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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流域的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到长江流域省份考察，并
先后在重庆、武汉、南京主持召开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新时代长江经济
带的发展谋篇布局、把脉定向，形成治江
方略。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
的引领下，长江沿线省份推进生态环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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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
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
就，中华民族母亲河生机盎然、焕发新
颜，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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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拟推出“新时代中国调研行·
长江篇”行进式报道，围绕政治、经济、
生态、文化、社会“五位一体”，系统梳
理长江经济带发生的沧桑巨变。

万里长江飘玉带，大潮奔涌绘宏图。
从 三 江 源 头 到 三 峡 库 区 ， 再 到 黄 浦 江

畔，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
上中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完整的自
然经济社会大系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
南水乡的千年文脉。

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到长江中游城市
群，再到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覆盖沿
江 11 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
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从“推动”到“深入推动”，再到“全面
推动”，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长
江经济带发展谋篇布局、把脉定向，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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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水和谐：谱写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新篇章

夜深，湖北宜昌，三峡大坝上游的秭归港
茅坪游轮码头宁静祥和。虽然闻不到刺鼻的柴
油味、听不到发动机轰鸣声，但停靠在这里的

“长江三峡 10”号游轮上却灯火通明。
宜昌是三峡大坝和葛洲坝所在地，2015

年起，当地开始探索岸电建设。“截至今年 5
月底，长江宜昌段各类船舶累计使用岸电达
2634 万千瓦时，相当于替代燃油 6190 吨，减
少有害气体排放 19500 吨，为船舶节约用能成
本 3000 万元以上。”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岸电运
维服务人员李兴衡说，污染排放降低，三峡库
区环境更好了，旅游品质也大幅度提升。

夜幕下，高峡平湖，波澜不兴。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1000 多年

前唐朝诗人杜甫诗中描绘的情景，如今在壮
阔的三峡库区再现人水和谐新篇章。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 是 最 普 惠 的 民 生 福
祉。然而，由于污水直排入江、化工企业围
江、码头砂石堆积等原因，长江一度水质持
续恶化、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系统敲响警钟。

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
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
施策、系统治疗。

乌江流域，因磷化工生产基地密集曾被
污染事件所困扰。贵州省按照“标本兼治、
源头优先、末端兜底”思路，关闭一批工艺
技 术 落 后 、 资 源 开 采 效 率 低 下 的 中 小 型 磷
矿；积极利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改造提升
磷化工业精细化水平；在全国率先实施“以
渣定产”，倒逼磷化工企业提高磷石膏资源综
合利用率⋯⋯2022 年，乌江水系 92 个监测断
面中，Ⅰ类至Ⅲ类水质断面占比达 96.7％，
总体水质为“优”。

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攻坚、沿江化工企业
关改搬转绿色转型、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
治、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10 年禁渔、制定颁布

长江保护法⋯⋯一场场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
接连打响。

治污、减排、净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加速整改；护山、丰草、清湖，生态环境质
量进一步改善。

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2022 年，长江
流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 98.1％，同比上升
了 1 个百分点；2020 年以来，长江干流水质
连续 3 年保持Ⅱ类。

要“治标”，更要“治本”。绿色转型是
关键所在。

记者走进位于重庆市长寿区长江之滨的
国内最大天然气化工企业中国石化集团重庆
川维化工有限公司，只见其污水处理厂的排
口处水流清澈。

“2022 年 产 生 的 危 险 废 物 同 比 下 降
5.96％，综合利用率达 98％以上。”川维化工
安全环保部副经理王峰说，生产甲醇的副产
品杂醇油，是该企业产量最大的危险废物。
2020 年通过建设精馏装置回收，将其变成工
业燃料，2022 年川维化工产生并回收杂醇油
约 17000 吨、收益约 3000 万元。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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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等关
系，绿水青山迸发出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

大江流日夜，山水有清音。
“10 年 来 ， 我 们 大 力 推 进 生 态 航 道 建

设，护岸工程绿化率达 80％以上，生态固滩
面积超 300 万平方米。”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
管理局副局长李江说，长江岸线整治全面推
进，1361 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两岸绿色生态
廊道逐步形成。

从巴山蜀水到荆楚大地，再到江南水乡，
烟囱林立的化工厂整治了，“灰头土脸”的砂码
头消失了，“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等珍稀生物回
来了⋯⋯步入仲夏，长江两岸曾经的工业岸线
逐渐成为沿线居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城”美誉的四川宜
宾，大力推进长江、岷江、金沙江生态保护
廊道建设。全长 192 公里的长江生态综合治
理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76 亿元，建成生态廊
道约 82 公里以及亲水节点、休闲驿站、公园
15 个 ， 新 增 沿 江 绿 地 约 300 公 顷 。 三 江 六
岸，花草丛生，鸥鸟翩跹。

水与人、水与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产
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互利共荣的画卷正
徐徐展开。

长江之畔，武汉黄鹤楼下，观“晴川历历汉
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上海黄浦江边，望“十
八潮头最壮观，观潮第一浦江滩”⋯⋯新时代
的“绿色交响曲”，在黄金水道上奏响。

内联外通：构筑高水平开放
新高地

6 月 22 日，来自武汉的 20 标箱、540 吨
重的硫酸铵运抵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货物将
沿着中老铁路一路南下，最终到达老挝琅勃
拉邦。

这批货物的发运是鄂湘赣三省合力推动
东盟班列开行的首例成功探索。此批货物，

在叠加享受各项补贴政策后，运输成本预计
比此前的运输方式降低近 50％。

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棋”思想，长江经
济带沿线省份正合力绘就错位发展、协调发
展、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合力的宏阔蓝图。

接 纳 百 川 ， 汇 聚 千 流 ， 穿 巴 蜀 ， 过 荆
楚，行赣皖，经吴越，奔流不息的长江本就
有着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特质。

协 同 联 动 ， 区 域 交 通 大 网 络 日 益 畅 通
——

6 月 24 日，苏州轨道交通 11 号线正式投
入运营，并与上海轨道交通 11 号线实现无缝
换乘，长三角核心城市间首次实现地铁系统
跨省互联互通。

这 是 长 江 流 域 深 化 协 同 发 展 的 一 个 缩
影。俯瞰长江流域，铁路、公路建设工地星
罗棋布，水运、航运线路越织越密，江海联
运、铁水联运等多式联运架起立体交通网。

长江上游，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
被纳入国家规划；长江中游，鄂湘赣三省加
快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组合港”；长江下
游，杭绍台铁路、合杭高铁湖杭段开通⋯⋯

长江经济带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的效益
开始显现，尤其是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显著提
升，干线拥有亿吨大港 15 个，干支线高等级
航道里程达上万公里，实现 5 万吨级海轮直
达南京、万吨级船舶直达武汉、3000 吨级船舶
直达重庆。

据介绍，2022 年，长江干线货物吞吐量达
35.9 亿吨，占全国内河的 64.6％，是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主要通道。

互联互通，流域经济互动日益强化——
塔吊林立，舟船穿梭。
6 月 初 的 江 苏 太 仓 港 正 和 集 装 箱 码 头 ，

一片繁忙生产景象。“除了水深条件和地理位
置好，太仓港还与作为世界最大集装箱港口
之一的上海形成了联动发展。”太仓港口管委
会副主任周晓荷向记者介绍，上海港不但参
与了太仓港的码头投资，太仓和上海之间还
开通了“太申快航”，源源不断的集装箱从太
仓港出发，乘坐“水上巴士”运至上海港，
再发往全球。

协同发展步伐加快，劳动力、资本、技
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提速。

据 长 三 角 区 域 合 作 办 公 室 统 计 ， 截 至
2022 年底，长三角已有 140 项政务服务事项
在 41 个城市跨省市通办。

开放为先，辐射全球联运网络日益构建
——

5 月 31 日，一天内 7 列返程中欧班列满
载物资抵达武汉吴家山车站。这个汉丹线上
曾经不起眼的货运三等站，因中欧班列而变
得越来越繁忙。

吴 家 山 车 站 货 运 负 责 人 刘 宏 涛 告 诉 记
者，中欧班列 （武汉） 今年以来的开行量已
超去年全年，开往欧洲的中欧班列数和从欧
洲返回的单日列数不断创新高。

虽深居内陆，武汉立足黄金水道，正加
快与世界融合。走陆路，中欧班列 （武汉）
通过 48 条跨境运输线路，辐射亚欧大陆 40 个
国 家 、 112 个 城 市 ， 联 通 欧 洲 、 覆 盖 中 亚 、
衔接日韩、连接东盟。走水路，阳逻港以自
身为物流节点，以长江干线为轴，形成长江
内支线及多式联运通道为“内陆辐”，江海联

运汉亚直航和中欧班列为“远洋辐”的全球
性多式联运网络。

江海畅流，天地广阔；大江奔流，巨龙
起舞。

看东部，长三角一体化腾飞；看中部，
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看西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兴盛⋯⋯沿江省市联动发展，推进
畅通国内大循环，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
地。

创新驱动：塑造高质量发展新
优势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
古至今，浩荡长江时刻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
进取的活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人文特质，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进求“新”。

为听障人士服务的手语数字人，几分钟
就能完成三维建模的智能软件，可以实时查
看路况的立体地图⋯⋯在张江科学城，一家
小型创业企业也能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
应用。

“我们与上海科技大学联合完成了这些应
用的开发。”叠境数字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张
朝 华 告 诉 记 者 ， 公 司 是 高 校 孵 化 出 来 的 企
业，不仅技术源于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空间
上也只有一路之隔。

眼下，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在长江沿岸茁壮成长。2015 年至 2022 年，
长江经济带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 2％提升
到 2.52％，一批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
集地加快形成。

联动创新，长江经济带产业链条环环相
扣。

今年 3 月 16 日，武汉举行的“第二届长
江科技创新要素大会”在发布了 300 余项先
进技术成果的同时，鄂湘赣三省科技部门还
共同启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
台共创云和三省大学科技园联盟。

这是长江中游三省加快推进产业链与创
新链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江中
游城市群聚力打造基于创新资源、产业优势
和实际需求的协同创新共同体。长江中游城
市群科技创新联盟已有 2200 余家科技服务机
构入驻，累计促成科技服务交易 327 笔、交
易额达 1.21 亿元。

从长江中游向西眺望，成渝地区的创新
协 作 更 加 密 切 ； 向 东 远 眺 ， 长 三 角 城 市 群
产、学、研正在深度融合。

引领创新，崛起高质量发展高地。
放眼长江流域，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发挥协同联动的整体优势，
长江经济带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生力军。

天 府 新 区 ， 首 批 天 府 实 验 室 已 建 成 运
行，聚集国家级科研机构 26 家，落地国家级
创新平台 96 个，引进校院地协同创新项目 65
个；

两江新区，着力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形
成以重庆为核心、成渝联动、辐射西部 10 省
份的标识解析网络；

“中国光谷”，2022 年新增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70 家，新认定“瞪羚企
业”559 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 5200 家；

长江东端，长三角三省一市 2022 年相互
间技术合同输出 25273 项、技术交易金额达
1863.45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3％ 、
112.5％⋯⋯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末，长江经济带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国比重
为 43.1％ ；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占 全 国 比 重 为
46.5％。“半壁江山”的特殊地位更加凸显。

江水浩荡，奔腾不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十四五”长

江经济带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进一步提升，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明显进展，
支撑和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

奋进新时代，长江经济带正在践行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新征程上风帆高悬！（记者 惠小勇 李鹏
翔 梁建强 侯文坤 李思远 何欣荣）

新华社武汉 6 月 29 日电

大江焕新颜
——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观察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电 （记者 王雨萧） 29 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促进家居
消费的若干措施》，就促进家居消费部署相关举措。

会议指出，家居消费涉及领域多、上下游链条
长、规模体量大，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
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要打好政策组合
拳，促进家居消费的政策要与老旧小区改造、住宅
适老化改造、便民生活圈建设、完善废旧物资回收
网络等政策衔接配合、协同发力，形成促消费的合
力。

“家居消费关系居民生活品质。在消费升级背景
下，家居消费的重点之一是提质升级，既包括居住
设施的提质，也包括居住环境的改善。”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表示，促进家居消费政策与老
旧小区改造、住宅适老化改造、便民生活圈建设等
政策协同配合，既有利于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也有
利于满足居民居住品质提升的需求。

近 年 来 ， 随 着 居 民 消 费 升 级 ， 绿 色 化 、 智 慧
化、定制化等逐渐成为家居消费新趋势。此次会议
提出，要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鼓励企业提供更多
个性化、定制化家居商品，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意
愿，助力生活品质改善。

“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关质量标准等促进高
品质家居产品供给，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企业
加大产品研发创新力度，利用大数据等精准满足和
创造消费需求，提高定制化服务质量，有效满足家
居消费提质升级需要。”王蕴说。

我国部署系列举措
促进家居消费

新华社北京 6 月 28 日电 （记者 孙少龙） 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 28 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 5 月，全国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7035 起，批评教育
帮助和处理 10061 人 （包括 1 名省部级干部、63 名地厅
级干部、628 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093
人。

根据通报，今年 5 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 2977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4597 人。其
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
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 2569 起，批评
教育帮助和处理 3996 人。

根据通报，今年 5 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问题 4058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5464 人。其中，
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1681 起，违规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647 起，违规吃喝问题 981 起。

5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7035 起

新华社北京 6 月 28 日电 （记者 任沁沁） 记者 28
日获悉，公安部日前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开展
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重拳打击易肇事肇祸交通违
法犯罪行为，攻坚化解各类交通安全突出风险隐患，
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交通事故，坚决维护夏季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稳定。

行动期间，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将针对夏季道路交
通安全规律特点，突出管控重点，聚焦“两客一危一
货”和 6 座以上小客车等 7 类重点车辆，严管严查超
员、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醉驾、违法载人、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 12 类易肇事肇祸违法犯罪行为，
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保畅通。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科学安排勤务部署，严格公
正文明执法，强化重点车辆、重点路段、重点时段执
法管控。加强施工路段交通安全管理，加强校园内外
隐患排查治理。强化客货运输安全监管，加强旅游客
运安全管理，推进危化品运输协同监管。广泛开展交
通安全警示教育，如暑假交通安全警示提示等。

公安部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夏季是出游出行高
峰，交通安全时刻谨记在心。驾车出行要严格遵规守
法，尽量减少强降雨、台风等恶劣天气期间驾车出行；
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切勿违法超员、超
载，不要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乘车出行要
乘坐安全合规车辆，务必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

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开展
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

贵州省毕节市乌江源百里画廊景色 （2022 年 5 月 6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