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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

﹃
江河战略

﹄
法治化

李万祥

10 月 30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这部法律的

颁布实施将进一步推动生态

环保领域实现良法善治，是

全面推进国家“江河战略”法

治化的又一生动实践。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

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

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

黄河流域既是我国重要生态

屏障，又是重要的经济带。

作为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

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黄

河流域拥有三江源、祁连山

等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湖泊、湿地、沙漠、草

原、峡谷等自然景观多姿多

彩；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

河套灌区是农产品主产区；

黄河流域资源丰富，煤炭储

量占全国一半以上。然而，

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

百年一改道”，自然灾害频

发，水害严重，使“黄河宁，

天下平”成为众生期盼，中

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

是一部治国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

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思路，至今黄河已实

现连续 23年不断流。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三周年之际，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通过黄河保护法，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当 前 ，全 面 推 进 国 家

“江河战略”法治化，就是贯

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法治引

领保障作用。不同流域有不同特点，其中，长江保护

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突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把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

置。黄河保护法是继长江保护法实施后的第二部流

域法律，将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落实重在保护、

要在治理的要求，量水而行、节水为重。通过做好水

文章，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全面推进国家“江河战略”法治化，是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监督工作

的生动实践，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法治

领域的贯彻实践。通过立法凝聚最广泛共识，通过执

法增强工作合力。长江保护法明确“国家建立长江流

域协调机制”，黄河保护法明确“国家建立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就是加强统筹

协调关涉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协

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督促检查相关重要工作的

落实情况。今年 6 月底，在长江保护法实施一年多之

际，人大常委会就组织开展执法检查，进一步推动法

律制度规定的落实，确保法律全面准确实施，让依法

治江、依法护江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见诸行动。

大江大河，奔腾向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法

治方式，保持定力、久久为功，不断为区域协调发展增

光，为流域综合治理添彩，让母亲河永远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

湖北宜都推进江河综合治理湖北宜都推进江河综合治理，，鲟鱼上岸鲟鱼上岸，，产业蝶变产业蝶变——

““ 鲟鲟 ””梦 清 江梦 清 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柳柳 洁洁 董庆森董庆森

清江，长江一级支流，

在湖北宜都注入长江。常

年不高于 23℃的水温，为鲟

鱼提供了最佳生长环境，素

有“世界鲟鱼看中国、中国

鲟鱼看清江”的说法。

2016 年开始，宜都贯彻

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要求，自筹资金近 3 亿

元，全面拆除清江、渔洋河养

殖网箱，推动“鲟鱼上岸”，建

成全球单体最大的室内工厂

化养殖车间，鱼子酱年生产能

力突破 100 吨，是网箱拆除之前

近两倍，推动了鲟鱼产业从无序

扩张到良性发展的跨越。

与 此 同 时 ，宜 都 加 大 境 内 长

江、清江、渔洋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推动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打

通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

换通道。金秋时节，记者走进宜都，

感受鲟鱼产业给宜都带来的变化。

上岸的鲟鱼

清江古称夷水，因“水色清明

十丈，人见其清澄”而得名。

得益于清江良好的水资源优

势，上个世纪 90 年代，清江宜都段

高 坝 洲 库 区 水 产 养 殖 业 快 速 发

展。到 2016 年，全市网箱面积达

到 86.5 万 平 方 米 ，养 殖 户 555 个 。

其中高坝洲库区 78.4 万平方米，养

殖户 478 个。

然而，水产养殖的无序扩张也造

成清江水体富营养化，水生态环境脆

弱 。 宜 都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局 长 施 春 燕

说：“当时密密麻麻的网箱布满整个江

面，堵塞航道，清江不清，美景不再。”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从

根本上解决清江水环境污染问题，2016

年，宜都决定全面拆除境内长江、清江、

渔洋河养殖网箱，还清净之水于江河。

经过多年发展，宜都清江库区鲟鱼

养殖量已占到全国近三成。如何做到拆

网箱不拆产业？宜都市委、市政府引进

湖北清江鲟鱼谷特种渔业有限公司，投

资 10 多亿元建设国内最大的陆上人工

鲟鱼养殖基地，推动“鲟鱼上岸”。

走进位于高坝洲镇的清

江（宜都）鲟鱼谷养殖基地，

连片的鲟鱼养殖车间连

为一体，重达上百

公斤的鲟鱼在池中自在游弋。公司负责人季坚

义介绍，基地现有 110 多万尾成年鲟鱼，品种数

十个，既有常见的杂交鲟，也有欧洲鳇、达氏鳇

等珍稀品种，相当一部分是原清江库区网箱上

岸的鱼。

规划面积 1650 亩的清江鲟鱼谷，计划总投

资超过 20 亿元，2018 年动工建设，2019 年一期

4.5 万平方米养殖车间建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单体室内工厂化鲟鱼养殖车间。目前，公司

养殖车间总面积已超过 6 万平方米。

为破解“鲟鱼上岸”技术难题，清江鲟鱼谷

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湖北

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核农技术研究所、

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突破了循

环水养殖、冬化、海化和量子高能水健康养殖鲟

鱼等全球行业首创、独创技术，先后获得授权发

明专利 2 项、受理发明专利 2 项，授权实用新型

专利 20 项、受理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成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还联合在清江鲟鱼谷

设立“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保鲜与贮

运岗位、鲟营养需求与饲料岗位两个工作站，参

与鲟鱼养殖、加工，力促鲟鱼养殖和加工技术达

到世界一流水平。

为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清江鲟鱼谷

还建成了湖北省首个鲟鱼养殖渔光互补项目，

在车间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用于车间能

耗供应。

“以往整个清江高坝洲库区鲟鱼产量约 1万

吨，目前鲟鱼谷已经接近这个规模。”宜都市水

产服务中心主任王德胜说，车间养殖占地少，通

过气泵和水循环、生物吸附降解等生态循环养

殖技术，同等养殖规模，节地 99%，节水 95%以

上，饲料成本节省 30%以上，供氧用电量减少一

半以上。

2016 年以来，宜都发展鲟鱼养殖企业 3 家，

年产值超过 2 亿元，从业者千余人，清江（宜都）

鲟鱼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工厂化鲟鱼养殖基

地，生产的鲟鱼系列产品远销欧洲，宜都也因此

获得“世界鲟都”的美誉。

美丽的乡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宜都市高坝洲镇青林寺村，地处清江库区，

山灵水秀，风景宜人，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

名的“中国谜语村”。青林寺村拥有 5 公里清江

岸线，高峰期全村养殖网箱面积达 24 万平方

米，120 多户村民参与养殖，约占全村人口的

40%，曾是全国有名的鲟鱼养殖大村。

鲟鱼上岸，渔民上坡。如何解决网箱拆除

后渔民生产和生活问题？宜都出台了库区网箱

养殖受灾户救助和扶持办法，引导渔民上岸转

产。同时，不断加大清江沿线红花套、高坝洲、

五眼泉等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围绕鲟鱼产

业发展，推进农旅融合。

近年来，宜都以清江（宜昌）康养产业国家

实验区建设为契机，充分利用青林寺谜语文化

积淀，将“青林谜镇”作为宜都“十四五”重大文

旅康养项目进行打造，被国家发改委确认为 37

个投融资模式创新试点特色小镇。

通过持续不断投入，青林谜镇项目已先后

建成青山湖水上运动中心、青林乐园、桐树堰文

化街区等景点。今年 9 月，以青林谜镇为主体

的青林休闲旅游区通过文旅部门验收，正式跻

身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行列，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休闲观光。

位于青林谜镇桐树堰街区的小镇奶茶店门

庭若市，老板娘鲁志容忙得不亦乐乎。

鲁志容是青林寺村首批鲟鱼养殖户，从 8

个网箱起家，发展到 120 多个网箱。网箱拆除

后，鲁志容前往武汉打工，但没有一技之长，很

难找到心仪的工作。2019 年底，她回到青林

寺，看到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可相关配套服务尚

未跟上，便回家开了个奶茶店。

青林寺村党总支书记廖丰介绍，目前全村

各类市场主体有近 90 家，有效吸纳了上岸渔民

就业。去年村民务工收入 2200 万元，旅游收入

约 8000 万元，总收入突破亿元。

“蝶变”的不仅仅是青林寺。在清江鲟鱼谷

所在地高坝洲镇天平山村，村口石磨盘上的“鲟

鱼小镇”，宽阔的“鲟鱼观光路”，随处可见的鲟

鱼墙绘，还有名噪一时的全鱼宴⋯⋯鲟鱼文化

随处可见。

该村党总支书记许长平说，紧紧依靠清江

鲟鱼谷的天平山村，整合美丽乡村、移民后扶等

资金 1600 多万元，打造“鲟鱼小镇”，大力发展

鲟鱼观光旅游产业，同时发动群众参与，村容村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镇两级投入资金，完善了相关配套设施，

一条以鲟鱼为主题的乡村运动休闲旅游线路正

在形成。

“早上从城区出发，沿清江骑行，一边看景，

一边健身，中午还可以尝尝农家饭，是周末休闲

的好去处。”家住宜都城区的袁必芹是位户外运

动爱好者，鲟鱼小镇已成为她向“驴友”们重点

推荐的骑行打卡地。

近年来，宜都启动“两江一河”综合治理工

程，长江、清江、渔洋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清江宜都段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中华秋

沙鸭连续 8 年飞临湖北宜都越冬，基本实现了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与此同时，宜都先后新建了橘园路、宋高

路，将宜都国家柑橘农业公园、青林谜镇、大宋

山风景区、鲟鱼小镇等连为一体，形成了以清江

为核心的乡村游环线，有效带动了乡村人流、物

流、客流，催动一批村庄实现华丽变身，“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现实。

延伸的链条

鱼子酱、鹅肝、松露，是世界公认的三大美

食。而鲟鱼鱼子酱因其稀有，在国际市场上价

格昂贵，被称为“黑色软黄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科学研究所

所长邹桂伟说，鲟鱼从鱼卵孵化到符合取卵标

准，杂交鲟需要 7 到 8 年时间，而高端的欧洲鳇、

达氏鳇养殖周期需要 15 年以上。由于国外野

生鲟鱼资源日渐萎缩，鲟鱼鱼子酱很难形成稳

定的供应链。工厂化养殖有利于建立稳定的鱼

子酱生产梯队，打破对鲟鱼野生资源的依赖。

目前，清江鲟鱼谷已拥有的 110 万尾鲟鱼，

均已鉴定为母鱼，已经培养出近 20 年的稳定梯

队，每年可提供 100 吨鱼子酱的供应能力。

鲟鱼全身是宝。《本草纲目》记载，鲟鱼“脂

与肉层层相间、肉色白、脂色黄如蜡。其脊骨及

鼻，并鳍与鳃，皆脆软可食。其肚及仔盐藏亦

佳，其鳔亦可作胶，其肉骨煮炙及作炸皆美”。

在青林谜镇千鱼千鲟鲟鱼主题餐厅，用鲟

鱼软骨熬制的酱烧琉璃鱼骨晶莹剔透，口感像

软烂的蹄筋，既有鱼鲜又有肉香。食客们在品

尝美味的同时，还可以透过玻璃鱼缸，沉浸式观

察这种古老而神奇的物种。

在鲟鱼小镇天平山村，5 组村民刘翠莲开

发的土味鲟鱼宴，用一条鱼制作出香酥鱼排、干

煸鱼骨、涮鱼片、红烧鱼腩、豆浆鱼丸、凉拌鱼皮

等菜式，火锅香辣入味，鱼排香酥鲜嫩，鱼丸被

豆浆熬制出鲜香的原味，凉拌鱼皮爽中带滑，滑

中带香。

面膜、保健品、皮革制品⋯⋯在清江鲟鱼谷

展示厅，壁橱里的鲟鱼衍生产品琳琅满目。该

公司正在与相关科研院所和生物制品公司合

作，开发鲟鱼生物保健品、化妆品、鲟鱼皮具等

系列产品，目前已储备产品超过 10 个。

“鲟鱼寿命最长可达150岁，是目前世界上少

数几种不得癌症的生物之一，鲟鱼产业与大健康

产业融合前景广阔。”清江鲟鱼谷技术总监李义

勇说，鲟鱼子萃取的细分子水，软骨萃取的软骨

素和鲟鱼卵巢油，是稀有的化妆品原料。

为推动鲟鱼产业发展，宜都还将新建鲟鱼

产业博物馆、鱼子酱体验馆、鲟鱼主题公园、活

鱼交易市场、科研基地，配套数字渔业中心，形

成集养殖、生产加工、旅游康养、科普宣教、休闲

娱乐于一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特色农

业产业园区，相关产业链辐射带动产值过百

亿元。

当民宿装上能源绿芯
本报记者 黄 平

金秋时节，来自上海的游客李哲民带着家人，

入住了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下的瀛轩民宿。

一进房门，从他将取电卡插入房间插槽的那一

刻起，房中的电能采集器便捕捉到房间用电电流的

细微变化，把信号发送到了远端的服务云平台，告

知系统开启能耗监测并进行实时计算。

“住下来以后，我们看见低碳入住计划宣传单，

本以为自己很省电了，一扫才发现只排在中等档。”

拿到“排碳单”后，李哲民显得有些惊讶。

惊讶之余还有惊喜。李哲民发现，入住房间的

用电耗能情况可实时在手机上查看，达到绿色环保

区间就能领取“生态绿币”，进而享受住宿优惠。经

工作人员提示，李哲民将入住期间的绿色用能消费

行为兑换成了“真金白银”。同时，民宿业主也能清

晰掌握房间能耗结构特征，结合入住情况，精准实

行启停策略，达到省电目的。

“这里山美水美，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低碳

成为时尚。”李哲民为随处可见的“绿电”经营理念

连连点赞。

据国网湖州供电公司介绍，像“瀛轩”这样的民

宿，经过系统的全电改造之后，采暖制冷、热水供

应、餐饮等都已采用空气能热泵等电能设备，不再

使用传统能源。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湖

州借助物联网平台，打造了一颗能源绿芯——“绿

聚能”能耗智慧采集实时监测系统。

“‘绿聚能’能耗监测系统安装后，去年一共为我

们民宿节省电费 4.7 万元，不仅省了钱，‘低碳’入住

还是个吸引了游客的卖点，真是一举两得！”瀛轩民

宿经营者说。

据了解，莫干山镇坐落着 800 多家民宿，规模

品质不同、用能状况多样，国网湖州供电公司为民

宿量身定制“绿聚能”智慧用能管理系统，精准实行

启停策略，提升民宿整体用能效率，做精生态和经

济的“双面绣”。

作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市近 10 年来

着力推进生态绿色转型。特别是伴随着新时代乡

村电气化示范建设，引领构建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等多维度立体低碳体系，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

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乡村发展持续释放新动能。

以安吉县为例，当地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的占

比已提高至 55%，促进传统农业示范点生产效率提

升 40%，生态理念深入人心。今年，安吉又启动建

设国内首个“绿色共富”乡村电气化示范县，围绕绿

色用能低碳发展、共同富裕均衡服务、新时代乡村

数智电网三个示范样板，深化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模

式，推动城乡共富。

在长兴县，以紫笋茶扬名的顾渚村，已经成为

拥有 450 多家农家乐的江浙沪“乡村旅游天堂”，乡

村旅游带动村民宜居宜业，富裕富足。过去村民靠

卖茶叶和毛竹勉强维持 3000 元人均年收入，而今

一座农家乐年营收超 30 万元、一栋民宿年收入上

百万元。从景区基础设施、智能照明，到电动汽车

充换电设施、酒店全电厨房，绿色能源实现了终端

深度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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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清江湖北清江（（宜都宜都））鲟鱼谷养殖车间鲟鱼谷养殖车间,,这里是国内最大的工这里是国内最大的工

厂化养殖鲟鱼生产繁育基地和鲟鱼鱼子酱生产基地厂化养殖鲟鱼生产繁育基地和鲟鱼鱼子酱生产基地。。

朱灿义朱灿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①① 湖北宜都陆上人工鲟鱼养殖基地的鲟鱼湖北宜都陆上人工鲟鱼养殖基地的鲟鱼。。 朱灿义朱灿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湖北宜都清江库区一角湖北宜都清江库区一角。。 望作信望作信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