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4 月 7 日区域
新闻 4 责编：刘菊 版式：刘静 校对：周宾

绿水青山共为邻，绿色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近年来，山水相连、河湖相通、生态相依的长三角
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一步打破
行政壁垒，强化长江水系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激活绿色
发展新动能。

和煦春风中，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银水庙村河长
周梅风登上长白荡水源地观测台。在她眼前，一片绿
意葱茏环绕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一派城水相依、人水相
亲的和谐画面。

“有了联合河长机制后，护水的效率更高，成效也
更显著了。”周梅风说。

长白荡的取水之源是一堤之隔的太浦河。太浦河
上承东太湖，下接黄浦江，是长江水系太湖流域一条串
联起苏浙沪三地的生态廊道，也是向下供水的骨干河
道。水质好坏，直接牵动着三地人民的心。

10多年来，长白荡的水质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前，
渔民围塘养鱼、种菱，养殖污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上
游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水也大量汇入长白荡。上下游、
左右岸各自为政，治理缺乏协调性。“就拿水葫芦来说，
随着风向到处漂，我们捞了，隔壁村不捞，等于白捞。”
周梅风说。

为填补跨界区域的管理空白，解决好“上游发展、
下游喝水”的难题，浙江嘉兴与上游江苏苏州、下游上
海青浦积极联动，创新建立“联合巡河、联合保洁、联合
监测、联合执法、联合治理”等五大工作机制，不断强化
跨界水体共保联治。

嘉善的河长想出了清理河道淤泥的好点子，苏州
吴江的河长主动对接，联系环保企业；一只装有化工原
料的编织袋，在青浦被捞起，河长们解开编织袋仔细查
看联手“破案”，借助卫星遥感技术、调用监控摄像头一
起追溯“元凶”……如今，嘉善、吴江、青浦三地160多名
镇级河长和630多名村级河长定期开展联合巡河、交叉

巡河。
从“共饮”到“共治”“共护”“共享”，长三角多地推

动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水域之治”
进一步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转变。

马鞍山与南京携手推进林长制，毗邻防治作业超
过30次；嘉兴秀洲和苏州吴江针对岸上污染问题，相继
启动喷水织机整治淘汰、“低散乱”企业（作坊）整治行
动；嘉兴、平湖和金山合作，开展环杭州湾地区石化化
工挥发性有机物的共保联治……

数据显示，2022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PM2.5浓
度为31微克/立方米，较2018年下降26.2%。594个地
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水体比例为89.4%，全面消除劣
Ⅴ类断面。

根据规划，长三角地区还将以长江下游水系为骨
干，进一步推进长江生态廊道省际贯通和重要节点打
造，于2025年初步实现省级贯通，连绿成线。

水清岸绿、鱼翔鸟栖的美丽风光中，发展新动能正
在孕育生长。记者在横跨上海和江苏的湖泊元荡看
到，这里原本割裂的鱼塘、小河沟连通了起来，岸边有
驿站供人们歇脚，湖中栖息柱专门为鸟儿准备。走过
一道廊桥就能从上海青浦来到江苏吴江，两地湖岸美
景别无二致。

“以前水有异味，路也不通，现在不一样了！”家住
元荡附近的老徐告诉记者，刚开始修复的时候大家发
过愁，不能养鱼了，靠啥营生呢？让他没想到的是，好
风景带来了新机会。有村民做起了河湖养护的工作，
随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游客也越来越多，当地村民对
新发展充满了期待：“我们可以卖瓜果蔬菜、土特产，开
民宿，发展‘美丽经济’！”

俯瞰长三角的版图，长江从安庆到上海蜿蜒一千
多公里，早已将三省一市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一江碧水
两岸新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来源：新华网

一江碧水两岸新——

长三角共建长江水系建长江水系““生态廊道生态廊道””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长白荡水源地

“快看，是江豚！曾经难得一见的长江‘微笑天使’
又回来了。”4月5日，在安庆市望江县望东长江大桥至
雷池镇莲花洲村水域，江豚爱好者、摄影师沈凡拍摄到
三五成群的野生江豚在水中觅食、嬉戏。

今年以来，长江江豚开始频繁出现于望东长江大
桥至雷池镇莲花洲村的这片水域。“这几天我每次去都
能拍摄到江豚，有时一两头，多时有四五头，说明这片
水域已经是它们固定的捕食区域了。”沈凡说。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江豚
对环境非常敏感，是反映长江生态的“晴雨表”。长期
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江江
豚种群数量不断减少，甚至一度濒临灭绝，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将其列为极危物种。为了保护好这一珍稀物
种，2021年1月1日，国内首部保护长江江豚的地方性
法规——《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颁布施行，旨在
通过对栖息在长江安庆段水域的长江江豚的保护，推
动实现长江安庆段水域生态全面修复，长江江豚生存
条件全面改善。

“随着《保护条例》的施行以及长江‘十年禁渔’的

深入推进，长江的水质越来越好，见到的江豚也更多
了。”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马建华告诉
记者，禁渔以来，渔业活动的减少和水生生物资源量的
增加，让长江江豚有了更充足的食物，江豚的栖息地环
境也逐渐得到改善。目前长江安庆段江豚种群数量上
升到180头至200头，成为安庆的“生态名片”。

近年来，安徽省树牢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开展“长江大保护行动”，大力推进长江生
态环境治理修复，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打造
水清、岸绿、产业优的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一大批
沿江化工企业被关停并转，沿江滩涂地和自然岸线得
到恢复。长江安徽段是江豚在长江干流最重要的栖息
地之一，安徽已建立安庆、铜陵2个江豚自然保护区和
2个迁地保护水域，江豚数量约为260头。

4月2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了《关
于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意见》的有关情
况：最新普查监测显示，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为 1249
头，这是2006年开始普查以来，首次实现历史性止跌回
升。 来源：安徽日报

长江安庆段发现野生江豚群

近日，杭州亚运会博
物馆全面对公众开放。博
物馆位于杭州奥体中心体
育场地下一层西南角，展
陈面积约为 5400 平方米，
全面还原了杭州申办、筹
办、举办亚运会的精彩历
程，是重要的亚运遗产，更
是杭州为亚洲体育事业作
出贡献的宝贵见证。

杭州亚运会博物馆共
设三间展厅，分别为“亚运
与杭州”“亚运与亚洲”“亚
运与未来”。第一展厅“亚
运与杭州”展现了杭州亚
运会申办、筹办的历史进
程与精彩纷呈的亚运故
事。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
等比例缩小的杭州亚运会
主火炬塔“钱江潮涌”，观
众可以按照提示，亲手“点
燃”亚运主火炬。

第二展厅“亚运与亚
洲”，讲述的是亚运历史长
河中，各主办城市的厚重
历史与璀璨的亚洲文明。
展厅里，可以看到历届亚
运会火炬、吉祥物、奖牌、
海报等珍贵实物。第三展
厅“亚运与未来”，包含
TED 主题剧场、互动体验
区与书吧，还设有项目体
验区域，观众可以在此体
验 AR 滑雪、红外射击等
项目。

“不虚此行！”来自广
东佛山的徐女士是个体育
迷，对奥运和亚运历史一
直十分感兴趣，“我第一时
间约了 3 日的票，带着女
儿一睹亚运会幕后精彩，
这对培养孩子的文化自信
是非常好的体验。”

记者了解到，目前，杭
州亚运会博物馆共有展品
1万余件，后续将不定期更
新。同时，杭州亚残运会
展区正在改造提升，不久
后就会向社会开放。市民
游客可在“杭州第19届亚
运会”官方公众号内预约
参观。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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