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浩荡东流，横贯东中西，连接东部
沿海和广袤内陆。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我国
重要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之一。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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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
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
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
关系。

把握五个关系的核心要义是坚持走生态
优先和绿色发展之路，这为新形势下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实践路径。
要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理念贯彻
落实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
推进等方面，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
的万里长江。

这是一场攻坚战，要突破利益藩篱，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促进要素在区
域之间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在
实际行动中形成“一盘棋”。要进一步做好
调查研究，分析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
的发展基础、特点、痛点和难点，增强系
统 思 维 、 加 强 制 度 建 设 ， 统 筹 谋 划 水 、
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

境，以行政互通、产业互联、功能互补推
动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
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
成整体合力。

这是一场创新战，要彻底摒弃以投资和
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为新动能发展创造
条件、留出空间，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不搞大开发”是“不搞破坏性
开发”，要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
展，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为新动能发
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实现腾笼换鸟、凤
凰涅槃。长江经济带发展循环经济空间巨
大，要实现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从利用
废物到减少废物的质的飞跃。贯彻“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挥市场主体和全
社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长江经济带的
绿色发展。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形成“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良
性循环。还要增强创新能力，激发社会创新
创业活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这是一场持久战，既要做好顶层设计，
一张蓝图干到底；又要坚守“功成不必在
我”的境界和坚持“功成必定有我”的担
当，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唯有共同努力，
才能使长江经济带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
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
学，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积蓄新动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予阳

给子孙后代留下美丽长江
柳 洁

贵州瓮安：优选产业 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通讯员 王富刚

坐落于乌江中游的贵州省瓮安县，是黔中
经济区的交通枢纽和重要节点城市。“十三
五”以来，瓮安县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推动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

“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
求，重在抓保护，重在绿色发展。”贵州省黔
南州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告诉记者，瓮安县一
方面积极解决生态历史欠账，狠抓污染治理，
坚决关停落后产能；另一方面处理好保护与开
发之间的关系，优选产业方向，培育新的绿色
增长点，经济发展质量不断走上新台阶。

瓮安是长江经济带水系生态环境重要控制
单元和生态屏障。近年来，瓮安深入实施生态

文明“六大专项行动”，按不同的污染因子在
空间规划上归类布局并分类施策。针对可溶性
的工业总磷渗漏，建成投运园区工业污水处理
厂；针对城市污水总磷污染，改造城市污水主
干网，提标改造和新建污水处理厂，全面提高
污水处理能力；建设生态湿地公园和生态河
道，大量种植消磷水生植物，强化生态吸附净
化功能。2017年起，该县全面取缔了乌江流域
718.23亩水域的网箱养殖。

借助瓮安县建成的15个自动监测断面的
智慧环保暨河长大数据平台，提升治理能力，
提高水质，自2018年5月起瓮安河出境断面水
质持续达到三类。

张文强表示，“十三五”期间，瓮安县坚
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以磷及磷化工为
依托，以精细化工为方向，以山地组团为载
体，积极打造中西部一流现代化工业园区。

围绕绿色工厂转型升级，瓮安打破了传统
黄磷生产装置的局限，率先启动黄磷清洁生产
综合治理，龙马磷业、瓮福黄磷等黄磷企业尾
气发电项目相继建成运行，尾气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达到绿色工厂标准。“绿色是瓮安
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底色，绿色转型是关
键。”张文强告诉记者，瓮安作为传统的农业
大县，融入长江经济带，重点要发展生态农
业，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变。据了解，“十三
五”以来，瓮安县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
业效益显著提升。

未来，瓮安将坚持把绿色发展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之举，全
面贯彻落实五大新发展
理念，不断开创经济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新
局面。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的21.4%，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
国的40%，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生态地位
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

“十三五”期间，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
做了大量工作，推动长江共抓大保护和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奔腾不息的
长江正在用磅礴的力量书写新时代的发展
传奇。

共抓大保护形成共识

沿江11省市积极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
制，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径，
坚定不移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和产业布局优化，加快建成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高质量发展典
范。水美、岸美、产业美、环境美的生动画
卷正在长江沿岸徐徐展开。

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
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
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
展五个关系。

“长江经济带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正确把
握‘五个关系’，各项任务取得积极成效，
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推动绿色发展的重
要阵地。”国家发改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员刘保奎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5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保护长江
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共识，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已经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立足
点。通过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实践探索
和示范带动，以大江大河为抓手、以水为关
键，围绕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推动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
推进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的重要
方式。

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
要》正式印发，从大力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
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努力构建
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
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描绘了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宏伟蓝图。“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积蓄新动能。

共抓大保护格局基本确立。扎实推进
“4+1”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完成1361座非法
码头整治。建立了“负面清单指南+沿江11
省市实施细则”的负面清单管理体系。实施
了上海崇明、湖北武汉、江西九江等5个绿色
发展示范区，开展了浙江丽水、江西抚州2个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启动长江10
年禁捕。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2019年底
长江经济带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到91.7%，
比2015年底提高了24.7个百分点。

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加快形成。黄金水道

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南京以下12.5米深水
航道已全线贯通，5万吨海船可直达南京。
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完工，3000吨
级内河船舶可常年通达三峡库区。武汉至洋
山江海直达集装箱示范船、宁波舟山至马鞍
山的2万吨级江海直达散货船投入运营。大
型港口与航运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上海港
集装箱吞吐量、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均已
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长江干线亿吨大港
达到14个。航空运输能力进一步增强，长
江经济带民用运输机场增至86个，湖北鄂
州机场成为全国首个以货运为主的新机场。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基础研
究、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在全国的地位凸
显，数字经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
航天等产业领跑全国。长江经济带研发经费
突破万亿元，达到10562.5亿元，占全国的
44.7%。2019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
45.78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和对全国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46.5%、49.7%，比
2015年分别提高4.3个百分点、4.4个百分
点。城乡收入比从 2015 年的 2.73 下降到
2019年的 2.64。且沿江省市在项目招引、
产业导向上推进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确保绿色产
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不同于以往的区域战略，长江经济带
主要采取专项整治、突出问题整改方式来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如累计完成对规模以上河
湖12589个‘四乱’问题、3159个县级以
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1376处固体废
物问题的清理整治，实现了短期治标和长期
治本的有机结合。”刘保奎说，在此过程中
各方表现出了很强的大局意识，如沿江省市

果断关停污染化工企业，有关部门刀刃向内
推动改革等。

“共抓大保护的格局正在形成。”江苏长
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成长春介绍
说，沿江省市强化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以

“一盘棋”思维形成治理合力，构建沿江绿
色发展共同体。如江苏苏州市吴江区和浙江
嘉兴市秀洲区探索建立“联合河长制”，健
全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机制，同守一江清水。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广“新安江生态补
偿”模式，建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评估与补偿
体系。

生态优先久久为功

“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意识增强，发展成
效初显，但长江大保护取得的成绩还
是阶段性的，要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
飞跃，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任务
还很艰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成长春认为，一是水资源需求量
与日俱增，水资源污染威胁依然严
重。二是人口经济加速集聚，土地资
源矛盾凸显。长江经济带以全国20%
的土地面积，承载着超过全国40%的
人口和经济总量，且从上游到下游地
区土地承载经济、人口比重趋多，土
地资源不足。三是区域协调机制有待
加强，仍存在生态问题归属不清等
问题。

刘保奎也认为，长江经济带污染
物排放基数大，环境治理压力仍然较
大，生态功能退化依然严重，需加快

建立长效机制。下一步还需要推动各有关部
门、沿江省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坚定信念、狠抓落实，推动长江经济带早日
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要持续发力、久
久为功。”成长春认为，一要夯实生态优先
发展。在社会经济建设活动中尽量减少生态
负荷，提升生态承载力。二要优化创新驱
动。加快培养具有时代竞争力的新兴产业。
三要坚定以人为本。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目
标是生态环境，落脚点是人民生命健康。

图①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
县位于鄱阳湖和长江交汇处，
水路便利。

新华社记者 张浩波摄
图② 郁郁葱葱的武汉南

岸嘴是长江和汉水交汇形成的
半岛。

汪长青摄（中经视觉）
图③ 位于重庆市奉节县

境内的长江瞿塘峡一带景色宜
人，秀美如画。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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