噪鹛国家保护研究中心

在江西设立。今年 6 月，国家林草局公布蓝

冠噪鹛现有个体数量提升至 600 只。被誉

为“鸟中大熊猫”的蓝冠噪鹛在婺源县秋口

镇石门自然村安心繁衍、不断壮大，让石门

自然村村民吃上了“生态饭”。今年以来，石

门自然村日均接待游客 3000 人次，2024 年

村民人均年收入有望超过 5万元。

绿 色 低 碳 成 为 江 西 高 质 量 发 展 主 旋

律。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在 2023 年历史性

超过煤电，绿色成为江西省电力装机增长的

“主色调”。江西省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

划，在落实“双碳”目标中培育产业竞争新优

势，不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

构持续向好。今年 1 至 8 月，全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 2.3%、18.0%、16.4%，产业发展

质效持续提升。

金 秋 时 节 ，一 幅 充 满 生 机 、绿 意 盎 然

的 生 态 画 卷 ，在 赣 鄱 大 地 徐 徐 展 开 ，见 证

一江碧水展新颜，4500 万赣鄱儿女凝心聚

力，朝着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砥砺前行。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

全局的重大战略。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进一

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征程上进

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金秋十月，江西日报携手四川日报、重庆日报、安徽日报、湖北日

报、湖南日报、浙江日报，聚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展现沿线省市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

秋日清晨，在成都锦江边巡河，成群的鸟儿

在水面上嬉戏追逐，与水面倒影中的高楼和绿植

交相辉映，形成一幅绝妙水墨画卷；夕阳西下，宜

宾长江边上的李庄古镇游人络绎不绝，江面上曾

经四处飘荡的油烟和“啪嗒啪嗒”的噪声已不复

存在，“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景色宜人，环境效

益和经济效益已然显现。

“千河之省”四川地处长江上游，作为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流域面积接近长

江经济带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近年来，四川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创新实践成果丰硕。

在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宜宾江安长江协助

巡护队队员迎着夕阳开启夜间巡护。今年 4 月，

该团队参与的长江鲟种群重建试验取得成功，野

生长江鲟在人工铺设的产床上产卵并成功孵化

出幼苗，迈出了长江鲟种群重建的第一步。

今年上半年，长江、金沙江干流宜宾段断面

水质 100%稳定达地表水Ⅱ类，长江干流Ⅱ类水

天数达 182天，较去年同期稳定增加。

宜宾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是四川全力守护

一江清水的缩影。2023 年，四川省 203 个国考断

面、142 个省考断面、285 个水功能区首次实现全

面达标，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0.6 个百分点。今年 1 至 6 月，203 个国考断面优

良率 98%，同比上升 1个百分点。

“围绕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全省上

下共同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立足于建设

美丽中国先行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先行区和绿

色发展先行区“三个先行区”，四川抓好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保障高质量发

展、筑牢生态安全底线等重点工作。

近年来，四川还通过协同立法等形式，制定

出台沱江、赤水河、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

条例或决定，不断织密织牢生态环保法治网；开

展水、大气、土壤、固废等执法检查，以更高标准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护航长江黄河上游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长江起点向北 5 公里的地方，过去是宜宾沿

江工业区，化工、热电、水泥、造纸等老工业企业

一度“围江”布局。宜宾先后投入 60 亿元专项资

金 ，对 数 十 家 企 业 进 行 整 体 搬 迁 、分 步 入 园 或

关停。

在泸州，大量的酒企生产要用水，同时也会排

出污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泸州白酒产业园区

将290余家白酒制造上下游企业集聚在园区，并在

园区布局建设了地埋式工业污水处理厂，确保污

水达标排放。

不仅有传统产业的转型，更有绿色新能源产

业的崛起。今年 3 月，国家九大清洁能源基地之

一的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累计发电量

突破 1 万亿千瓦时，绿色清洁能源发电量减排二

氧化碳约 8 亿吨，相当于 800 多万公顷人工林的

固碳量。

绿色低碳优势产业方面也在频频发力，尤其

是动力电池和晶硅光伏，对四川能源结构优化、

发展能效提升、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起到关键

作用。

近年来，四川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

发展优势，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努力走出一条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支撑四川

未来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近日，在重庆市万州区水产研究所

珍稀鱼人工繁育车间，胭脂鱼苗在种池

内活泼地游动。

科研组组长王飞拉开渔网，小心翼

翼舀起鱼苗，快速转移到邻近的鱼池。

鱼儿迅速散开，在水中欢腾游弋。

为了提高胭脂鱼的成活率，科研人

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转池。

胭脂鱼又称“亚洲美人鱼”，是胭脂

鱼科在中国的代表。

曾经，胭脂鱼是江中“名角儿”，长江

上中下游都有它的倩影。然而，由于过

度捕捞及自然繁育困难，胭脂鱼数量锐

减，野外种群濒临灭绝。

从繁盛到濒危的胭脂鱼，亦是长江

众多生物命运的缩影。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

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6 年 1 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

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

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殷殷嘱托，言犹在耳。

8 年里，重庆一项项举措对症下药、

系统施治——

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污水管网

加速建设、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十年

禁渔”扎实推进、在全国率先建立三级

“双总河长”和四级河长体系……

“重庆正以制度为基础，不断健全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织密绿色网络。”重庆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局 长 余 国 东 介 绍 ，近 年

来 ，重 庆 牢 记“ 共 抓 大 保 护 、不 搞 大 开

发”，一体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废、

治塑、治山、治岸、治城、治乡“九治”，努

力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城乡环境质

量不断提升，呈现出山清水秀、天蓝地绿

的巴渝风貌。

截至目前，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

持为Ⅱ类，74 个国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达 98.6%，全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流域水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长江干流重庆段鱼

类资源量总体呈明显上升趋势，较禁捕

前增加 47种，达到 93种。

10 月的重庆缙云山，林海苍茫、奇峰

耸翠，诉说着践行“两山”理念的故事。

曾经，由于无序开发、管理滞后等原

因，缙云山出现了居民私搭乱建、违规经

营农家乐及酒店、“蚕食”林地等问题。

2018 年以来，缙云山生态整治累计

拆除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 62 万平方米，

269 宗突出环境问题全部清零。同时，探

索生态价值转换机制，近 3 年，导入温泉

度假、精品民宿、生态农业等产业，实现

缙云山片区村集体经济收入 1300 多万

元，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 9.5%。

如今的缙云山，山清水秀。坐拥绿

水青山的村民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重庆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

算，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

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推动林业碳票交

易、排污权交易等。重庆市北碚区开展

GEP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构建科学合理

的 GEP 核算指标体系，全面启动生态环

境导向开发模式试点工作，推动生态环

境治理和城市开发相结合，实现缙云山

生态环境资源化、产业经济绿色化，提升

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余国东

介绍，重庆以改革之力，探索实现发展

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打通“两山”

转化通道，让好生态、好山水成为“有价

之宝”。

波涛滚滚，碧水东流。长江经安徽省安庆、

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五市，在江淮大地蜿蜒

416公里，素有“八百里皖江”之称。

作 为 长 江 经 济 带 承 东 启 西 的 重 要 节 点 省

份，安徽把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

徽）经济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一号工程”，坚持

问题整改与污染防治并重，突出抓好长江治污、

治岸、治渔三件大事，切实担起“一江碧水向东

流”的重任，积极打造美丽中国“安徽样板”。

金秋时节，在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

和雨山区交界处的薛家洼生态园，记者看到，长

江岸边芦苇随风摇曳，不时有鱼儿翻腾跃出江

面，一片生机盎然景象。

“这样的场景与数年前大相径庭，这里曾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不仅路不好走，空

气污染还严重。”马鞍山市退捕渔民陈兰香说。

薛家洼生态园毗邻长江岸边，曾是长江渔

民、渔船最集中的地段。由于缺乏有效管控，这

里一度水体污染严重。2019 年，马鞍山市开展

以薛家洼为重点区域的长江东岸综合整治。关

停并转“散乱污”企业、拆除非法码头、修复岸

堤、植树复绿、清理固废等一系列整治工程在这

里展开。通过集中整治和生态修复，不仅鱼和

鸟回来了，就连江豚也开始重现身影。

薛家洼的生态蝶变，正是安徽牢固树立和

践行“两山”理念，坚持共抓长江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统筹治污、治岸、治渔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安徽始终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 、依 法 治 污 ，协 同 推 进 降 碳 、减 污 、扩 绿 、增

长。从集中攻克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入手，一体推进治污、治岸、治渔，还百姓蓝

天白云、水清岸绿的美好家园。

为 消 除 长 江 污 染 隐 患 ，安 徽 对 长 江 干 流

4558 个排污口进行全覆盖排查、监测和溯源，确

定 691 个排污口，对其中 97 个工业企业排污口

安装联网自动监控设备，基本实现长江干流入

河排污口水质监测监控。

环境治理成效明显。今年上半年，长江安

徽段水质持续稳定为Ⅱ类水平。长江安徽段流

域 8条重要支流、44个水生生物保护区范围内全

面实施禁捕，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趋势初

显。如今，“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丽画卷正

在长江安徽段徐徐展开。

生态优先，美丽长江“只此青绿”。当前，安

徽正以着力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为目标，以构建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绿色低

碳发展机制为引领，持续壮大绿色生产力。

位 于 安 庆 市 的 华 茂 集 团 智 能 纺 纱 工 厂 打

造“5G+智慧产业园”，产能提高近三成的同时

能耗却降低了 25%；位于芜湖市的我国最大水

泥建材企业海螺集团，在行业率先建成全球第

一个水泥窑尾烟气碳捕集纯化项目、全球第一

个水泥全流程智能工厂等，成功实施了一批重

大 科 技 创 新 项 目 …… 长 江 之 畔 的 企 业 通 过 一

次次技术改造、设备升级，不断为长江经济带

发展蓄势赋能，更让绿色发展理念植根于产业

升级之中。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科技资源最富集、最

具科技创新活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区域之

一，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有着得天

独厚的条件。当前，安徽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之重器”优势，

推动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催生出一

批“从 0到 1”的原创成果。

绿色迸发新动能
安徽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晓宇

1061 公里，是长江干流在湖北境内留下

的“足迹”。湖北，长江干流岸线最长省份。

回望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

考察，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定航、擘画蓝

图：“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规划先行，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沿江省

市中，湖北率先编制《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从源头上立起

生态优先的“规矩”。

十大战役，攻坚升级不停歇。2018 年，

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打响”，全省

“点对点、实打实、硬碰硬”打好沿江化工关

改搬转等各专项战役。沿江 1 公里范围内，

118 家化工企业全部关改搬转，实现“搬新、

搬高、搬绿、搬强”。

去年初，《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

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治荆楚必先治水”的

最新指引。规划纲要锁定全省 3 个一级流

域、16 个二级流域，将安全管控的负面清单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清单，严控到每一条

河流。

今年，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里，迎来了 498 头小麋鹿。悦耳的“呦呦鹿

鸣”声中，很难令人想起，曾经，麋鹿是消失

的物种之一。

麋鹿本为中国独有，19 世纪末彻底消

失。在消失前，曾被引入欧洲。1985 年，22
头麋鹿乘专机从英国乌邦寺抵京，开始了麋

鹿回归中国的历史。

重建麋鹿自然种群的第一步，便是寻

找合适的栖息地。专家判断，天鹅洲作为

长江故道，洲滩纵横、林草丰茂，适合麋鹿

生活。1993 年和 1994 年，石首麋鹿自然保

护区分两批从北京引进麋鹿 64 头。为了让

麋鹿栖息繁衍，保护区工作人员开始了艰

辛摸索。

如今，从人工圈养到野外放养，石首麋

鹿家族繁衍至 3800 余头，从当初的 1 个麋鹿

种群发展到现在的 4 个自然野生麋鹿种群，

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

麋鹿“失而复得”，是湖北开展系统保

护、流域共治的缩影。湖北突破传统空间观

念，加强流域区域之间的协同协作、联保共

治，统筹考虑单元内水、气、土、固废污染治

理等多种因素，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协同实

施、全域推进。

2023 年，湖北长江干流、汉江干流、丹江

口库区及主要支流总体水质为优；17个重点

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3.3%，

与 2022 年相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全省生

态质量指数为 70.41，生态质量等级稳定在

一类。

一手抓保护、一手抓发展，湖北积极把

生产、生活、生态统筹起来，使绿水青山成为

生产要素，绿色产业和清洁能源体系加快形

成，绿电装机占比达到 65%，全省以全国第

22位的能耗强度支撑了第 7位的经济总量。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湖北跑

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促进新质生产力加

快成长壮大。全省以 5 个万亿级支柱产业、

10 个五千亿级优势产业、20 个千亿级特色

产业为骨干的“51020”现代产业集群加速崛

起，光芯屏端网、汽车制造与服务、大健康三

大产业今年有望达到万亿规模。

大江奔涌，不舍昼夜。

以“保护就是发展”为理念追求、奋进中

国式现代化之路，湖北正以更加雄浑激越的

旋律，奏响新时代长江的澎湃乐章。

寒露过后，天气日渐凉爽，“微笑天

使”江豚更加活跃。漫步洞庭湖，撞见江

豚现身，时而甩尾跃出水面，时而俯头窜

入水中的景象，令人流连。

“洞庭湖更适合这些呆萌可爱的‘微

笑天使’生存了！”湖南岳阳市“河小青”环

保志愿者谭格，长期活跃在江豚保护工作

中。她说，江豚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是

长江生态系统兴衰的指示生物，曾经一度

面临着功能性灭绝的风险。

长江湖南段绵延 163 公里，全部位于

岳阳境内，岳阳与长江相依，受长江滋养，

因 长 江 而 兴 。 早 年 ，洞 庭 湖 遍 布“ 迷 魂

阵”，渔民们用竹竿和尼龙网竖起一道道

围挡，把原本宽阔的湖面切割得支离破

碎，还有许多船只采砂挖泥，开展非法捕

捞，“长江之肾”创伤不已。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阳视察，

留下“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保

护长江生态环境成为发展“底线”，湖南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狠抓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持之以恒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和修复。

扎实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持续开展

“湘剑护农”“洞庭清波”等专项行动……

近年来，湖南严厉打击洞庭湖非法捕捞，

积极开展复绿护绿，眼看着生态变好了，

江豚数量从 2017 年的 110 头增长到如今

160多头。

不 仅 江 豚 回 来 了 ，通 过 全 面 做 好 候

鸟、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以及鱼类增殖放流

工 作 ，2024 年 ，洞 庭 湖 越 冬 候 鸟 数 量 达

38.18 万只，较 2015 年增加了 1.5 倍，麋鹿

增至 289头。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

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湖

南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4+1”工

程，大力推进花垣县“锰三角”矿业污染综

合整治和绿色转型发展，持续开展“守护

蓝天”“洞庭碧水”攻坚行动。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的 93 个问题完成整

改 77 个，中央前 3 次环保督察反馈整改任

务 173项完成整改 143项。

如今，长江湖南段，碧水清波，奔腾不

息。长江干流湖南段和湘资沅澧四水干

流 131 个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

例为 96.6%。江岸边，76 家沿江化工企业

和 45 家城镇人口密集区危化品企业全面

搬迁改造，曾经“化工围城”的景象，彻底

成为历史。

“通过搬迁，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获得了新生。”湖南福尔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永战没想到，位于长江附

近的老厂拆除之后，公司以搬迁新厂房

为契机，进行数字化升级，年产能扩大近

5 倍，成为全球最大的重金属螯合剂生产

企业。

随着 22 家沿江化工企业的全部关闭

退出或搬迁重建，长江岸线上，一个高端

化、集约化、生态化的化工产业集群蓬勃

兴起。曾经的化工重镇岳阳，建设成为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为湖南经济发

展不断增添“含绿量”“含新量”。

每天，岳阳城陵矶港码头，进进出出

的大型船舶、成山成垛的集装箱、来来往

往 的 运 输 车 辆 …… 展 示“ 长 江 中 游 第 一

矶”的开放实力。湖南充分利用岳阳通江

达海的优势，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推进

自贸试验区建设，今年 1 至 7 月实现进出

口额 902.12 亿元，对非贸易规模保持中西

部第一。

浙江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是长江三

角洲城市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纽带，更是长

江经济带的重要支点枢纽。多年来，浙江

省牢牢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导向，推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如今的浙江，从浙北水乡古镇到浙南

村落田园，从浙西秀山丽水到浙东海岛渔

村，处处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浙江的“绿

色成绩单”也十分亮眼：浙江以占全国 1%
的土地、3%的用水量、5%的能源消耗量，

创造了全国 6.4%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发

展综合得分居全国前列；浙江省控以上断

面Ⅲ类以上水质比例达 97.4%，珍稀濒危

物种的种群持续增长；全省美丽乡村覆盖

率达到 9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测评名列

前茅……

那么，这些年，浙江是如何进行生态

“修行”？考出这份“成绩单”又有什么“宝

典”呢？

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但其实，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浙江，也曾在环

境与资源方面遭遇“成长中的烦恼”。

“作为‘ 地 域 小 省 ’‘ 资 源 小 省 ’‘ 环

境 容 量 小 省 ’的 浙 江 省 ，在 21 世 纪 之 初

面临了‘三大矛盾’。”浙江农林大学生态

文明研究院院长、国家级人才、浙江省特

级专家沈满洪总结道，一是经济高速增

长与环境污染加剧、环境容量有限的矛

盾，二是经济总量扩张与资源供给有限、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三是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与政府

不尽理想的生态环境供给之间的矛盾。

“显然，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代

价实现‘高增长’的路子难以为继。”沈满

洪说。

2002 年 底 ，浙 江 提 出 生 态 省 建 设 战

略，2003 年，创建生态省成为“八八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是浙江人悉心守护的底色。

“解决‘成长中的烦恼’不是一招一式所能

及的，而是采取了系统论方法和组合拳招

式予以推进。”沈满洪说，浙江生态文明建

设始终坚持绿色主线，一任接着一任干，

不断推进迭代升级，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目标经历了生态环境保护、绿色浙江建

设、生态省建设、生态浙江建设、美丽浙江

建设、诗画浙江建设等。

在“八八战略”和“两山”理念的指引

下，浙江不断探索生态省建设推进路径。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全国首个跨

省流域生态补偿改革试点……这一系列

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国首创，为我国探索绿

色发展之路提供了“浙江经验”。

除此之外，2010 年，浙江率先在全国

设立浙江生态日。沈满洪说，浙江省在创

建生态省的过程中曾面临了一段时期的

“胶着”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以生态省建

设为载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需要全面

动员、全民动员。于是，浙江生态日应运

而生。

往后的十四年间，浙江在生态文明建

设上先行示范，不断开辟美丽浙江新境

界，绿色正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2017 年底，浙江水质劣五类断面全面

消除；2018 年，“千万工程”获联合国“地球

卫士奖”；2019 年，浙江建成全国首个生态

省；2020 年，浙江省在全国首个开展全省

域“无废城市”建设；2023 年，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全国推广，同年，“蓝色循环”模式

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全省生态环境

公众满意度连续 12年提升……

沈满洪认为，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看，浙江省是走在全

国前列的模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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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湖口县的长江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基地位于湖口县的长江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基地。。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吴文兵摄

重庆市巫山县文峰景区重庆市巫山县文峰景区，，游客正在观游客正在观

看秀美巫峡看秀美巫峡，，欣赏绚丽红叶欣赏绚丽红叶。。

重庆日报全媒体记者重庆日报全媒体记者 龙龙 帆摄帆摄

宜宾市长江三江口宜宾市长江三江口。。通讯员通讯员 罗罗 顺摄顺摄

长江湖南临湘段生机盎然长江湖南临湘段生机盎然。。

通讯员通讯员 陈仕林摄陈仕林摄

杭州西湖美景杭州西湖美景。。

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嘉楠摄王嘉楠摄

长江在湖北的一级支流长江在湖北的一级支流———清江建始段—清江建始段

美景美景。。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柯 皓摄皓摄 近日近日，，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段长江航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段长江航

道上道上，，装运生产和生活物资的货运船舶往返装运生产和生活物资的货运船舶往返

穿梭穿梭，，一派繁忙景象一派繁忙景象。。 通讯员通讯员 肖本祥摄肖本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