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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十年禁渔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长远利
益出发，作出的为全局计、为子孙
谋的重要决策。今年是长江十年禁
渔全面实施的第四年，禁渔成效如
何？下一步如何更好推进长江大保
护？新华社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改
革委、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

长江十年禁渔是长江
大保护的战略性举措

问：如何充分认识长江十年禁
渔的重大意义？

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
江经济带发展，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明确了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和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长江
十年禁渔充分体现了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的初心使命，既利生态，又
利民生，更利长远，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

长江十年禁渔是最直接最有效
修复长江生态系统的举措。在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实行暂定为期十年的
常年禁捕，并同步改善水生生物栖
息地环境，能够逐步提升长江水生
生物多样性水平，有效恢复长江流
域水生态平衡。

长江十年禁渔是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二十多
万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加快适应岸
上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长江十
年禁渔顺利实施，推动长江大保护
行稳致远，实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同步提升。

长江十年禁渔是推动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实施长江十

年禁渔，主动放弃竭泽而渔、掠夺
自然的发展模式，摒弃以牺牲生态
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
的做法，蕴含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
的朴素哲学思想，使长江得以休养
生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长江十年禁渔有力
促进大保护取得重大成就

问：长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
渔进展如何？

答：禁渔全面实施以来，成效
初显，长江流域重现“水清岸绿、
鱼跃鸟飞”的美景，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成为全社会共识。

水生生物资源明显恢复，上岸
渔民顺利转产就业。长江水生生物
栖息环境日益优化，鱼类物种数量
和资源量实现双提升。渔民退捕上
岸后，有关地方扎实做好转产安置
和民生保障工作，多渠道开展就业
帮扶，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
捕渔民顺利转产就业，符合条件的
退捕渔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上岸
渔民生计得到有力保障。

重点领域治污成效显著，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沿江省市解决
污水直排、乱排问题 4.5万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沿江省市关改搬转化工企业超9000
家，“化工围江”问题基本解决，
传统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迈进。2023年，长江经济带
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 95.6%，同比
上升1.1个百分点，干流水质连续4
年全线保持Ⅱ类，“一江碧水向东
流”美景重现。

大保护机制不断健全，各方合
力进一步凝聚。我国首部流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颁
布施行，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
要、五年规划、年度计划相结合的
规划政策推进落实体系基本建立，
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严格落实，实现对产业发展、区域
开发、岸线利用的分类管控。退捕
渔民安置保障、禁捕执法监管工作
机制持续完善，沿江省市群众自发
加入禁捕志愿者行列，形成社会各
界共同保护长江的生动局面。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长
江生态环境虽已取得从严重透支到
明显好转的阶段性成果，但历史欠
账尚未完全还清，禁渔工作还处于
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长江水生生
物资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水生生
物多样性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仍需持之以恒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
地。

以长江十年禁渔为
切入点推进构建高水平保
护治理新格局

问：下一步，如何更好推进长
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

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会同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
加强政策协同和工作协同，坚定不
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形成与大保
护整体工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
良性循环局面，确保一江清水绵延
后世、惠泽人民。

紧盯重点工作，持续巩固禁渔
成果。扎实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
障，建立退捕渔民动态精准帮扶机
制，加强退捕渔民就业服务，全面

落实养老保险政策。加大禁捕监管
执法力度，完善跨区域、跨部门执
法合作机制，加强执法能力建设，
依法严厉查处非法捕捞以及市场销
售非法渔获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加
强禁捕水域各类船舶规范管理，加
大对违规使用禁用渔具整治力度，
消除非法捕捞隐患。

加强保护修复，不断改善生态
环境。统筹水环境、水生态、水资
源，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
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深
入实施城镇污水垃圾、化工、农业
面源、船舶、尾矿库等重点领域污
染治理工程。加强水生生物多样性
保护，针对不同物种的濒危程度和
致危因素完善保护措施，落实中华
鲟、长江鲟、长江江豚等珍稀濒危
水生生物拯救行动计划，科学规范
开展增殖放流。加强水生生物重要
栖息地修复，推进长江干流和重要
支流河湖水系连通修复，强化生态
流量监管，保障河湖基本生态用
水。

强化督促落实，形成整体工作
合力。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
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指导
下，强化协调服务和督促落实，推
动长江大保护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推动沿江省市落实主体责任，统筹
推进退捕渔民安置保障、禁捕执法
监管、水生生物保护等重点工作，
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协
调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健全工
作推进机制，推动形成协同配合、
运转高效顺畅的长江十年禁渔工作
格局。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引导各
类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长江大
保护，共同守护好长江母亲河。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长
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水生生
物资源恢复向好。与此同时，
长江拦河筑坝、航道整治、挖
砂采石等人类活动仍然较多，
珍稀濒危物种生存环境尚未根
本好转。下一步，我国将采取
三方面针对性措施，加强长江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这是记者 2日从国新办举
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
会上表示，长江流域是世界上
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
之一，分布了 400 多种鱼类。
2021年实施禁渔以来，鱼类资
源开始恢复，2022年标志性物
种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达到
1249 头，实现历史性止跌回
升。

“但同时我们也清醒看
到，当前长江拦河筑坝、航道
整治、挖砂采石等人类活动仍
然较多，珍稀濒危物种生存环
境还没有根本好转，加之这些
濒危物种生长周期长，繁殖难
度 大 ， 保 护 形 势 仍 不 容 乐
观。”唐仁健说。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采
取三方面针对性措施，抓好长
江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一是强化人工保种科研攻
关。目前我国已经建设了一批
中华鲟、长江鲟的人工保种
场，有了一定规模的亲本库，
突破了规模化的人工繁育技术
难题。下一步，将持续加强科
研攻关、提升保种场人工繁育
能力，争取尽快突破自然繁
殖、生境修复等关键技术。

二是加大增殖放流力度。
珍稀濒危物种只靠自然繁殖恢
复比较难，必须通过增殖放流
来补充野外群体。从今年起，
农业农村部计划每年安排5000
万元专项资金，争取能够放流
100万尾，力争未来三到五年
能够逐步增加到500万尾。

三是强化重点水生生物的
栖息地保护。要保护好产卵
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
道。农业农村部将选择适宜的
水域修复重建产卵场，并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在拦河筑坝处修
建过鱼设施，落实重要栖息地
船舶限速、限航等措施，最大
限度降低人为影响。

推动长江母亲河加快恢复生机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推进长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答记者问

我国将采取三方面举措
保护长江珍稀濒危物种

站上30万亿元！2023年，长三
角三省一市——安徽省、江苏省、
浙江省和上海市，以不到4%的国土
面积，创造了中国近四分之一的经
济总量。

拥有 9座GDP万亿城市，数量
位居全国前列；高铁里程突破 7000
公里，陆域所有地级市都有动车通
达；集聚全国约 30%的高新技术企
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立……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
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看长三角，也是看发展全局。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词”“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
范、辐射带动作用”——牢记党中
央嘱托，35.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处处“新”潮澎湃，奏响“春
之曲”。

实力更实力更““强强”：”：
不到 4%面积创造

全国24%GDP

“万亿之上，奔赴山海”。今年
2月下旬，“常州—上海经贸交流和
创新合作活动周”正式启动。现场
签约新能源、集成电路等领域25个
重大项目，总投资超 280亿元，让
人们见识到江苏常州这座新晋“万
亿之城”的拼劲。

合成生物岛、细胞科技港、东
方碳谷……走进常州，新产业、新
地标令人目不暇接。常州市市长盛
蕾表示，从国家大战略中找准“小
切口”“挖深井”，常州将加快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高地。

踏上新征程，必须全力以赴打
好高质量发展这场硬仗。包括常州
在内，长三角三省一市一步一个脚
印、一年一级台阶，不断向上突
围、向新蝶变。

——看总量。2023 年，上海
GDP 达 4.72 万亿元，江苏 GDP 达
12.82 万亿元，浙江 GDP 达 8.26 万
亿元，安徽GDP达 4.71万亿元，区
域经济总量突破30万亿元大关。

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
学院院长张学良分析认为，2023年
长三角经济总量已与德国、日本相
当，人均GDP 超过 1.8万美元，世
界级城市群地位进一步提升。

——看结构。最近五年来，长
三角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的产业规
模分别占全国的3/5、1/3和1/3。

位于上海西郊的青浦区华新
镇，过去是一个农业镇，有人形容

这里“飘着有机肥味”。搭乘长三角
一体化的东风，近年来华新镇“长
出”了包括“三通一达”在内的 7
家上市公司，快递物流产业规模达
到千亿元级别。

产业结构升级只有进行时。依
托青浦区的“长三角数字干线”，华
新镇加快建设虹桥数字物流装备
港。从自动分拣设备到冷链运输技
术，推动“汗水快递”不断走向

“智慧物流”。
——看速度。围绕今年经济工

作，长三角多地提出“奋力一跳”
的新目标，高质量发展力争走在前
列。

“忙不过来！”开年以来，安徽
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峻带队
参加了多场国际物流展会，展示氢
能和锂电叉车等新产品。今年1至2
月份，公司外贸额同比增长逾40%。

合力股份所在的合肥是安徽首
个 GDP 突破万亿元的城市。2024
年，合肥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围绕这个目标，很多工作
都有明确要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突破万户、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
120万辆……加速奔跑成为长三角
多个城市的共同“姿势”。

动力动力更更““新新”：”：
加快建设长三角科创

共同体

长方形的黑色小盒子，只有一
本书大小，却是卫星的智能“大
脑”——今年 2月，位于浙江杭州
的之江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极光
1000-慧眼”星载智能计算机跟随
卫星进入太空。

与传统遥感卫星拍摄图片要传
到 地 面 处 理 不 同 ， 搭 载 “ 极 光
1000-慧眼”后，卫星在天上就能
直接进行“云判”、压缩以及目标识
别。“我们将不断激发智能计算对产
业变革的跨越式推动作用。”中国工
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说。

“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提
供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
供给”“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引着长
三角做实科技创新共同体，持续培
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
最近几天，位于江苏南京的紫金山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马不停蹄地筹
备即将召开的 2024全球 6G技术大
会。从追赶到并跑，再到如今 5G、

6G力争引领创新，中国移动通信技
术的迭代史，也是一部创新史。

“现在研发6G，就是为未来的
智能化信息社会提供超强连接能
力。”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
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办公室
的数据显示，包括上海光源等在
内，长三角建成和在建的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共计28个。每万人拥有研
发人员76.20人年，是全国平均水平
的近2倍。

用制度创新激发科技创新活
力。今年一季度，上海复宏汉霖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华东理工
大学、江苏百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开启了联合攻关计划“抗体药
物的国产制造关键技术开发和产业
化”项目。这项合作，源自长三角
的“揭榜挂帅”机制。

根据科技部与三省一市联合印
发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
攻关合作机制》，复宏汉霖在“长三
角一体化科创云平台”上发布了技
术需求。经过多轮对接论证，由华
东理工大学和江苏百林科共同揭榜。

如今，三省一市累计发布“企
业出题”的48项重点揭榜任务，全
国揭榜单位数量超过 380家，研发
投入超过10亿元。2021年揭牌的长
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探索

“项目经理制”“团队参股”“拨投结
合”等创新举措，构建起一套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
域协同。经过 300余项开发及适航
验证试验，安徽的芜湖钻石航空发
动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通用航空
发动机，2023年完成首飞并获颁型
号合格证。

“在突破关键技术的过程中，
我们和江苏、上海等地的高校、院
所以及企业共同研发创新。目前已
基本实现量产，今年签了近 500台
发动机订单。”企业负责人郑君说。
植根于长三角的航空产业链，“大飞
机看上海、小飞机看芜湖”的格局
日益成型。

类似的故事，在长三角俯拾皆
是。作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首个综
合性大科学装置，借助蛋白质科学

研究 （上海） 设施，最快 2分 30秒
就可以看清一个蛋白质结构。如
今，该设施已为近 450家科研单位
和企业的 1985个课题组提供服务，
其中长三角用户占比64.2%。

统计显示，2023年长三角有28
个科技创新联合攻关项目加快实施，
成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有力抓手。

磁力更磁力更““足足”：”：

从中国的长三角到
世界的长三角

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生机勃
勃的长三角，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热
土，也是改革开放的高地。

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到
三省一市共同打造的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从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到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中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进程中，留
下了深深的长三角印记。

安全有序的数据跨境流动，是
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按照“从
企业到行业、从案例到清单、从正

面到负面”的原则，上海自贸区临
港新片区加快编制涉及跨境的一般
数据清单和重要数据目录。目前，
已基本编制完成智能网联汽车车辆
远程诊断、跨国公司集团管理等 20
个场景的数据跨境流动分级分类清
单目录，完成论证后将对外发布。

“依托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优
势，我们还在建设国际数据经济产
业园，希望打造成国家对外合作开
放的新平台。”上海临港集团董事
长、临港新片区党工委副书记袁国
华说。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伴随
着响亮的汽笛，两列从重庆团结村
站始发的海铁联运班列，近日先后
抵达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随
后，班列上的 165辆新能源汽车通
过船舶转运至墨西哥……随着渝甬
班列新能源汽车“双专列”成功首
发，宁波舟山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全
球用户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既要基础硬件畅通，也要营商
环境优化。今年年初，《中国 （江
苏） 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生物
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制
度试点方案》 发布。首批“白名
单”中，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所需进口的两种物品在
列，这让企业十分振奋。

“以往，进口生物医药研发用
物品一般先通过药监局申请批件，
再向海关申请通关单，大约需要8-
10个工作日。现在，只需接受市场
监管部门的后续监管，效率大大提
升。”企业相关负责人王薇说。

在开放中谋合作、赢未来。今
年 2 月，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宣布，
计划与小鹏汽车共同开发两款面向
中国市场的智能网联车型，首批车
型将于2026年在合肥投产。

得益于中国的扩大开放，短短
两年半时间里，大众汽车集团在合
肥建立了一个新的智能网联电动汽
车中心，汇集1200名研发人员，覆
盖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完整
价值链。

数据印证开放活力：今年1月份
安徽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2家，同
比增长75%；截至今年1月底，上海
集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962家，
始终是外商投资首选地之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
施五年多以来，区域发展显示“攥
指成拳”的合力，强劲活跃的增长
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在中国式现
代化中走在前列，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将不断谱写新篇章。

（新华社上海4月1日电）

站上30万亿元！长三角引领示范再突破

4月2日，位于南通市通州区的南通苏通分离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在车间作业。
今年一季度以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从事环保技术设备设计生产的企业加紧生产，以满足

国内与国际市场对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设备需求。 （新华社发）


