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滔滔长江水，出世界屋脊，跨峻岭险滩，纳百

川千湖，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哺育着无

数中华儿女。

2016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擘画新时代长

江发展宏图，古老母亲河正在焕发新活力。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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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

占据全国的约一半，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

大，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

曾经，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

矛盾，母亲河长江“病”了：沿岸重化工业高密度

布局、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长江水道存在瓶

颈制约、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产业转型升

级任务艰巨、区域合作机制尚不健全……诸多困

难和问题亟待解决。

“十三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长江经济

带 11个省市，并先后三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为长

江经济带发展把脉定向。

2016 年 1 月 5 日，重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

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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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6 日，武汉，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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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发展等关系，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

导，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生力军。

2020 年 11 月 14 日，南京，全面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

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

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

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

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

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五年来，长江经济带的规划政

策体系日益完善。2016年 9月，《长

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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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

体交通走廊建设等多个专项规划

目前也已制定印发，构建起“1+

N”规划体系。政策方面，长江经

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

实施，《关于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

处理收费机制有关政策的指导意

见》出台。此外，健全完善了生态

补偿机制，积极构建生态保护者

和受益者良性互动关系。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2020 年 12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并于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长江大保护

进入依法保护的新阶段。2021 年 1月 1日零时，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

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正在长江经济带生根发芽，“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成为沿江省市的共识。五年来，

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力度之大、

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2019 年，长江流域优良断面比例从 2016 年

的 82.3%提高到 91.7%，2020 年 1 月至 11 月进一

步提升至 96.3%，长江流域劣Ⅴ类水质比例从

2016 年的 3.5%下降到 2019 年的 0.6%，2020 年首

次实现消除劣Ⅴ类水体。

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明显变

化。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显著提升，地级

及以上城市污水收集管网长度比 2015 年增加

20.7%，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比 2015

年提高 60.7%。一大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被关

停取缔，“化工围江”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长江岸线整治全面推进。1361 座非法码头

彻底整改，2441 个违法违规项目已清理整治

2417个，长江两岸绿色生态廊道逐步形成，沿江

城市滨水空间回归群众生活。

在狠抓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的同时，立足

源头治理，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污染治

理得到有力推进。

两岸青山相对，一江碧水东流。目前，长江

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有“微笑天

使”之称的江豚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视野中，长

江流域沿线湿地迎来更多候鸟。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五年来，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结

构优化，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密度、经济活力、创新能

力等都处于全国前列，可以说抓住长江经济带的

高质量发展，就可以事半功倍、更稳更快地实现

全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认为，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共”字强调的是上

中下游的协同发展，避免过去为了增速恶性竞

争，不保护环境、不考虑整体效益的问题，转向整

体性、系统化、绿色化、低碳化和创新化的发展，

让长江不仅要成为“黄金水道”，更要成为服务我

国新征程的绿色低碳繁荣的新“黄金轴线”。

事实证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不

是矛盾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促进的。长江经济

带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42.3%提

高到 2019年的 46.5%，2020年前三季度进一步提

高到 46.6%。新兴产业集群带动作用明显，长江

经济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占全国比

重均超过50%。

——绿色发展试点示范走在了全国前列。

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岛、江西九江、湖

南岳阳结合自身资源和禀赋特点，探索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新路子；浙江丽水、江西抚州深入推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提供了有益经验。

——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加快塑造。长江

经济带沿江省市大力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综合运用市场、法

律、政策等手段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促进

新旧动能转换。比如，江西九江通过实施化工园

区环境景观化、企业环保化、生产安全化、产业循

环化、管理智能化改造，实现化工产业含“绿”量

和安全系数双提高。湖北武汉以科教资源优势

助推创新发展，通过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线上平

台，实现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科技成果及时转

化和应用，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5.7%。

——综合运输大通道加速形成。长江干支

线高等级航道里程达上万公里，14 个港口铁水

联运项目全部开工建设，沿江高铁规划建设有序

推进，成都天府机场、贵阳机场改扩建等一批枢

纽机场项目加快实施。截至 2020 年 11 月，长江

经济带铁路、高铁通车里程分别达到 4.37 万公

里、1.54 万公里，比 2015 年分别新增 9120 公里、

7824 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6.37 万公里，比

2015年新增1.55万公里。

——“黄金水道”带来“黄金效益”。五年来，

长江经济带先后实施了 20 余项航道建设工程，

长江口南槽一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中

游荆江昌门溪至熊家洲段、上游朝天门至九龙坡

等一批国家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投产，世界上规模

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三峡升船机建成运行。

2020 年长江干线货物通过量突破 30 亿吨，再创

历史新高，较2015年增长40%。

——对外开放水平大幅提高。长江经济带

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合程度更高，上海洋山港四

期建成全球最大规模、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

码头，宁波舟山港成为唯一吞吐量超 11 亿吨的

世界第一大港，中欧班列线路开行达 30 余条。

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形成。2016 年以来，长江

经济带新增8个自贸试验区、24个综合保税区。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认为，

“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建设取得了多方面的

成绩：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显著，自主创新能力

不断提升，转型发展提质增效，新型城镇化建设

持续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加快建设，体制机

制不断完善。

“接下来，长江经济带还需守好、用好流域生

态本底，推进绿色发展。沿江各省市要在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各自定

位，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成长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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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清水 浩荡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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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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6 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了三次有关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重要座谈

会，主题从“推动”到

“深入推动”再到“全

面推动”，顶层设计日

渐清晰、愈发深入，而

其 中 一 以 贯 之 的 是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和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

看长江，也是看

中国。长江经济带是

我 国 的 经 济 重 心 所

在、活力所在，生态地

位重要、综合实力较

强 、发展潜力巨大。

护一江清水东流，守

护的不仅是中华民族

母亲河的清亮容颜，

对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也具有重大现实

意 义 和 深 远 历 史

意义。

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实施以来，沿江

11 省 市 和 有 关 部 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直面矛盾问题，敢于较真碰硬，以问题

整改促保护、促发展，倒逼整个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高质量发展，探索出

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未来，长江经济带应在践行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

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要持之以恒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

复。长江经济带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

绩，但生态环境保护基础仍然薄弱，要从生

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推进上中下游、江

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改善长

江生态环境和水域生态功能，加快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路径。

要加快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在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同时，发挥

协同联动的整体优势，推动长江经济带科

技创新能力整体提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构筑高水平对外

开放新高地，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浩浩长江际碧空，片帆高挂便乘风。

宏图已绘就，我们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

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图① 近年来，重庆按照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长江重庆段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图② 沿长江 11 省市积极探索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共同奏响高质量发展

新乐章，让一江清水更好地惠泽人民。图

为位于杭州湾与长江河口交汇处的上海临

港新城滴水湖畔景色。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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