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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山坳”蝶变记

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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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

这是长江生态保护事业历史性

的一幕。

2020年 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

域 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

江流域各地重点水域也将相继进入

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期。

截至目前，重点水域退捕任务

基本完成，8.4 万条渔船、17.97 万渔

民退捕上岸，安置保障稳步实施，就

业率达到 97.79%，社保完成率达到

99.44%。

2016 年 1月 5日，重庆。习近平

总书记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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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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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 年 11 月 14 日，南京。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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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推动、深入推动，到全面推

动，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

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三次召开座

谈会聚焦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布

局逐渐清晰。

5 年来，沿江 11 省市推进生态

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

响之深，前所未有。

湖南岳阳，湖北武汉，安徽马鞍

山，江苏扬州……昔日几近绝迹的

江豚，近两年频频现身。

“沿江生态环境达到近五年最

好水平。”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

天琦说。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源头治理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重庆

市万州区，熊人建开着船来回往返。

这名昔日的渔民转型为长江“美容

师”，忙着清理江面垃圾和漂浮物。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

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找出

问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

环境修复和保护；加强协同联动，强

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

协同治理……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是系

统工程，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

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考虑。

以问题为导向，动真碰硬，持续

攻坚——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

连续三年组织拍摄警示片，建立问

题台账，制定整改方案。前两年披露

的315个问题已完成整改226个，沿

江省市累计自查问题 4137 个，已完

成整改3415个。

坚持标本兼治，大力推动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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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工程建设——

长江干流沿线城市和县城集中

式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接近实现全覆

盖；沿江省级化工园区基本实现污

水达标排放；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提高到 75%；长江干流沿线码头船

舶垃圾处理设施已基本建成；1641

座需治理的尾矿库中 1612 座完成

了治理方案编制，1318 座完成了初

步治理……

狠抓保护修复，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完成沿江 11 省市 63 个城市入

河排污口排查，排查出入河排污口

60292个；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

市 1372 个 黑 臭 水 体 完 成 消 除

96.7%；全面开展长江岸线清理整

治，2441 个违法违规项目整改完成

98.9%；累计完成新营造林 1165 万

亩，退耕还湿51万亩……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当表率

踏上新征程，长江经济带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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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构筑高

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长江经济带

动力澎湃——

今年10月 16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积极支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支撑的新动力源

加快成长，城市群集聚程度和承载

能力显著提升。

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

岛、江西九江、湖南岳阳深入推动绿

色发展示范，浙江丽水、江西抚州积

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自贸试验区长三角全覆盖，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

路”融合，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

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长江经济带活力四射——

5年来，长江经济带累计搬改关

转化工企业 8091 家，搬迁改造危险

化学品企业 464 家；持续优化新兴

产业布局，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

业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50%。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延续

历史文脉——

初冬时节，扬州运河三湾生态

文化公园，一河波光潋滟，两岸叠翠

流金。

近年来，扬州一体推进长江和

运河沿岸修复保护，利用运河湿地

资源，启动建设 3800亩的生态文化

公园。

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

海、人文荟萃，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

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在新时

代焕发新的神采。

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

念为指引，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将稳步

推进，让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

人民。

（新华社 安蓓 王乃水 王贤 周
凯 沈汝发 董雪）

清澈溪水潺潺流淌，房前屋

后绿树成荫，宽敞村道干净整洁；

文化休闲广场上，孩童们正尽情

嬉笑玩闹，村民们三三两两坐在

一旁聊天……近期，走进福建省

连城县塘前乡水源村，一幅幅美

好惬意的乡村图景映入眼帘。

地处闽西山区的水源村历史

悠久，因位于四条河流的汇合点

而得名。虽因水得名，但纵横交错

的水系一度也给村民出行带来诸

多不便。

“过去，水源村是一个交通不

便、经济落后的贫困村。”水源村

老支书马宗照回忆说，由于河多

桥少，村民到河对岸通常要绕远

路。“村子穷，大家都不愿意留在

村里，全村 900多村民，有一大半

外出务工。”

对于水源村该如何发展这个

问题，福建省烟草专卖局干部、

水源村驻村第一书记曹杭炜在

2017 年底驻村伊始，也曾感到迷

茫。后来，经过多方请教专家，入

户征求村民意见后，曹杭炜和水

源村村干部们的心里慢慢有了

底气：要想让水源村这个“穷山

坳”实现蝶变，必须要在山山水

水上下功夫。

水源村党支部书记叶辉华告

诉笔者，2018年夏天，经过一番激

烈讨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们

决定利用水源村地处富硒带的地

理优势，种植富硒水稻。“主要看

中它的经济效益，可以增加村民

收入。”

如今，水源村富硒水稻的种

植面积已经由 2018 年的 30 亩增

加至 200 亩，占全村水稻种植面

积的一半。“与普通水稻相比，富

硒水稻尽管产量稍低，但售价高

了将近一倍。”水源村村民罗木增

从2018年 6月起开始改种富硒水

稻，尝到甜头的他今年又从其他

村民手中流转了 10 亩土地用于

扩大规模。

与此同时，水源村还积极引

导贫困户发展特色养殖产业。

2018 年，在当地扶贫干部的帮扶

下，水源村贫困户罗水通饲养了

近 300 只连城白鸭，当年的纯收

入就超过 2万元。“感觉日子越来

越有盼头。”凭借养殖白鸭获得

的收益，罗水通不仅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还盖起了一栋 2 层高

的楼房。

水源村村委会副主任马钦寿

说，脱贫摘帽只是起点，还要想办

法让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为此，

水源村还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契

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

完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尝试

利用水系纵横交错的优势发展亲

子漂流等乡村旅游项目，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村里变得越来越美，游客数

量也在逐年增加。”水源村村民马

昌旺一家此前长期在厦门务工，

2017 年初，得知村里的亲子漂流

项目正在“招兵买马”，他和妻子

叶香秀立马回老家应聘并顺利就

业。“在家门口就业，既能照顾家

里人，又省去了房租等支出，比在

外地务工更划算。”

在水源村，像马昌旺这样通

过乡村旅游获得就业机会的村民

不在少数。曹杭炜说，除了继续发

展亲子漂流、生态烧烤等项目外，

目前水源村还正在开发水上乐

园、田园民宿等旅游项目，并与一

家企业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争

取带动更多村民返乡就业创业，

一起致富奔小康。

（新华社 张华迎）

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桃林镇第二中心小学通过在校园闲置地块开辟校园农场劳动实践基地，让学生能在劳动实践课及课余时间

参与到各类蔬菜栽培、除草、施肥及采摘等的全过程，在他们体验劳动快乐的同时，引导他们牢固树立厉行节约、热爱劳动的观念。图为 11 月 18

日，该校老师向学生传授西红柿授粉知识。 张正友 摄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

府 11 月 16 日宣布，固

原市西吉县退出贫困

县序列。这标志着曾有

“苦甲天下”之称的西

海固地区全部“摘帽”，

从此告别贫困。一代又

一代西海固人渴望撕

掉贫困标签的夙愿，如

今得以实现。

地处宁夏中南部的

西海固地区，囊括了固

原市原州区、西吉县、

隆德县、彭阳县、泾源

县，中卫市海原县以及

吴 忠 市 同 心 县 、盐 池

县、红寺堡区 9 个贫困

县区。

西海固历来备受瞩

目。140多年前，就有人

发出此地“苦瘠甲于天

下”的悲叹。48年前，联

合国专家来西海固地

区 考 察 后 得 出 结 论 ：

“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

的基本条件。”

“西海固告别绝对

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

史上的奇迹。”宁夏社

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杨永芳说。

西海固的贫困牵动着党中央。上

世纪 80 年代，国家启动“三西”扶贫

开发计划，西海固作为“三西”地区之

一，首开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

发式”扶贫先河。近 40 年来，国家向

宁夏投入大量扶贫资金，助力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和产业发展，打

通了贫困地区“内通外联”的通道。

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心下，

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宁夏贫困地区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喝上“放心水”、住进

安全住房，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全覆盖，贫困家庭孩子义务教育阶段

因贫失学辍学实现动态清零。

如今，西海固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贫瘠的土地育出了葡萄、冷凉蔬

菜、枸杞等一批走向世界的特色产

品……脱贫攻坚持续发力，西海固已

然换了新模样。随着最后一个贫困县

西吉县脱贫“摘帽”，西海固人民正以

全新的姿态，迎接美好的新生活。

（新华社 王磊 邹欣媛）

新疆克孜尔水库
增殖放流4.2万尾
“水中大熊猫”

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18 日电
（记者 李志浩）新疆克孜尔水库管理

局 17 日在水库库区增殖放流 4.2 万

尾扁吻鱼，这是新疆连续第 3年在克

孜尔水库实施扁吻鱼标志放流。

克孜尔水库位于新疆阿克苏地

区拜城县，总库容6.4亿立方米，最大

集水面积 44 平方公里，是世界濒危

珍惜鱼种扁吻鱼的栖息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产科学研

究所介绍，扁吻鱼仅分布于塔里木河

水系，是塔里木盆地动物区系中标志

性物种之一，是裂腹鱼类演变、塔里

木盆地地质气候变迁重要的研究材

料，有“水中大熊猫”之称。

为拯救这一珍稀物种，自治区水

产科学研究所突破扁吻鱼野生亲本

资源几乎枯竭的瓶颈，自 2003 年开

始在扁吻鱼当时唯一的栖息地克孜

尔水库，开展亲鱼采集、人工驯养、人

工繁殖等工作，历时多年，取得了重

要成效。

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所工程师

张涛表示，本次放流的扁吻鱼鱼苗，

全部来自研究所多年的科学繁育，为

确保增殖放流取得成效，研究所从11

月 15 日起使用荧光注射、荧光浸泡

两种方式，对即将放流扁吻鱼鱼苗进

行标志。

新疆克孜尔水库管理局局长朱

跃亮表示，此次扁吻鱼放流增殖得到

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大力支持配

合，对保护水库水生生物资源、提升

天然水域渔业种群数量、维护生态平

衡有重要的作用。

扁吻鱼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塔

里木河水系的博斯腾湖、罗布泊和塔

里木河干流，但因人为干扰、生态环

境恶化等因素，20世纪60年代起，其

自然分布范围逐渐缩小，1988年被列

为国家Ⅰ类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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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三次座谈会聚焦长江经

济带发展。中华民族母亲河焕发新颜，长江经济带正在奏响高质量发展

的新乐章。

（上接A1版）

弘扬好家风好家教

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是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基础。

30年来，关工委始终关心家庭，重视

家庭教育，为形成良好家风创造了积极

的社会氛围。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关工委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参与制定并认真落实《全国

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关于指导推进家庭

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关于

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

2020年）》等文件，并按照任务分工，落实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有

关任务，推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

去年，中国关工委在全系统开展“五

老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活动，号召有

家庭教育专业特长的“五老”进学校、进

社区、进农村，向家长宣讲科学家庭教育

方法。同时,积极开展隔代家庭教育研究

和实践。全国各级关工委共举办家庭教

育讲座1020万场，参加学习家长8560万

人次。

对于特殊家庭的教育指导，关工委

特别重视。通过开展“代理家长培训”“留

守儿童异地探亲”“周末家庭”等活动，利

用农民工返乡时机大规模培训留守儿童

家长，帮助农村留守儿童营造更为丰富

多彩的成长氛围。

数据显示，目前，各级关工委在全国

建立了 7 万多个农村留守儿童关爱阵

地，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了

课后辅导、生活救助、心理疏导、情感抚

慰等关爱服务，有力促进了他们的健康

成长。

形成关心下一代工作强大合力

新时代呼唤新气象。各地关工委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

神，积极推动党建带关建制度机制建设，

关工委工作呈现了全面活跃的新局面。

在落实党建带关建工作中，切实抓

好基层关工委组织建设至关重要。以行

政村、社区、学校为重点，在建立党组织

的地方和单位争取建立起关工委组织，

完善工作网络，使得关工委组织逐步扩

大延伸，进一步发展健全。

创新工作方式也是党建带关建制度

机制建设的重要一招。福建省关工委部

署开展以政治建设为核心的“基层建设

提升年”活动；上海市关工委积极推动把

教育服务青少年与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紧

密结合；黑龙江省关工委大力加强网上

关工委建设，为关工委工作适应互联网

发展提供了借鉴。

此外，开展党建带关建制度机制建

设以来，各级党组织重视在创建党建工

作品牌中带动推进关工委工作品牌建

设，着力把关心下一代工作融入党建活

动中，不仅推动了关心下一代活动的深

入开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关工委工作不

断发展。

通过党建带关建制度机制的不断

完善，各级党委对关工委工作更加重

视，关工委组织网络不断织密织牢、工

作氛围更加积极，形成了关心下一代

工作强大合力。 （新华社 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