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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举行的“2016大河对话”主题论坛上国内外嘉宾畅谈大河文明的嬗变与可持续发展——

构建国际开放平台 共促大河文明传承

万勇：武汉是带有鲜明长江印记的
城市，拥有深厚的长江文明底蕴。为更
好地拥抱长江、传承文明，武汉市兴建
了中国首座大河流域文明馆——长江文
明馆，并发起设立“大河对话”武汉论
坛 ， 旨 在 打 造 世 界 大 河 文 明 的 对 话 平
台，众筹全球智慧，携手长江流域兄弟
城市，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

“生态长江、文化长江、经济长江”，为
传承长江文明、弘扬大河文化，贡献武
汉力量。

具体来说，围绕长江水生态保护和
可持续性发展，武汉从四个方面展开工
作，归结起来四个字：调、提、净、连。

调，产业结构调优。武汉聚焦信息技
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产业，以此
来实现工业废水总量一降再降，同时推进
废水循环综合利用。

提，全面提高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
准。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武汉市正在实
施主城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的攻坚计
划。与此同时，提倡节约用水，少用少
排，少排少污染。到 2020 年，实现“一
张干网全覆盖，两江水源得保护，三镇
湖泊不纳污”。

净，控制减少农业污染。武汉要率
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有
机生态的都市农业。武汉将利用创新方
式，组合新技术新模式，加快推广清洁
种植方式。

连，河湖相连、蓝绿织城。武汉实施
“蓝网工程”，严格落实 166 个湖泊“三线
一路”保护规划，实施“绿网工程”，构建
郊野—城区—社区三级绿道网络。

涓涓细流汇长江，滔滔江水奔大海。武
汉将为长江把好生态关，推进生态长江建设。

每一条河流的存在都是人类文明与自然地景相互作用的具体呈现。数千年来，人类各具特色的文明

几乎全部起源于伟大的河流。而今，随着时代变迁、文明演进，大河流域的文明如何可持续发展？在刚刚

结束的首届“2016大河对话”主题论坛上，来自全球15个大河流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大河流域经济、文化、

生态的演变轨迹及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思想碰撞，并提出了建议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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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河 孕 育 城 市 文 明

肯尼斯·贝林：人类所使用的淡水资源，
其实只占到地球全部水资源的万分之三，但
人类重要的文明发展进程，都是围绕着这万
分之三而发生的。可以看到，伟大的城市，
大都在大河之畔。比如塞纳河畔的巴黎、泰
晤士河畔的伦敦、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哈
德孙河畔的纽约，还有长江边的武汉。

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这
些数千年前相继出现的文明，与其说是人
类智慧的结晶，不如说是大河泛滥的成
就。依赖着地势的走向一路蜿蜒奔向大海
的大河，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泛滥，给河谷地
区带去了肥沃的土壤，滋养着平原里生长
的万物。随着人口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城
市、文字、国家制度纷纷出现，在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孕育了现代人口中所说的文明。

迈克尔·特纳：城市因河流而诞生，文
明随城市而勃兴。古代早期的城市，都会

选择在有河流、有水的地方建造。古代的
四大文明古国都发源于大河流域，河流以
其丰富的乳汁孕育了人类早期的伟大文
明，并在河流两岸崛起大批的繁华城市
群。凡是河网水系发达的地区，都是城市
文明最发达的地区。

殷鸿福：世界几乎所有的大江大河毫
无例外都是文明的发祥地。武汉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自 3500 年前建城以来，依托
长江、汉水不断发展壮大，武汉已经成长为
一个国际大都市。

大河是地球系统必不可少的一环，也
是人类家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
条大河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的独特性融
合到一起，形成了多样性的发展，而这个
世界的基础便是多样性的和谐工程。独
特性本来已经存在，但是要达到和谐共存
和相互补充，还需对话来解决各种问题。

为什么要关注大河这个主题？大河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扮演

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艾德里安·施密德·布雷顿：1870 年
前后，莱茵河成为了“下水道”，整条河
一度只剩下 3 种鱼。对如此严重的污染要
怎样治理？首先，无论工业还是生活用
水，人类都需要学会节约，用更少的河水
做成更多事；其次，提高河水的质量，在
这一过程中，莱茵河沿岸的国家纷纷建造
各自的下水系统，从而将污染物分离并
去除。

此外，听取多方意见、共同协商也是
成功治理莱茵河的秘诀之一。莱茵河由南
到北流域内的德国、法国、比利时、瑞
典、奥地利等均是莱茵河保护委员会成
员，各国专家会定期面对面坐下来，相互
分享治理河流的经验，并将河流治理和经
济发展相结合，采用新科技的发展去治理
河流工业污染，通过交流协商才取得如今
的成果。

郑守仁：目前，长江干支流上已经修
建起 5 万多座水库，水资源利用率已达到
20%，水能资源利用已经达到技术可开发
量的 50%。同时，内河航运货运量连续
10 年处于世界第一位，2015 年达到了每
年 21.5 亿吨。可以说长江水资源基本满足

了流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
我国明确提出生态保护优先，在国家

新的治水战略和长江大保护前提下，将开
展新一轮的规划修编和保护战略研究，力
图通过流域综合管理，平衡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防洪抗旱与长江保护的关系，减轻
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保护长江水资源
和水环境。同时，将借助“大河对话”武
汉论坛，借鉴和学习国际大河流域保护
经验。

钮新强：“河之行有古今之异，河之
性无古今之殊，故治河无殊理”。我们要
学习古代贤人的治水理念和智慧，并与现
代 生 态 文 明 有 机 融 合 ， 指 导 当 代 治 水
实践。

促进人水和谐共生是保持流域的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注重给洪
水出路，改变长期以来人水争地，无节
制围垦河道、湖泊、湿地等做法，推进
海绵城市、生态流域建设；注重水资源
的节约与保护；注重水资源开发、配置
和调度的生态问题；注重河流开发要留
有余地、适可而止，己所不欲，勿施于
江河。

在 保 护 中 谋 发 展
大河是如此的重要，那我们如何既保护生态，又保持流域的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艾德里安·施密德·布雷顿：莱茵河治
理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实现很好的跨国合
作，必须在合适的时间迅速行动，并加强合
作，可以是两个政府之间，也可以是省市之
间，相互尊重，协同合作。这样才能让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的力量结合起来，从而找到
正确积极的解决方式。

大卫·格雷：所有大河文明之所以在
几千年前得以发展，是因为管理水资源所
需的技巧使经济社会的力量变得强大。
如今，从河流起源至大海沿岸国家之间的
合作，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合作将会建立
强大且稳定的国际社会关系，形成一个分
享利益而非分享河流的国际社会。

迈克尔·特纳：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大
河流域资源的管理关系到世界生态、经济、
文化等全方面的发展。因此，大河流域文
化遗产研究、大河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大河
资源的利用变得日益重要。如何让世界大
河之水“活起来”，进而造福整个社会？关
键是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平台交流思想与倡
议。很显然，武汉在搭建世界范围的合作
网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此次“大河对话”发表的《武汉宣言》，
将对河流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保
护大河流域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促进文化
与自然、生命之源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和谐
起到重要作用。

一是构筑大河流域城市间沟通交流的
桥梁，加强城际创新协作，促进文化、科技、
教育、旅游、创意产业和贸易的可持续发
展，促进大河流域城市之间的平等经济合
作和共同繁荣。

二是共享大河流域水土、水运、水能等
资源的管理、开发、保护、利用等方面的经
验；执行综合性的防灾减灾措施，特别是水
灾防治措施。

三是签署《大河流域博物馆合作备忘
录》，建立国际性的文化遗产合作和创新平
台，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

四是建立大河流域文化遗产可持续
发展长江中心，将以上述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文件与 2011 年联合国《关于城市历史
景观的建议书》结合起来，以促进大河流
域及邻近区域的生态保护，实现包容性、
安全性、有弹性、综合性、可持续的发展。

搭 建 合 作 新 平 台
大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流域地区合作。此次“大河对

话”，流域各地区达成了哪些共识？会有怎样的作用？

武汉是长江流域的中心节点城市，是孕育长江文明的摇篮之

一。与水共生，可持续发展，武汉有哪些探索和实践？

把 好 长 江 生 态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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