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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世界屋
脊发源，穿高山峡谷，汇百川入海，滋养
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哺育着勤劳勇
敢的中华儿女。

长江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
记长久的牵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
足迹遍及大江上下，登大坝、乘江船、访
农家……一次次深情眺望，一句句殷切
叮嘱，一项项深远谋划，情牵母亲河保
护，指引高质量发展。

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人民群众幸福
安康，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心中至美的图景，也是最深沉
的情怀。

（一）
江苏南通，江畔明珠。
站在五山地区滨江地带远眺，江

水浩浩汤汤，五山临江而立，江岸葱茏
蓊郁。

“我在 1978 年来过五山地区，对壮
阔的长江印象特别深刻。”2020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第一站就来到这
里，触景生情，不胜感慨：

“过去脏乱差的地方已经变成现在
公园的绿化带，确实是沧桑巨变啊！”

40余载不舍昼夜，滚滚长江见证中
华大地的日新月异。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
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习近平总书
记心中，长江承载的是民族发展大计。

依江发展、因江而兴。改革开放以
来，长江沿线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在生态方面也付出了代价——

厂房污水横流、码头砂石飞溅、水质
持续恶化。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
频频干旱见底，近30％的重要湖库富营
养化，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

“无鱼”等级。
习近平总书记痛心地形容，长江“病

了，病得不轻了”。
2016 年 1 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在重庆召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
民族长远利益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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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振聋发聩。

牢记重要指示，沿江省份和有关部
门着力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推
动转型发展，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
之深，前所未有。

数千家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城镇
污水垃圾、化工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船
舶污染等治理短板加快补齐……

心系长江之变，习近平总书记2018
年4月再启长江之行，宜昌、荆州、岳阳、
武汉，一路望闻问切，进一步开出药方：

“治好长江之病还是用老中医的办
法，追根溯源、分类施策。开展生态大普
查，系统梳理隐患和风险，对母亲河做一
个大体检。祛风驱寒、舒筋活血、通络经
脉，既治已病，也治未病，让母亲河永葆
生机活力。”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
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给子
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

念之行之，只为大江焕新颜。
2016年，上游重庆；2018年，中游武

汉；2020年，下游南京——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多场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
展掌舵领航，引领广大干部群众守护一
江澄碧。

一次次重要指示坚定明晰：
2016年在青海，强调“必须担负起保

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
任”；2020 年在安徽，强调“把生态保护
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2021年在贵
州，告诫“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2022年在四川，叮嘱“筑牢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守护好这一江清水”；2023年再赴
四川，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
章做好”……

一项项有力举措陆续出台：
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
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工程实施；长江保护
法出台；长江“十年禁渔”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禁渔是件
大事，关系 30 多万渔民的生计，代价不
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态保护还是值得
的。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不能在我们这
一代手里搞没了。”

初秋的上海崇明岛东滩湿地，水天
一色，候鸟成群。这些湿地的精灵，赋予
这里无限生机。

“我 2007 年去过一次崇明，都快
10 年了。”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
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听到有关崇明建
设世界级生态岛的发言，习近平总书
记动情地回忆。

“崇明岛现在是什么保护级别？”“有
没有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会议现
场，习近平总书记问得细致，关注和牵挂
溢于言表。

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非法捕猎、产
业污染等原因，崇明东滩这一鸟类迁徙
的“国际加油站”一度面临生态危机。近
年来，当地先后关停近千家污染企业，修
复生态环境，候鸟数量连年攀升。崇明
绿色转型发展持续加快，2023年入选全
国首批“和美海岛”。

崇明之变是长江生态治理成效的
缩影。

2020 年以来，长江干流水质连续 3
年保持Ⅱ类。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和多样
性恢复向好，“微笑天使”江豚频频露脸；
在长江消失多年的鳤鱼出现频次快速增
加；“长江三鲜”之一的刀鲚重回洞庭湖
产卵……

三峡集团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黄桂云至今难忘那一刻：

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三峡大坝左岸坝首考察。她和同事向
总书记汇报了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和珍稀
植物保护情况。

“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是造福子
孙后代的事。”得到总书记的肯定，坚守
长江珍稀植物抢救保护一线 20 多年的
黄桂云内心十分激动。

“我向总书记承诺，到‘十三五’末，
我们保护的特有珍稀资源性植物品种将

达到1000种。”黄桂云说，如今这一数字
已达1380种2.98万株。

在左岸坝首绿地，习近平总书记挥
锹培土，亲手植下一株珍稀楠木树。

如今，这株楠木树已从 7 米多长到
近 10 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正在大江南北扎根生长。

（二）
在中国版图上，蜿蜒奔流的长江，如

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联结起锦绣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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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
位，深刻体现着发展和保护的辩证法。

“化工围江”，是困扰长江的“顽
疾”。习近平总书记对解决这一问题高
度重视。

2018年4月26日，在深入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

“我看到新华社一篇报道反映，位于长江
‘九曲回肠’石首段的一家临江化工企
业，产业规模居世界前三，是当地的纳税
大户，但也是排污大户，严重污染问题多
年难以解决，周围群众苦不堪言。这
两年环保部门动真格严查，开出 2700
多万元的长江流域‘史上最大环保罚
单’，倒逼企业关闭污染严重、难以改
造的生产线，投入约 1 亿元引进行业
最先进的治污装置，不仅解决了多年
的污染问题，而且推动企业实现了转
型升级，一举两得。”

总书记提到的这家企业就是楚源
集团。

“建设一流环保企业”，如今的楚源
集团化工园内，一幅醒目标语展现着企
业全新的定位和目标。

清空岸线一公里内的生产区，持续
投入2.06亿元进行环保改造，优化生产
工艺，关闭污染大、能耗高的 10 多条生
产线，成为湖北省第一批全国碳交易试
点企业，同时开发绿色颜料产品，进军生
物医药和化工新材料领域……痛定思
痛，加快转型，楚源集团正在涅槃新生。

贯彻新发展理念，一场深刻变革随
着大江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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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
的关系”。

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靠创新。
在合肥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要进

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通过视频察看贵
州“中国天眼”现场，勉励广大科技工作
者勇攀世界科技高峰；走进武汉光谷，嘱
托“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在
南京的紫金山实验室，提出要走求实扎
实的创新路子……

创新潮涌，长江沿岸一大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茁壮成长，迸发强劲发展动能。

“2013年7月21日，星期天，中到大
雨”——退休快十年的顾强生，一直保留
着当年的这本笔记。

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新
港阳逻集装箱港区考察。码头上风大雨
急，总书记卷着裤腿，撑着雨伞，边走边
问：“内地港口是不是发展潜力很大，到
东南沿海的集装箱多吗？”

“60％是外贸箱，40％是内贸箱，内
地港口很有潜力。”时任武汉港务集团总
经理顾强生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发挥内河
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
成黄金水道。

按照总书记指明的方向，阳逻港如
今已开通各类集装箱航线20余条，实现

“航运向东入海、班列向西入欧”，2022年
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万标箱。

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江岸线上，16
个 5000 吨级泊位依次排列，130 万平方
米的堆场上一片忙碌。

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此考
察，要求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
高地，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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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爽）9月6
日，全市“四长制”工作会议召开。市
委书记郭灵计出席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
面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
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持续破难点、补
短板、提质效，坚决守护绿水青山、良
田沃土，全面擦亮振兴发展生态底
色。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明主持会
议并通报了2022年度全省和全市“四
长制”考核结果。

郭灵计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
我市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
摇，在全省率先推进“多长合一”改
革，实现了体制机制更优、监管效率
更高、工作成本更低，河湖治理成效
显著、林草生态持续向好、农田保护
优质高效、路域环境稳步提升、智慧
治理创新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出
大协同、大治理的良好局面。但也要

看到存在的短板不足，认真加以研究
解决，切实提升生态治理的系统性、
科学性、实效性。

郭灵计强调，全面推行“四长制”，
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精准治理、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水平，对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要科学研
判形势，切实增强落实“四长制”工作
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责任扛在肩
上、把工作抓在手上，为全面提升生态
治理水平贡献力量、增光添彩。

郭灵计要求，要攻坚重点任务，全
力推动各项工作真落地、真见效。各
地各部门要聚焦坚决保护碧水清河、
大力推进国土绿化、牢牢守住耕地红
线、全面畅通农村路网等关键环节，切
实强化责任担当，瞄准系统施治主攻
方向，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整合各方
资源，持续提升河林田路治理系统化、
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努力在全省走在

前、立标杆、当表率。
郭灵计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坚

决确保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要
在责任落实上再加压，加快形成区域
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良好局
面。要在保障投入上再强化，进一步
加强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要素保
障，加强有关人员业务培训，依托“数
字四平”态势感知监管平台，有效提升
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要在督查考核
上再从严，充分发挥考核评价“指挥
棒”作用，定期开展暗访督查，全力防
止“制度空转”。

会上，梨树县、伊通满族自治县、
双辽市就“四长制”工作分别作交流
发言。

部分在平副市级以上领导，市政
府秘书长，市委、市政府有关副秘书
长，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有关
同志参加会议。

郭灵计在全市“四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决守护绿水青山良田沃土
全面擦亮振兴发展生态底色

【现象】三江平原腹地，北大荒
集团友谊农场的一块示范区，一架
遥感飞机轰隆隆飞过。依托机上的
多波形激光雷达和高光谱成像仪等
设备，对黑土地进行精准扫描，结合
高分、环境减灾、资源系列国产卫星
以及地面上设置的 90 个采样点，中
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团队初步建立起对黑土地的天、
空、地立体监测技术体系，可获取土
壤、产能、利用、退化、生态和决策共
6 个维度的 20 余类指标，形成近 900
平方公里黑土地的“健康档案”。

【点评】
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我

国东北地区约有 2.78 亿亩典型黑土
区耕地。黑土地高产丰产，但也面临
着土地肥力透支的问题。稳步恢复
提升黑土地基础地力，需要建立健全
黑土地质量监测网络，全面了解黑土
地的健康状况，进而对症施策。

监测新技术的应用，帮助我们更
高效地摸清“家底”，更精准地保护黑
土地。相较于传统的定点监测、采样
调查等模式，天、空、地立体监测技术
体系，不再是模糊地在数平方公里的

黑土地上取一点土来代表一片耕地，
而是将无数亚米级/米级数据点位铺
点成面，得到空间连续变化的一系列
量化图像。换句话说，通过新技术体
系为一块黑土地拍摄的“CT”影像

“像素”极高，每个“像素”能显示的信
息从 1 类变成了 20 多类——除了土
壤有机质，还包括地形地貌、土壤类
型、温度墒情等。常态化监测掌握各
方面的数据，有助于分步骤、分类别
地推进黑土地保护工作。

在掌握全面精确的黑土地时空
数据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统筹工程、
农艺、生物等因素，就能因地制宜采
取保护、治理、修复和利用等精细化
措施。比如，有了这一新技术体系的
支撑，可以精准监测黑土地“变薄、变
瘦、变硬”等退化和改变发生的位置、
程度、速率，进而解析原因、优化对
策。通过手机上的农业精准服务信
息平台，农户可以参考地块上的图
像，进行定时、定点、定位、定量、定配
方的精准施肥，减少了投入、提高了
效率。应用好这一技术成果，形成覆
盖整个农业生产流程的立体监测体
系，将有效助力黑土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
建立黑土地质量动态变化数据

库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做好信息
共享工作，让黑土地保护和开发利
用的各个环节都能从中受益。今
年，全国首套“东北黑土区耕地土壤
有机质含量空间分布图”发布，以10
米的空间分辨率，让政府、企业、农
户都能较清楚地了解耕地肥力情
况。从种植结构科学调整，到政策
补贴精细落实，再到农业保险定损
理赔……数字化技术正在多个方面
赋能黑土地保护和开发利用。此
外，通过数据成像，相关部门也能更
加及时、便捷、准确地掌握损害黑土
地资源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和处
罚力度。

如今，我们有了更多、更新的技
术手段把黑土地养好用好。为每一
块宝贵的黑土地进行精准“画像”、
建立专属“档案”，采取针对性措施
遏制黑土地退化趋势，提升黑土地
质量，改善其生态环境，就能有效保
护黑土地的优良生产能力，为促进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我们要
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把
安全生产摆在首位，坚守红线，落实
责任，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贡献。

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必须提
高站位、深化认识。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
一毫不能放松，要以对人民极端负

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因
此，必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
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必须居安
思危、警钟长鸣。过去国内发生的重
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无一不给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伤害、经
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代价极其
沉重、教训极其深刻。我们必须坚决
杜绝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真正做到未雨
绸缪、防患未然。

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必须久久

为功、压实责任。安全生产工作只有
满分，没有及格。要秉持“万无一失”

“一失万无”的态度和抓在日常、管在
经常的自觉，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
强各方协调配合，扎实有效开展防风
险、查隐患、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
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红线、
高压线。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任何时候、
任何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疏忽和懈
怠，我们要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
每项工作、每个岗位、每个环节，以
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有
力的举措，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刘爽

给黑土地做“CT”
张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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