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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屏障护佑津门
本报记者 周 琳

8 月，位于天津津南区八里台镇的绿

屏·八里湾地区郁郁葱葱，湖光云影之处，

飞鸟翔集。

“过去，这里绿地有限，也有部分小工

厂和小作坊带来环境问题。如今，有了这

绿色生态屏障，空气好了，住在市区的居民

都爱往八里台跑，我们周末有时间就会过

来玩！”家住天津市和平区的张凤霞一家三

口兴致勃勃地来到绿屏·八里湾郊游。

位于天津的“津城”与“滨城”之间，有

一道总面积 736 平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屏

障。绿屏·八里湾，是“津城”绿色生态屏障

中规模最大的片区之一，占地近 3 万亩，拥

有 1 万余亩林地、近万亩小站稻种植示范

区、9800 余亩生态养殖水域，呈现出林田

水相映的秀美风光。

而在“滨城”天津港保税区七彩花

田则有着另外一番美景，大片紫色马

鞭草绵延在红色步道旁，与颜色鲜

艳的鼠尾草交相辉映。

天津港保税区城市环境管理局

绿化科工作人员周宝臻说：“近 6 万平

方米的七彩花田是空港生态绿廊项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花田间种植了观赏期

较长的花卉。空港生态绿廊建设总面积

262 万平方米，在建设过程中，各部门坚持

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克服诸多困难，历

时 3 年建成，目前已免费向公众开放。”

绿色生态屏障，是新时代天津生态文

明建设的“代表作”。2017 年 5 月，天津市

做出“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要严格中间地

带规划管控，形成绿色森林屏障”的决策部

署。2019 年 1 月，天津市成立由 24 个成员

单位组成的绿色生态屏障建设领导小组，

统筹推动屏障区建设。

5 年来，天津大力治理“钢铁围城”“园

区围城”，将效益低下、严重污染环境的 35

个工业园区撤销取缔，同时培育壮大智能

科技、信创产业、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

如今，屏障区内建成“林田水草、河湖

湿地”为一体的、面积在千亩以上的规模性

生态区域 20 多处、300 多平方公里。生态

廊道、生态保育、农林复合、滨河生态、滨湖

生态“五位一体”的生态功能全面提升，绿

色生态屏障雏形基本形成。

为什么要建设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级巡视员范树合说，

建设绿色生态屏障，从空间上看，是为城市

涵养生态资源富集的“绿谷”，腾挪出更大

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容量；从时间上看，则是

为永续发展设定未来可持续度。这一决策

部署是对天津城市空间布局的重构重塑。

绿色生态屏障如同一枚城市“绿楔”，阻隔

了盲目开发建设的挤压，以规划的刚性引

导规制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走内涵式发展

道路，将有效避免“摊大饼”式的无序开发

建设路径，也能减少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天津市气象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过去，随着天津‘城市发展主轴’‘西

部城镇发展带’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等城

市发展战略的实施，高温区由中心城区不

断 向 西 北 和 东 部 扩 展 ，逐 渐 发 展 成 为 沿

‘ 武 清 新 城 — 中 心 城 区 — 滨 海 新 区 核 心

区’一线的城市热岛链。但绿色生态屏障

区 建 设 5 年 来 ，大 力 实 施 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降温增湿效应显著增加，中心城区和

滨海新区核心区两个‘热岛’的发展被阻

断，屏障区内热岛效应明显减弱，有效改

善了小气候条件。”

绿色生态屏障的效果如何？降温增

湿作用已开始显现。通过气象部门对天

津市津南区近 10 年的数据统计显示，2020

年 与 2017 年 比 较 ，该 区 平 均 气 温 下 降

5.9%，相对湿度上升 9.6%。绿色生态屏障

有效阻断了天津城市发展主轴上“超大热

岛”和“超大干岛”的形成，津南区地下水

位平均上升了 9.46 米，生物多样性明显

增加。

过去，西青区王稳庄镇小作坊林立，

随着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王稳庄镇启动全

镇 800 多家“散乱污”企业整顿，保留企业

全部进入赛达工业园区。几年过去，冒烟

的小作坊不见了，西青区王稳庄镇经历了

产业由中低端向高端的跨越。中建钢构、

神户钢铝材等一批世界和全国五百强企

业来此入驻，中化农业、国家粳稻中心项目

等一批现代农业项目在这里扎根。

津南区抓住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有利契

机，加快推进“三区”建设，即依托绿色生态

屏障打造的绿色生态示范区，海河教育园

区同津南区一体化发展形成的创新发展聚

集区，以镶嵌在绿色生态屏障中的国家会

展中心为核心的会展经济功能片区。

绿色生态屏障还给乡村振兴带来新的

契机。津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津南居民已初步享受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发展成果，130 多个村的群众

住进了设施齐全的绿色小区，过上跟城里

人一样的生活。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前进、西官房

等 31 个村庄都成为美丽乡村，村民们住上

了整齐干净美丽的“乡间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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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里 长 江 绿 为 先
李万祥

今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部署，

开展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推动法律全

面准确实施，用法治力量守护长江母亲

河，执法检查正在各地展开。作为促进

长江流域绿色发展的有力举措，它将使

绿水青山产生更加巨大的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

长江经济带正成为我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主战场。近年来，长江沿江省

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十年间，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保护已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万里长江“绿”为先。长江保护法

的颁布施行，进一步巩固长江治理与发

展成果，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更深入

人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辩

证统一关系，这在依法保护长江的实践

中体现尤为突出。一方面明确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强调未来和

方向路径，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放在压倒性位置，通过推动重点产业升

级改造、加强节水型城市和海绵城市建

设、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等硬约束机

制，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

型发展。另一方面明确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的基本条件，侧重当前和策略

方法，坚持更严的保护标准、更严的保

护措施，多措并举推动治好“长江病”。

长江保护法对“绿色发展”作了专

章规定，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

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长江

流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推进长

江流域绿色发展”。按照法律规定，沿

江地区必须对标对表抓落实。在湖南

株洲，曾经烟囱林立的清水塘老工业

区，通过产业升级改造，向绿而生，发生

“蝶变”：不仅清水塘又清了，而且长出

“生态新城”，集成高端智造、科技创新、

文创商贸、口岸经济等 4 个产业功能。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久久为功，依靠制度和法治保护

长江。着眼未来的绿色发展，还需要

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协同联动发展，强

化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完善、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等。其中，要通过引导

下游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留住产业链

关键环节。同时要勇于创新，坚持发

挥协同联动的整体优势，全面塑造创

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我们赞美长江、依恋长江，更要保护长

江 ，让 母 亲 河 永

葆 生 机 活 力 ，展

现绿色风采。

江西

贯彻实施好长江保护法

—
—

一湖清水入长江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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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自西向东，奔流而

下，在江西北部拐了一道弯，留下 152 公

里江岸线。江西有“千河归一湖，一湖入

长江”的生态特性，全省约 97%的国土面

积位于长江流域，每年平均向长江提供

15.5%水量，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点省份之一。

江西省把“共抓大保护”作为根本前

提，将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确

保一湖清水入长江。一组数据显示出江

西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以来的变化：今

年 1 月至 6 月，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

优良比例达到 97.7%，高于全国平均 12 个

百分点，保持全国前列；长江干流Ⅱ类水

质比例保持 100%；长江出江西的总磷浓

度比入江西的浓度低 5 个百分点。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江保护法

执法检查组赴江西开展执法检查。大家

感到江西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举措实、

变化大、重制度，探索出一些新经验，长

江保护法的贯彻实施推动了江西绿色转

型和高质量发展。

区域为流域添彩

曾经作为长江江豚家园的赣江南昌

段，再次因为江豚的回归而变得热闹起

来。有着 300 余年捕鱼历史的南昌市东

湖区扬子洲镇渔业村，前来观豚的游客

络绎不绝。扬子洲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黄锦珩说，渔业村与其他行政村一起，有

605 名渔民实施了退捕改制，渔民洗脚上

岸、转产就业，过上了新生活。

江豚回归主城区水域，与江西全面

开展“五河两岸一湖一江”全流域整治密

不可分。江西不仅出台了鄱阳湖流域保

护治理等规划，形成了覆盖上下游、干支

流、左右岸和水陆面的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格局，而且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硬

约束机制，加强综合管控，完善司法保

障，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全方位建立

起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处理好流域和区域的关系是贯彻实

施长江保护法的一个重要原则。“长江保

护法的实施，为江西在长江流域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以及长江流域各类生产

生活、开发建设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江

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徐延彬说，江西一方

面履行本区域内保护长江的法定职责，另

一方面按照法律要求，在各个层面建立协

作机制，协同推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努力让区域为流域添彩。

在省内，江西建立起覆盖面广、体系

完备的五级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实

施全流域生态补偿，创新地域与流域相

结合的环境资源司法体系，构建生态文

明考核评价与追责体系；在省际，江西与

相邻的湖南、湖北加强省际国土空间

规划，推动跨省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

求和主体功能区政策统一，还与周

边省份签订了跨省区域河长制、河

道采砂管理、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和危

险废物跨省非法转移联防联控联动合作

协议等。

“贯彻实施好长江保护法，既要立足

当地，也得加强协作。”九江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陈世超说，九江探索建立跨区域

协同合作机制，建立 4 个跨行政区域的

专门环境资源法庭，与邻近的安徽池州

签 订 突 发 水 污 染 事 件 联 防 联 控 工 作 协

议，与湖北黄冈建立长江流域跨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协作机制，与毗邻

的安徽宿松县、湖北黄梅县建立了整治

监管河道采砂联合执法机制，与湖南平

江、湖北通城建立绿色发展先行区检察

司法保护协作机制。

“我们希望通过更深入地开展交流、

更全面地开展修复、更多元地开展协作，

进一步统一环境资源案件裁判尺度，提

升生态环境系统修复质效，延伸司法协

作触角，用有力的流域司法保护举措，共

护长江中下游的碧水蓝天。”九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环资庭庭长沈双武说。

修岸治污碧波长流

长江入赣，先到九江瑞昌。瑞昌拥有

19.5 公里长江岸线。走上瑞昌市梁公堤

举目远眺，江水浩荡，江堤蜿蜒。水草、芦

苇、绿树、江堤，4 条层次分明的绿色保护

带由江岸向陆地渐次展开。像这样的风

景线，在百里长江江西段数不胜数。

“水清，就要管好岸，我们在推进长

江大保护中严格河湖岸线管制。”江西省

水利厅厅长王纯说，江西省全面完成 160

个重要河湖岸线利用规划编制，划定 999

条河道、113 座湖泊管理范围线，管理范

围总线长 82210 公里。这些年，全省恢复

自然水面 6.7 万亩。

此 外 ，江 西 全 省 筹 措 资 金 32.33 亿

元，提前一年完成了重点水域禁捕退捕

任务，渔船处置完成率、渔民退捕率、适

龄渔民参保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

渔民就业率都达到百分之百。水清还得

管好船。江西严控港口航道船舶污染的

风险，建成 21 个船舶污染物接收站、1 个

化学品洗舱站、1 个 LNG 加注站，实现港

口码头垃圾接受设施全覆盖，船舶水污

染物“零排放”则纳入省河湖长制考核和

目标管理考核，落实到市县属地责任。

治污是长江大保护的迫切要求。全

国人大执法检查组检查了南昌市唯一一

座 生 活 垃 圾 填 埋 场—— 麦 园 垃 圾 填 埋

场，昔日异味扰民、渗滤液溢流的现象早

已不在，眼前所见是初具规模的南昌固

废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目前，园区建

设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气

发电厂、餐厨垃圾处理厂以及渗滤液、浓

缩液处理厂，从固态、液态、气态三个维

度应对垃圾污染，实现‘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南昌市副市长王强说。

为补齐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城镇环境

基础设施短板，江西专门开展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目前，全省建成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 38 座，107 座开发区建成污水管

网 5700 公里、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147

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全部完成一级 A

提标改造，设区市建成区 33 个黑臭水体

治理实现“长治久清”。

修岸治污，不仅让碧波长流，还绘就

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连日来，位于南昌市新建区的鄱阳湖南

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吸引了成千

上万只鹭鸟来觅食。而在鄱阳湖，每年

秋冬，占全球种群数 98%以上的白鹤、

95%以上的东方白鹳、70%以上的白枕

鹤、60%以上的鸿雁从各地飞抵鄱阳湖

越冬，鄱阳湖水域的江豚也由 2017 年的

457 头增至 2021 年的 700 多头。

制度压实大保护之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专程到

九江市湖口县检查水上联合执法情况。

湖口县有 24 公里长江岸线和 30 公里鄱

阳湖岸线。湖口县水上联合执法队队长

张帆说，过去，执法部门条块分割、力量

分散，如今，执法大队整合农业农村、水

利、海事、水上公安等多个部门执法力

量，还探索出“组织联建、资源共享，事务

联商、案情共议，执法联动、水域共治”的

“三联三共”新模式。湖口段水域的非法

涉砂行为得到了有效管控，重点水域秩

序明显改善，水生态环境得到有力保护，

共同维护了江湖安澜。

在推进长江大保护中，江西始终把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当作重要着力点之

一。这两年，江西坚持“立”“改”“废”并

举，对与长江保护法不一致的法规规章

进行清理。与此同时，围绕流域生态环

境和绿色发展出台流域综合管理暂行办

法、水路交通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江西

省司法厅副厅长凌云向全国人大执法检

查组汇报，已将 10 部地方性法规、4 部省

政府规章纳入实施修改范围，逐步纳入

立法计划安排修改。今年，正在对渔业

条例、河长制湖长制实施条例、气象灾害

防治条例等 3 部法规进行修改。

长江保护法是一部生态环境的保护

法，也是一部绿色发展的促进法。江西

在制度建设上注重推进生态绿色立法。

长江保护法实施短短两年里，江西出台

土地法实施办法，建立土

地修复机制；出台全国首部候鸟保护

地方性法规；出台林长制条例，推动长江

流域林业资源保护和发展；出台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实现城乡生活垃圾源头减

量、资源利用；正在制定矿山生态修复与

利用条例，加强对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凌云说，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江西

出台地方性配套法规，加快了全省生态

绿色立法进程。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长江流

域人们共同的心愿。江西以制度压实责

任，正在筑起一道绿色屏障，护佑一江清

水。“我们坚持系统观念，站在长江流域

全局，修复和科学调整江湖关系，恢复自

然水文节律，让人、鱼、鸟和谐共享自然

家园，为长江共抓大保护作出江西的积

极贡献。”江西省省长叶建春说。

图① 南昌市艾溪湖湿地公园人

鸟和谐共生，形成了一道美丽风景。

廖小平摄（中经视觉）

图② 鄱阳湖湿地蓼子花盛开，

紫红一片景色迷人。

金和平摄（中经视觉）

图③ 滕王阁临赣江而立，再现

秋水共长天一色生态美景。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生态廊道一景。 田 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