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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沿江而动向绿而行

本报记者

魏永刚

以 占 全 国

1.1%的国土面积，承

载了 6%的人口，产出超过 10%的经济总量——江

苏肩负着“勇挑大梁”的重大责任。同时，江苏区

位特殊，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大海，水域面积占比

16.9%，居全国之首，湿地面积 282.8 万公顷，约占

全省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几年，江苏省“向美而行”，坚持减污降碳

不放松、源头治理不动摇、严格监管不手软、服务

发展不止步，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向美而

行，江苏在长江沿岸谱写出新画卷。

化解“成长的烦恼”

细雨蒙蒙的夏日，记者来到江苏省江阴市黄

田港公园。黄田港公园位于黄田港汽渡码头原

址，渡口原有的栈桥码头延伸到公园里，公园道

路以不同颜色勾勒出长江纹理，提示人们，现在

行走在长江边。

江阴，自古为长江要塞，京杭运河与长江在

此交汇，沿江 8 公里、沿河 10 公里的岸线组成一

个“T”字。黄田港、鲥鱼港、韭菜港等带“港”字的

公园像绽开的花朵，把江阴装扮得婀娜多姿。江

阴主城区 30 公里岸线过去都是寸土寸金的生产

岸线。江阴文商旅筹备小组副组长朱贻军说，这

几年，江阴推进“三进三退”：高端进、低端退，治

理进、污染退，生态进、生产退。如今，沿江岸线

已经全部变为生态岸线、亲水岸线。

江阴是江苏经济强县发展的典型代表。在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尽管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

定改善，但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产业结构偏

重、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量大。

江阴把握“水岸和谐、江河联动、江城互动、

林湿一体”的原则，走出一条经济高质量发展、环

境高标准保护、城乡高品位建设相互促进的新路

径。这条路径留下了一串串沉重的数据，2017 年

至 2022 年，全市累计投入超 150 亿元用于生态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关停“散乱污”企业 4312

家，主动将港口规划的生产岸线从 23.4 公里压缩

到 16.85 公里，完成废弃矿山治理 20 个，实施造林

绿化 3498 亩，自然湿地保护率提升至 27.8%。与

此同时，全市 GDP 连续 4 年突破 4000 亿元大关，

达到 4700 亿元，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112 家。

江阴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也是江苏发展的缩

影。江苏的发展蓝图被概括为“强富美高”四个

字，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

实现这样的宏伟蓝图，江苏有发展基础，也面临

实实在在的压力。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尹荣尧罗列了一

组数据，介绍江苏“向美而行”面临的特殊挑战。

江苏位于长江、淮河、沂沭泗水系最末梢，入境客

水占总水量的 87%，环境质量受外源影响较大。

江苏绿色发展面临特殊挑战，人均国土面积全国

最小，单位国土面积 GDP 是全国的 10 倍，火力发

电量、钢铁、水泥产量均居全国前三位，农药原

药、染料产量均占全国总产量的 40%以上，单位

国土面积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的 5 倍左

右。尹荣尧感慨地说：“江苏仍是全国生态环保

压力最大、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

江苏省委研究室副主任焦建磊说，全省生态

环境质量指标连续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

平，整体实现从严重透支到明显好转的历史性转

变，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老百姓最具幸福感的公

共产品，“环境美”的色彩更加绚丽。

让长江永葆生机

长江从南京浦口区进入江苏，一路蜿蜒东

去，在南通流入上海。江苏坚决落实“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要求，把大保护摆

在压倒性位置，推动长

江重新焕发

生 机 。

这几年，江苏累

计关停化工企业 3876 家，腾

退长江生产岸线 81 公里，生态

岸线占比提升到 64.1%，长江干流江

苏段水质连续五年保持在Ⅱ类。

从南京沿江而行，两岸所见都是江南的秀

美景色。在南通市南部，黄泥山、马鞍山、狼山、

剑山、军山临长江而立，被称为五山。这里 14 公

里的沿江岸线是长江南通段重要的生态腹地和

城市发展的重要水源地。但在过去，这里遍布港

口、码头、工厂，老旧小区犬牙交错，一度被形容

为“滨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

南通狼山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邵文建说，2016 年以来，南通全面实施

生态修复保护工程，五山及沿江地区先后开展 20

多次专项整治行动，关停“散乱污”企业 203 家，腾

退修复岸线 12 公里，新增公园绿地面积约 600 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

如今，五山地区绿道贯通、鸟语花香，曾经

“脏乱差”的江岸变成了“城市客厅”，实现了从

“临江”到“滨江”，从“生产锈带”到“生态秀带”的

华丽转身。

五山是南通构建沿江生态绿色廊道的一个

节点。南通滨江临海，正在精心打造“南通之链”

滨江绿道、“缤纷百里”沿海绿廊。说到长江沿岸

治理，南通人用词都是色彩艳丽的。

为编织“五彩缤纷”生态带，南通出台《沿江

沿海生态景观带建设实施意见》，对沿江沿海约

730 平方公里区域整体规划设计，优化景、产、镇、

村空间布局，统筹推进大江大海风光带、江海风

貌城镇带、诗意田园乡村带、沿江科技创新带、沿

海高水平产业带建设。

此外，南通还出台《江堤海堤景观路设计导

则》，打造 430 公里贯通江海可车览、可骑行、可漫

步的生态廊道，因地制宜设置城镇段、农村段、工

矿企业段 3 种路段类型，按需布置驿站、观景平台

等休憩设施，让广大市民群众可以近水亲水。南

通还建设了“观江览海”堤顶路，目前，堤顶路贯

通里程达 285 公里。同时，打造“各具魅力”的示

范段，建成启东江海文化景观大道等十大生态特

色示范段。南通还推进 10 个重点文旅项目建设，

建设了一批体现江海渔情、农事体验特色的高品

质乡村旅游点，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共赢。

江南水乡多秀美

江苏向美而行，也美在乡村各个细小的角落。

元荡村坐落在苏州市吴江区东北角，紧邻上

海，村落因湖而得名。这个昔日的“边角村”已成

为生态建设的“中心”。

面湖而立，一座慢行桥从元荡湖中穿过，连

通江苏吴江与上海青浦。慢行桥上，湖水荡漾，

鸥鸟翻飞，很是惬意。元荡湖是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河三湖”中的核心湖泊，也

是苏州市吴江区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

试点县项目美丽湖泊群项目的中心节点。吴江

汾湖高新区城乡发展局局长姚俊说，这一带打造

的“曲水善湾”项目，将黎里镇元荡周边环众家荡

村庄区域打造成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乡村振

兴样板。

在江苏各地行走，处处可以看到水清岸绿、鱼

翔浅底的美景，这背后是一个个生态建设的故事。

在常熟市支塘镇蒋巷

村生态园里，荷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游人络绎

不绝。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片泥洼地？经过整

治建设，如今成了一道独特景观。蒋巷村还有一

块 1200 亩无公害粮油生产基地。80 岁的老书记

常德盛说，这 1200 亩耕地上半年土地休耕，把河

泥、猪粪、秸秆打到地里做有机肥，下半年种水稻

不用施农药化肥，产出的大米品质很高，可以卖

到 10 元一斤。

在苏南，南通构建了生态建设“大体制”，健

全市、县、镇、村四级污染防治工作体系。截至

2022 年年底，苏南五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

高至 78%。

“这里山最绿，这里天

最蓝，这里花草最鲜艳⋯⋯走遍天

涯和海角，都说这里最江南。”行走在江

苏，眼里的绿色，路边的花草，远处的河

湖，都让记者时常想起“这里最江南”的歌曲。

江苏正以情怀为墨、以奋斗作笔，把“强富美高”

的 宏 伟 蓝 图 一 笔

一 笔 描 绘 在 城

市 与 乡 村 的

河 湖 田

园 上 。

实现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
魏永刚

前些日子，江苏省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2022 年江苏生

态环境状况：在 GDP 跨上 12 万亿元台阶的同时，PM2.5年

均浓度实现了 2013 年以来“九连降”，江苏生态环境质量

创新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江苏是经济发达省份，承担着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光荣使命。这几年，江苏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经济继续稳步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也发

生了根本变化。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并进，江

苏的实践富有启示意义。

良好生态环境是检验一个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标准，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如

何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双

赢？江苏的做法很干脆，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有效

“脱钩”。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上下功夫，严守环

评准入门槛，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另一方

面扎实推动火电、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开展重点企业清洁生产改造。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在这

里“截然对立”，没有调和余地。

致力于寻求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公约数”，是

江苏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一大法宝。面对企

业和基层遇到的环保难题，江苏生态环境部门不是简单行

使说“不”的权力，而是想方设法说出“怎么行”。只有找到

办法，告诉基层“怎么行”，才能破解难题。在江苏，这不仅

是面对难题的态度，更是有效的工作方法，并沉淀成许多

制度性成果。比如，大气治理攻坚便民服务“12 条”、保护

企业产权“23条”等。江苏还有“企业环保接待日”等机制，

变问题为议题，帮助企业解决治污难题。不难看出，江苏

服务地方、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消除堵点的做法，成为高

质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的有力支撑。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不是简单的

一加一，也不是把不同方面“捏合”起来，而是要系统推

进，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江苏在这些方面也有

很多创新之举。他们加快由污染防治向污染防治与生态

保护并重转变，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

步提升。《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将全省 22.49%

的陆域面积严格保护起来，切实守好生态“存量”。实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创新开展“生态岛”试

验区建设，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补偿

制度。江苏还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的重要内容，既有治理举措，也着力提高治理能力。

这都是辩证思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动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江苏

的实践是鼓舞人心的。不只江苏省，对其他省区市来说

也是一样的，都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建设的关

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要求，也是历史

赋予我们的使命。

贵州紫云释放绿色红利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盛夏时节，沿着盘山公路记者登上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坝羊镇平

塘村的山头，举目四望，遍山皆翠，山坡

上一垄连着一垄的茶树，犹如一道道碧

浪漫向远方。

“坝羊镇群山环绕，海拔高、云雾多、

寡日照、生态好，适合种茶。”坝羊镇党委

书记班兴坤说，该镇从 2010 年起，就把

茶叶产业作为全镇的支柱产业来发展，

实现了生态建设扩绿、农民增收脱贫的

目标。

据了解，坝羊镇目前共建成茶园面

积 4.1 万亩，形成了 40 公里的茶叶产业

带、3 个茶叶产业集群，年产茶叶 1500

吨，茶叶年产值突破 1.5 亿元，获得了省

级“生态茶叶示范园区”称号。

紫云地处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是贵州省内喀斯特脆

弱生态环境条件下区域贫困的

典型，也是全国最后宣布脱

贫摘帽的曾经的深度贫困县之一。

近年来，紫云牢牢守住生态底线，转

变发展思路，在建好守好绿水青山的基

础上，向山地要经济、向生态要发展，推

动打造“坡坡花果山、田田蔬菜园、户户

农家乐、人人奔小康”的“绿色紫云”。

“ 没 有‘ 绿 水 青 山 ’，何 谈‘ 金 山 银

山’？打造‘绿色紫云’，首先得在‘绿’字

上做文章。”紫云自治县县长杨坚说，该

县自觉承担起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使

命，不断强化生态建设，推进石漠化治

理，提升生态质量，夯实绿色发展的根

基 。 目 前 ，紫 云 的 森 林 覆 盖 率 已 达

68.63%，林地保有量超过 230 万亩。

在稳定提升生态质量的同时，紫云

持续推进“生态+产业”融合发展，大力

发展林下经济，持续构建“坡上有茶叶、

林中有药材、林间养蜂忙、林内蛋鸡跃”

的生态产业发展格局，畅通“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先后打造了

松山“紫陌青岚”、猴场小湾精品水果“爱

琴海”、猫营万亩蓝莓采摘园、宗地万亩

杨梅大观园、大营十里桂花之乡、火花万

亩橘橙园等一批绿色产业园。

夏日炎炎，林场清凉。走进紫云县

城西南郊区的国有浪风关林场，菌棒长

出了黑木耳、芙蓉李披上了粉霜、蜂脾上

沾满了蜜糖⋯⋯

曾几何时，林场经营模式单一，生态

优势没能转换成经济优势，“守着金钵钵

却讨饭吃”。

2020 年以来，紫云自治县创新经营

体制，以“龙头公司+国有林场+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林下养鸡、林下

养蜂、林下种菌和林下种植中药材等林

下经济，走出一条林下“掘金”、生态富民

的新路子，实现资源增长、林业增效、群

众增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据浪风关林场场长王从军介绍，林

场目前发展林下菌 1000 亩、林下鸡 4 万

羽 、林 下 蜂 300

群 ，利 益 联 结 贫 困 户

730 余户，同步推进中药材、精

品水果和其他林下种植养殖等特色产

业发展。目前已种植蓝莓 100 亩，种植

无 籽 刺 梨 、李 子 、桃 子 等 精 品 水 果 共

300 亩。

油茶是紫云近年来重点发展的生态

产业之一。时下的紫云自治县猫营镇黄

鹤营村油茶基地，油茶林郁郁葱葱，一簇

簇硕大的油茶果挂满枝头，颗颗圆润饱

满，压弯了树梢。

2014 年，油茶基地负责人陈飞澍到

猫营镇流转 1300 亩坡地种植油茶，如

今油茶树越长越高，果子产量随之不断

增加，经济效益也水涨船高。陈飞澍告

诉记者，随着杂草丛生的荒坡变身为生

机勃勃的油茶园，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拍照打卡，“多业融合发展的势头初步

显现”。

据了解，紫云自治县油茶种植面积

目前已经达到 3 万亩，今年预计有 3000

多亩油茶进入丰产期。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

的紫云，“两山”转换的通道已经打通，沉

睡的大山已然被“唤醒”，绿色福利加速

“释放”，一幅山青水碧人增收的生态新

画卷正在绘就。

横跨上海江苏两地的元

荡慢行桥。 （新华社发）

扬州瘦西湖风景区扬州瘦西湖风景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博博摄摄

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青山村茶场一角。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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