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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 湖 北 省 在 全 国 率 先 出 台
《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总体规划》，围绕水污染治理、水生态
保护、水资源利用，初步建立总投资
1.14 万 亿 元 的 项 目 库 ， 助 力 长 江 大
保护。

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湖北地处长江
之“腰”，境内长江干线长达 1061 公
里，占长江干流三分之一，是长江干流
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湖北省委书记蒋
超良说,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重要指示
精神，严厉查处违法排污，严肃追究执
法不力，严格问责落实不力。同时，坚
定不移抓生态修复，把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启动实施一批长江
生态环境重大修复工程。

构筑长江生态防线

不久前，晨鸣纸业在湖北黄冈市南
湖工业园总投资 281 亿元的 130.6 万吨
造纸项目被叫停。黄冈市是老区、山
区，地处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招来
这样的大企业、大项目不容易。为何将

“财神”往外推？
原因是南湖工业园毗邻长江,湖北

省明确规定，长江沿岸实行“一迁两禁
一停”：沿岸1公里范围内的重化工及造
纸企业实行搬迁入园；禁止审批长江1
公里范围内的重化工及造纸行业项目；
禁止审批没有环境容量和总量的建设项
目；对超过1公里、不足15公里的重化
工及造纸行业建设项目环评一律暂停审
批。这个造纸大项目，就被卡在了“红
线”之外。

严格长江大保护，湖北首先注重立
法、立规。

湖北省制定了《湖北长江经济带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和5个专

项规划，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环境资
源承载能力之内，为未来发展留足绿色
空间。

猛药去疴，3 年间，湖北还出台了
两部条例一个决定，以地方法规的刚性
约束，保护蓝天、碧水、净土，在全国
率先为长江构筑了生态防线。

按照有关规定，“不能尽职尽责，
使辖区内水环境质量恶化，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引
咎辞职”。《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
的决定》《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是湖北为保护长江、建设生态长江，群
策群力的顶层设计，堪称生态建设的

“湖北样本”。
同 时 ， 湖 北 还 强 化 了 “ 三 线 一

单”，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约束作用，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
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之内，为未来发展留
足绿色空间。对长江岸线资源“留
白”，统筹优化岸线利用和港口布局，
严把审批关，控制增量，盘活存量，长
江岸线原则上只建设 3000 吨级及以上
规模的泊位。

严打涉江环境违法

私设暗管，超标排放，罚款 2196
万元。去年6月份，湖北楚源高新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湖北华丽
染料工业有限公司收到了湖北省环保史
上最大罚单。不仅如此，企业还须停产
整顿，完善排污设施。

对损害长江生态的问题，湖北排查
越来越细，下手越来越“狠”。

湖北省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蒋茂芳
介绍，去年省委宣传部、省环保厅联合
省直主要媒体记者和执法人员组成5个
暗访组，对全省长江流域沿线 8 个市

（州） 30 个区县 142 个乡镇环境保护情
况现场踏勘，共发现环境污染或生态环
境破坏问题113个，目前绝大部分已完
成整改。

蒋茂芳说，去年由省交通厅牵头多
部门共同组织开展了全省长江干线非法
码头清理整治工作，共清理各类码头
657个，其中关闭取缔长江干流非法码
头367个。2017年上半年全省又关闭取
缔长江、汉江571个非法码头。

湖北持续组织环保稽查专班实施现

场核实和突击检查，依法查处了一批环
境违法企业。去年，湖北省环保厅对沿
江488家重化工及造纸行业企业开展清
理整顿，全排查、全处理、全备案，中
止或暂停审批、暂停开工建设项目 59
个，限期搬离、关停或停产、限期整改
企业135家。

对于非法排污，湖北坚持“有案必
查、违法必究、涉刑必移”，2016 年，
全省共实施行政处罚 3182 件，罚款金
额约2.15亿元，移送行政拘留案件145
件、环境污染犯罪案件32件。

7 月初，环保部召开的长江经济带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视
频会上，通报了此前发现问题的整改情
况：湖北完成整治率为85.5%，位列第
四，排名靠前。

为了给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念响环
保“紧箍咒”，湖北还在全省推广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领导干部任期
内，在区域内发生了严重环境问题，或
者生态环境质量严重下降，就得问责，
并直接影响干部的升迁任用。

保护湖泊生态

保护湖泊生态，也是保护长江的生
态。湖泊终将汇入长江，湖库的生态质
量提升，对长江的生态修复同样有着积
极作用。

作为宜昌市最大湖泊，金湖治理经
历了一次壮士断腕：拆除千亩精养鱼
池，收回养殖权，退渔还湖，沿湖截污
和清理农业面源污染，清除湖底污泥。

推动金湖综合治理的抓手就是湖长
制。湖北省湖泊局专职副局长熊春茂介
绍，河湖长制的推行与实施，为“千湖
之省”的湖泊保护注入了新动能。

今年初，湖北出台《关于全面推行
“河湖长制”的实施意见》，从落实水资
源管理、划定河湖水生态空间、加强水
污染防治、强化水环境治理、推进水生
态修复与保护、加强执法监管等方面提
出了更高要求。

保湖库，湖北通过建立省级湖泊保
护名录，对 755 个省级保护湖泊实施水
域控制线、绿化控制线、建筑控制线“三
线”管理。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对
湿地实行保护与生态修复，建成自然保
护区79个；建成国际重要湿地、湿地保
护区（小区）和湿地公园181个。

通过生态的修复，长江湖北段水质
明显改善，去年干流总体水质为优。

各地市也纷纷用新理念、新制度、
新实践，为生态长江建设注入更多源头
活水。

武汉出台《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方案》，打造“江—河—湖—城”
交相辉映的世界名城。到 2020 年，武
汉市江湖水系将基本连通，166个湖泊
将构成国内最大的城市湖泊生态湿地
群。黄石在全国率先成立首支环境保护
警察支队，成为生态长江建设“急先
锋”。宜昌市加强城区山体、水域保
护，创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

《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出台

为生态长江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湖 北 地 处 长 江 之

“腰”，境内长江干线长达

1061公里，是长江干流流

经里程最长的省份。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湖北启动实施了

一批长江生态环境重大修

复工程。

以地方法规的刚性约

束，保护蓝天、碧水、净土，

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约束作用，将各类开发活

动限制在环境资源承载能

力之内，为未来发展留足

绿色空间

“这次‘海水稻’试种成功，加上前
期探索出的一套盐碱地改良综合配套技
术，这样‘海水稻’种植的各项技术都
基本成熟，我国数亿亩盐碱地变良田将
指日可待。”日前，在位于青岛市李沧区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的“海水稻田”
旁，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副主任张国栋
对记者说。

张国栋所说的试种成功“海水稻”
正是在这里生长的。9月28日，由中国
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领衔的技术团队培育出的最新一批“海
水稻”在这里实地测产，结果最高亩产
达 到 620.95 公 斤 ， 这 个 结 果 一 经 宣
布，现场人群沸腾了——这个亩产意味
着我国在“海水稻”研发领域取得了重
大突破。

据技术人员介绍，青岛海水稻研发
中心实验基地南侧的试验田，总共种植
了1000多份不同的海水稻。其中，7号
和 8 号试验田种植了 312 份具有较强耐
盐碱性的“海水稻”，平时用 3‰至 6‰
不同盐度的咸水浇灌。“海水稻”是耐盐
碱水稻的简称，传统水稻在较高盐碱浓
度的水田里无法正常生长，但这里的

“海水稻”已能在6‰盐度的咸水灌溉条
件下正常生长，未来随着相关研究进一
步推进，“海水稻”有望用更咸、碱性更
大的水灌溉。

“原来的预期目标为300公斤，现在
最高亩产为620.95公斤，大大超过了我
们的预期。”扬州大学教授、“耐盐碱水
稻材料评测会”测产组组长刘世平在经
过“确定测产水稻材料”“收割”“数据
测量”等多个步骤后，宣布了“海水
稻”实地测产结果。此外，还有 3 种

“海水稻”亩产测产突破了400公斤，分
别为547.72公斤、490.47公斤、438.14
公斤，都远远超过了原先预计的300公
斤估值。

“这次培育的‘海水稻’实现了多项
技术突破。”张国栋说，最重大的技术突
破在于可以用含盐 6‰的咸水直接灌溉
并且产量大幅提高，620.95公斤的亩产
量，已超过了目前已知含盐 6‰咸水中
生长的“海水稻”最高产量。

事实上，早在这次突破之前，青岛
“海水稻”研发中心已在盐碱地的改造
上开展了多年实验。从 2013 年开始，
他们在山东省东营市这一盐碱地资源丰

富的地区建立了千亩种植示范基地，研
究盐碱地改良技术，并在全国 23 个区
域组织了 35 个耐盐碱水稻品种 （系）
试点试验。从 10 月 28 日开始，东营的
稻田也开始收获，亩产能达到400公斤
左右。

通过这一系列实验，青岛“海水
稻”研发中心探索出了一套盐碱地改良
综合配套技术——即“四维改良法”。
“‘四维改良法’整合了要素物联网系
统、土壤定向调节剂、植物生长调节素
及抗逆性水稻四大要素技术配套应用于
盐碱地改良。”张国栋说，根据各地盐碱
地情况，四大要素技术可以自由搭配，
因地制宜量身定制最优解决方案。据
悉，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还推出了
与之相配套的四大支撑服务体系，包括
栽培体系、植保体系、装备系统和大数
据平台服务体系，以通过体系化服务实
现盐碱地改良。

“中国盐碱地乃至世界盐碱地改良已
经走了很长的路，但适应面广、经济可
行、行之有效的方法比较少，‘四维改良
法’优势互补，可以合力打造育种、种
植、加工、仓储、物流等产业化链条，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张国栋说。

盐碱地“海水稻”实现高产和盐碱
地改造技术的成熟，无疑将大大推动我
国盐碱地良田化进程。据悉，我国盐碱
地总数约15亿亩，其中有约3亿亩具有
改造潜力。据测算，如果在1 亿亩盐碱
地推广“海水稻”，按亩产300公斤保守
计算，年产量也将达到300亿公斤，能
养活 8000 万人口。如果再延展到全球
的 142.5 亿亩盐碱地，这个数字还将扩
大数十倍。

据悉，目前“海水稻”已走出青岛
迈向全国。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联合国
内多家科研单位，于今年成立了国内首
个耐盐碱水稻区试协作组，并首次制定
了耐盐碱水稻相关审定标准。袁隆平团
队的目标是：用 3 年时间，让耐盐碱水
稻的抗盐碱能力超过 6‰且亩产 300 公
斤以上；再用5年时间，实现稻作改良
盐碱地技术产业化，为国家增加1 亿亩
耕地，多养活 8000 万人口，并推动全
球化发展，帮助更多耕地资源稀少的国
家拓荒变田，助力解决世界粮食安全
问题。

“海水稻”技术渐趋成熟

盐 碱 地 变 良 田 进 程 加 快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孙丽云

本报讯 记 者 喻 剑 报
道：深圳强区放权改革再出
新招——深圳市政府 《关于
公布2017年深圳市强区放权
改革下放事权清单的通知》
近日公布，再下放 36 项事
权。其中，21项事权为去年
已下放事权的配套事权，以
实现事权“全链条”下放，
减少事权衔接的“真空期”
和“盲点区”。

2016年年初，深圳市以
罗湖区城市更新为突破口，
率先启动了规划国土体制机
制的改革，由此拉开了强区
放权的改革大幕。作为一项
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并
要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重大改革举措，到今天为
止，深圳市共下放了政府投
资、规划国土、城市建设、
交通运输、水务管理等领域
100余项核心事权。

改革实施一年多来，较
大程度地解决了市区权责不
对等、事权与资源配置不协
调等问题。改革下放了权
力，优化了流程，调动了基
层工作积极性，释放了城市
开发建设活力，区级履职能
力明显加强，服务效能不断
提升，改革成效初步显现。

深圳市编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由于改革涉及事项
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强区
放权改革在各区的实际运行
中存在一些问题，深圳市政
府在跟踪评估、市政协在民
主监督中都作了诊断，尤其
是部分领域事权下放整体
性、系统性不足的问题较为
突出。针对这些问题，深圳
市政府不断完善改革，进一
步下放事权。

本轮下放的事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突出事权下
放的整体性、系统性。重点对去年已下放事权的配套
事权加以明确，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
方案审批、排水审批、工程质量监管、消防审批，以
及交警、消防相关事权等共计21项，确保相关事项的
职权全链条、全流程整体协调下放，避免企业、市民
办事要市、区两头跑。

此外，本轮改革还根据基层工作实际，拓展范
围、强化力度，下放城市建设管理以及民生相关领域
事权15项。比如，高校应届毕业生接收、养老机构审
批管理事权、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审批管理事权等下放
至各区。

“新一轮事权下放，将进一步增强改革的系统
性，提升事权衔接的规范化水平，确保事权‘放得
下、接得住、用得好’。”深圳市编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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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试点，河南省修
武县充分发挥旅游业的拉动力、融合力及催化、集成作
用，借助“旅游+”，推动旅游业向深度和广度空间拓
展，全力构筑修武“大旅游”发展格局。

“旅游+民宿”激活资源。修武有 5 个中国传统村
落、10个河南省传统村落，依托资源优势，借民宿平
台大力发展旅游业，民宿旅游越来越红火。山旮旯引
来金凤凰，投资 2.3 亿元的精品民宿“云上的院子·
乡村度假小镇”落户传统村落金陵坡，项目示范点已
对外亮相。太行山深处，一斗水、平顶窑等传统村
落，主打深度体验旅游，住石头房、吃农家饭，原生
态的田园生活引来众多游人。云台山脚下，云武堂、
竹韵闲园、云栖雅苑陆续开门迎客，风格迥异的民宿
建筑与室内现代化的设计完美融合，成为都市人休闲
度假的好去处。

“旅游+特色小镇”以产业为本。特色产业是培育
特色小镇的“金钥匙”。修武依托科技创新，打造“云
台冰菊”品牌，建设冰菊小镇，融合怀药种植加工、农
耕文化体验、民宿休闲度假等产业，打造修武全域旅游
的亮点。独一无二的厚重陶瓷文化，催生出振兴修武陶
瓷产业的大手笔——当阳峪绞胎瓷小镇，目前陶瓷文化
博物馆已建成。另外，七贤培训康养小镇、巴士房车小
镇等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旅游+体育”互促共赢。体育是发展旅游产业的
重要资源，旅游是推进体育产业的重要动力，修武致力
于将旅游与体育有机融合，成功跻身首批“国家体育旅
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今年以来，中国汽车越野巡回
赛 （COT） 2017赛季河南公开赛“云台山杯”云台山
站比赛、云台山九九登山赛、2017云台山最长高空走
扁带世界吉尼斯挑战赛、体彩·环中原2017自行车公
开赛云台山站“中国人寿杯”自行车公开赛在云台山景
区轮番上演，吸引众多体育爱好者观赛。

“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电商”“旅
游+美丽乡村”……修武整合优质旅游资源，创新旅
游发展方式，加快旅游关联产业的融合，在进一步拓
展旅游业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发
展提供了新平台，带来了更多综合效益。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修武累计接待游客 793.8 万
人次，同比增长 10.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4.2 亿
元，同比增长7.6%。

河南修武：

借“旅游+”加速产业融合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范燕彬

刚建成通车的宜昌至喜长江大桥，桥的每段箱梁两侧都留着一个凹槽，用以防止桥
面雨污直接流入长江。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中华鲟，大桥还选择了“一跨过江”的方案，
仅这两项就增加生态建设成本两亿元。 刘曙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